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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乡村振兴

为扩大文化礼堂的核心和外延影响力，
鄞江镇明确各村文化礼堂特色定位，创新活
动开展，激发文化礼堂内在活力。“文化礼堂+
美丽乡村”，依托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建设和全
域旅游开发，清源村文化礼堂完成了从建成
之初使用率不高，到如今人气越来越高的转
变，今年清源村文化礼堂引入文化民宿品牌

“丰和苑”，逐渐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为新农
村建设增添动力，积极对接可以合作的新村
项目，协助村民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增加产
品销路。

文化礼堂+红色农旅，建岙村文化礼堂作
为曾经的建岙学校，中共鄞西区委、鄞县（鄞
奉）县委、四明地委机关驻地，已成为市、区、
镇三级联创的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也是海
曙区首批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点之一。10月初，
鄞江镇党委政府响应主题教育活动热潮，推
出“红色党员初心之旅”，将文化礼堂的红色
基因与建岙古村的旅游风貌结合，再次激活
了文化礼堂作为精神家园的作用。

为适应基层老年人口数量多，充实老年
人精神世界，鄞江镇通过打造“礼堂养老”品
牌，实现“小家庭养老”向“大文化养老”模式
转变。在悬慈村文化礼堂，每周二都会举行由
村老年大学自发组织的越剧培训班，邀请市
老年大学老师教唱，自2014年开班以来，已有
近四年的时间，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得到提升。
从2018年开始，悬慈村文化礼堂与海曙区戏
曲家协会结对，每周四开设义务甬剧培训班，
一期学员66人。大桥村文化礼堂每周举行越
剧排练、歌唱、交谊舞等日常活动，给予老年
人更多文化选择。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
在大桥村文化礼堂内，在文化礼堂“送服务”
方面，重点偏向老年人需求。

“文化礼堂已成为村落弘扬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的‘主阵地’，我们要挖掘更
多的资源，让向上向善力量充满其中，使身处
其间的‘有所憩’‘有所寄’，使文化馨香遍布
每个角落。”鄞江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让人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近日，慕名前往鄞江建岙村
文化礼堂参观回来的周先生深有感慨地说。他建议朋友们有时间可以多去看看，特别是要把小朋友带上。

建岙村文化礼堂是海曙区廉政教育基地，也是该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鄞
江目前建有8个文化礼堂，各具特色，已成为市民了解历史传播正能量的重要途径。

揭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建岙村文化礼堂是曾经的建岙学
校，也曾是中共鄞西区委、鄞县 (鄞奉)县
委、四明地委机关的驻地。进门就是一个
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院正中有一面鲜艳
的五星红旗。

建岙村文化礼堂2013年起计划建设，
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作为建岙村文化礼堂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一大特色。

展览馆中一张张诉说着战火纷飞年代
的泛黄黑白照片，一件件破旧的物什摆设，
大多都是村民们自发将家里的旧物拿出来
陈展的。爱国主义情愫油然而生。

建岙村文化礼堂的红色特质使其成为
鄞江镇首条廉政旅游线路上的一个重要景
点。2015年4月，鄞江镇中心小学把它作为
红领巾实践基地，每逢假期，宁波大学理工
学院、浙江医药品高等专科学校、浙江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纷纷来此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鄞江镇全体机关党员及附近乡镇
党支部组织也来此参加党员日活动。除此
之外，市社科院、市疾控中心、慈溪市、海曙
区的多个社区都来到红色讲堂组织过相关
活动。自2015年开放以来，已接待省内外
游客7万人次。

建成后，建岙村文化礼堂也成为了村
内群众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第八届宁波
市群众登山大会、文化天天演，迎新春、庆

“三八”文艺汇演、建岙庙庙会、建岙唐氏宗
谱圆谱、村民寿庆、露天电影、公益活动等
都纷纷走进文化礼堂。文化礼堂试运营以
后，已经退休多年的陈武昌校长经常组织
村里的文艺爱好者到文化礼堂组织表演，
在今年春节、元旦期间还为村民们带来了
新春文艺演出，也涌现了“三五”支队优秀
宣讲员陆文荣老师及优秀管理员唐亚凤等
文化志愿者。

各具特色的文化礼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鄞江镇目前已建
有文化礼堂 8 个，其中四星级 1 个（建岙
村）、三星级2个（大桥村、悬慈村），二星级
1个（沿山村），一星级2个（它山堰村、清源
村），今年目标新建文化礼堂3个（东兴村、
鄞江村、梅园村）。

2016年11月，鄞江镇正式启动它山堰
村文化礼堂规划设计，目前已完工。它山堰
村文化礼堂占地140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76平方米，建筑风格以江南水乡民居为
主，通过“曲水流觞”“巨梅典故”“鄞江风
帆”“光溪竹排”四大概念，展现鄞江“水文
化”和“堰文化”，彰显它山堰村历史底蕴，
传承“十兄弟”为民造福精神。它山堰村文
化礼堂不仅是对原它山堰村文化礼堂的补
充、更新和升级，也是鄞江镇古镇保护开发
工作的重要一环。它山堰村文化礼堂的升
级也为全镇其他文化礼堂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思路。

鄞江镇在文化礼堂的品牌打造上，着
力开发“一堂一品”。强化建岙村和沿山村
文化礼堂“红色阵地”属性，传承鄞江党建
红色基因。依托“礼堂养老”，悬慈村文化礼
堂、大桥村文化礼堂引入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进一步传播慈孝文化，凸显文化礼堂的
特色亮点。

村民的精神家园

鄞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各
文化礼堂设有文化礼堂管理制度、讲
堂管理制度，依托鄞江镇文化礼堂管
理微信群，及时对接 81890 区级资源，
做好文化礼堂“建管用育”方面的业务
指导工作。庙会等节庆活动更是依托
各村建成的文化礼堂开展各类文化活
动，培育文艺团队，激活村民自我管理
和参与热情。

目前，鄞江镇拥有村级文艺团队
约 30 余支，队员达 700 余人，如舞龙
队、腰鼓队、曲艺队、旗袍队、马灯队、
大头娃娃队等。它山堰村文艺队入选
宁波市农村文化礼堂首届“十佳”文艺
团队。强大的文艺队伍带动文化礼堂
的发展，文化礼堂也为文艺队伍提供
展现自我的平台。

村 里 常 态 化 开 展 了“ 我 们 的 村
晚”，喜乐闹元宵、三月三庙会、立夏、
端午民俗体验、重阳节等活动。积极开
展文化“送种育”活动和“文化走亲”活
动进文化礼堂，今年 5 月 18 日同月湖
街道举行“月湖鄞江旗袍秀·魅力携手
风韵传”活动。5月 24日同白云街道互
送演出，实现 2019 海曙区“家门口文
化共享”的理念。

它山堰村文化礼堂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宁波走书的传承基
地，堂内拥有完整的宁波走书展示厅，
定期开展宁波走书传唱。悬慈村文化
礼堂特别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包括市级非遗打铁技艺、区级非遗石
雕技艺、镇级非遗传统竹篾、红帮裁缝
等7项非遗。

采访中不少村民告诉记者，文化礼
堂不但是各个村子最具特色的建筑，也
是村民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更
是前来游玩的客人了解鄞江的重要窗
口。

现代金报现代金报0033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石婉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化礼堂串起风情古镇的人文历史
已成为市民了解历史传播正能量的重要途径

清源村文化礼堂清源村文化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