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33
■2019.11.10 星期日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责编：雷军虎 高凯美编：吴玉涵 照排：张婧 审读：朱忠诚

现代金报

办最“经济”的活动

限于客观条件，四明山镇文化礼堂尤其
注重寻找内生力量，对外界“送”来的资源，格
外珍惜。“乡村干部大多身兼多职，时间和精
力都有限。在开展文化礼堂活动上，如果能把
事情结合起来做，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鲁赞凭经验说。

作为四明山镇同时分管文化礼堂的干
部，鲁赞对合理有效组织活动别有心得。“首
先一条，不要浪费有关部门‘送’来的资源。”
前阵子，中国移动送服务下乡，她就将之对
接到了文化礼堂。“山里的百姓住得散，获取
消息慢，但知道有送话费这样的活动，大都
会来，来了也就知道了这边有个文化礼堂。”
鲁赞说。

四明山镇有个大山村，村散人口少，总共
就100多户人家，晚上摸黑走路不方便，活动
就安排在白天。今年端午节，余姚统战部门要
搞个少数民族同胞联谊活动，鲁赞顺势把活
动交给大山村，请村民一起包粽子，白天大伙
热热闹闹地过了个传统佳节。针对村民看病
难的情况，鲁赞特别联系四明山卫生院，提供
医疗服务进文化礼堂，为村民现场配药，解决
卫生难题。

类似“通联”工作，鲁赞还做过很多。比
如在全镇交通最方便的梨洲村文化礼堂组
织戏曲培训，让各村的戏曲爱好者集中来
学；比如残联和妇联一起搞夕阳公益活动，
请摄影公司给老人们拍婚纱照，一天走一个
村；比如请消防部门的红十字应急演练活
动、交通部门的平安宣传交通知识讲座都进
文化礼堂；再比如，根据四明山经营花木生
意人群多的情况，请法律专家来普及法律知
识、做防网络诈骗讲座，各种“因村制宜”的
做法都很受欢迎。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去年，四明山镇梨洲
村文化礼堂，还评上了2018年宁波市最“火”
文化礼堂，因为活动类型多、节目样式多、参
与的人多……“基层工作许多时候只能自己
动脑筋想办法，参考村实际情况，整合利用资
源，办相对比较‘经济’的活动，是一条可行的
路子。”鲁赞总结。

“高颜值”礼堂引游客驻足

基于山村特色，四明山镇文化礼堂的“颜值”
普遍很高。北溪村的文化礼堂是老文化宫改建
的，就在穿村而过的大溪边，风景宜人；棠溪村文
化礼堂利用了祠堂，里面还有一座戏台；茶培村
将原有的两层楼大会堂改建为礼堂；芦田村利用
的也是祠堂戏台附近的空间。

“‘一室多用’是我们文化礼堂的特色。”四明
山镇宣传委员杨建忠告诉记者，为合理利用空
间，避免文化设施的重复建设，镇里一般会将文
化礼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银行分理处、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等项目的建设结合起来，尽可
能利用现有场所，减少资源浪费。

前几个月，余姚组织了村歌比赛。棠溪村文
化礼堂创作的村歌《海棠花开》获得了十佳村歌
奖、最具人气奖、最佳MV、最佳创作奖，棠溪村
党支部书记唐建新当晚“拿奖拿到手软”。十一长
假期间，有余姚市民因为这首歌专程来棠溪村游
玩、寻访。“因为我们在村歌MV里，有意把老祠
堂、老建筑和最美的山村风光都展示出去，跟歌
曲一起推广，效果比较好。”唐建新说。

大山村文化礼堂也在吸引游客上颇见成
效。杨建忠说，在大山村边上有个知名的仰天
湖，游客来了，大多住在湖边上。晚上散步，看到
文化礼堂有人，自然会加入到唱跳队伍中。杨建
忠见过几位游客，因为“突然一下找到了陌生的
归属感”而爱上了四明山。“基于这个意义，文化
礼堂好像也成了一扇旅游的窗口。”

青山绿水之间，白墙黑瓦之下，文化礼堂被
赋予了更富魅力的内涵，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
湃的动力。杨建忠介绍，四明山镇历届党委、政府
都把加快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抓手，
把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创新文明实践、推进公民道
德建设、加快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打通了文化礼堂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
镇已有9个村完成文化礼堂建设，将于今年年底
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

“当然，山村文化礼堂还是有局限性。比如目
前活动类型比较单一，还需要专家多指导，最好
能多提供一些有益身心、健康向上的活动样式。”
作为地方宣传战线工作者，他们也会继续在提炼
文化内生动力、挖掘本土文化上下工夫，“根据村
民需求，再探索丰富一下”。

活动都是自然而然

四明山镇，位于余姚四明山腹地，从余姚
火车站出发，还得开1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

“其他文化礼堂可以承接一些‘送文化下乡’
的活动，但我们这里，从交通和地理条件上
看，就不是对方理想的选择。”四明山镇社务
办主任鲁赞说。

在缺少老师、缺少走亲、缺少输送的情况
下，四明山人的文化生活并不贫乏。午后，记
者走进四明山镇北溪村文化礼堂。77岁的村
民卢金礼正在打扫卫生，见有人来，默默地烧
了一壶水。

“我是乐队里拉胡琴的。”卢金礼带记者
来到他的“办公桌”前，桌上有好几册厚曲谱，
有朋友送来的，也有自己手抄的，风格多样，
流派齐全。“每天晚上五点到八点，都有人在
这里唱越剧，十多个人，不用叫、不用组织，都
自己来。”

这种“自然化”与“常态化”的活动是北溪
村的日常。除了戏曲角，同一个屋子里，还隔
出了乒乓桌、棋盘和图书角，村民各取所需，
互不干扰。平日晚上，或是雨天不能干活，地
段不错的文化礼堂都人满为患。“我们村好在
人口集中，就一个自然村。”北溪村党支部书
记卢和平分析，“不像别的文化礼堂，有很多
高大上的活动，我们的活动都是简单的，也是
最日常的，年纪大的唱戏、跳舞，年纪轻一点
的打乒乓，完全出于自发。”

卢和平说，北溪村文化礼堂从来没有作
秀的概念，所有活动不是为做而做，都是自
然而然。这两年，村里攒起了“村晚”，也是村
民自己提出来的。结果，附近村里的人都来
了，二十几个节目，开开心心，从下午一直热
闹到晚上。村里没有欢乐大舞台，就用旧礼
堂，简单装饰一下，一样喜庆。

除了北溪村，茶培村的情况也类似。去
年，镇里给茶培村添置了个K歌场所，加上原
有的乒乓球桌，虽然设备简陋，日常人气都还
挺高。

泥土里开出文明之花
四明山镇打通文化礼堂最后一公里

自今年年中以来，宁波市级宣传文化单位对148家存在短板的文化礼堂进行了结对帮
扶。有人奇怪，为什么四明山镇没有上报需要帮扶的文化礼堂，是瞒报还是领导不重视？或明
或暗，人们分批走进了这片曾被认为是余姚最穷僻的大山后发现，山里人民有着强烈的文化
参与感与荣誉感，不依靠“送文化”，而从泥土里开出自给自足、互帮互助的文明之花。

近日，记者走进了四明山镇，被其独特、浓烈、热情、淳朴的气氛包围。
无怪有“卧底”过的巡查人员说，如果四明山镇也能把文化礼
堂办好，别的地方没有理由搞不好。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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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溪村文化礼堂依山傍水

棠溪村文化礼堂依山傍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