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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文化“活水”流进千年进士村
外来专业团队助力，激活本土“草根”文艺力量

去年7月，大型晚会《乡情归荷处》在走马
塘举办，这是鄞州区首台实景式的综艺晚会，让
这个千年古村着实“洋气”了一把。晚会采用实
景演出的方式，完美结合走马塘传统的明清建
筑，以荷花池为中心，向两翼老墙门拓展，舞台
空前盛大。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晚会的表演班底，大多
由本土的优秀文化人才组成。随着文化礼堂的

“成长”，村里走出了越来越多的“草根”艺术团
队，他们成了舞台的主角。

2017年开始，杜月琴组建了一支乡村舞蹈
队，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6人。队员的
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年龄最大的早已是
花甲之年，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的热情。

“村里有了文化礼堂，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舞
台，大家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年轻了！”杜月琴并
没有舞蹈基础，愣是凭着一股子热情，跳上了越
来越大的舞台。每一次，她都在家里一遍遍跟着
视频学习，再给队员们培训，每周起码要跳四五
天。

“以前，大家没事就三五成群搓麻将，现在
有空闲时间，大家就想着排练节目。”杜月琴是
走马塘的媳妇，村里这几年的变化，她都看在眼

里。村里不光环境整洁了，而且大家的精气神提
高了。“喜欢戏曲的，就在说事长廊听戏；喜欢
舞蹈的，晚上就聚在一起跳广场舞；还有专门的
非遗课堂，老人一起做虎头鞋……文化礼堂成
了大家的精神家园，给他们的业余生活带来了
很多收获和乐趣。”

初步估算，这两年，村里已经有12个各类
草根社团，成员多达160人。一有文艺演出，他
们就成了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刚开始的时候，他
们有些害羞，有些拘谨，现在台风越来越稳健，
甚至被邀请到其他乡村做表演。

在去年鄞州区文化礼堂才艺比赛上，《又见
走马塘》情景剧获得了一等奖，这里的群众演员
都是走马塘的村民，连花甲之年的老人都跟着
在舞台上过把瘾。

“我们就是要让‘草根力量’参与到乡村
的文化礼堂建设，让这里充满浓浓的乡土气
息，让文化礼堂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的精神家
园，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草根队伍。”
鄞州姜山镇走马塘党支部书记陈贤国说，这些
特色活动提升了村民素养，亦留住了乡愁，传
承了文化，为走马塘古村注入了新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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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融合，文化礼堂慢“生长”

古色古香的村情村史馆，集中展示走马
塘76位进士及陈氏家族的历史；走过进士广
场和荷花池后，邬毛银收藏馆里藏着属于走
马塘的故事；百年诊所和百年古树掩映在马
头墙，仿佛述说着久远的历史。

现在算起来，走马塘文化礼堂足足有
3500平方米，让很多乡村十分羡慕。有趣的
是，这是一座会“生长”的文化礼堂。过去6年
时间，走马塘村结合村里的旅游开发及文化
特色，不断扩展着文化礼堂的区域版图，将相
关资源逐步融入文化礼堂。

2013年11月，由村民捐资为主的走马塘
村文化礼堂建成，有健康讲堂、进士墙、进士
广场、村史村情馆、老祠堂、图书室；

2015年4月，进士陈列室完成布置，纳入
文化礼堂功能区块；

2017年，结合新村建设项目，建成新村文
化礼堂，新增面积1000平方米，成立文化礼
堂理事会，倡导移风易俗；

2018年1月，以景区化村庄建设为契机，
新建文化礼堂综合活动中心，内设村史村情
馆、综合活动室等；

2018年12月，“宁波最美古建筑守护人”
邬毛银收藏馆对外开放并纳入文化礼堂功能
区块，集中展示走马塘文化、讲述走马塘故
事。

位于鄞州姜山镇的走马塘村是千年

历史古村，文化底蕴深厚，自宋代以来出

过76位进士，堪称“中国进士第一村”。这

里的文化礼堂，处处都有历史的印迹。

从2013年开始，随着乡村的旅游开

发和文化特色，该村文化礼堂不断“生

长”，目前总面积达3500平方米，各项功

能区块相当完善。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化

礼堂，如何让它“活”起来，这背后有一支

160 多人的草根团队，他们激活一池春

水，成了文化礼堂各项活动的主角。今

年，文化礼堂更是引入市场化运营，给古

村带来了更多的活力。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周思雯

走近文化礼堂，记者一眼就看到了“活动公
告栏”，上面张贴着一则活动通知：11月 24日
18:30，在走马塘村文化礼堂举办剪纸培训。

“在文化礼堂，一年大大小小的活动就有
60多场。每次有活动，我们就会把通知贴在主
要的人流密集地，大家看到了都会来参加。”走
马塘村妇女主任汪红蕾和她的文化志愿者团
队，主要负责文化礼堂的日常活动。记者和她走
在村里，时不时就会有村民问一句：“最近阿拉
文化礼堂有啥活动啊？”参与文化礼堂的各项活
动，已经成了村里人的一大乐事。

年年有计划，月月有活动，一年起码要张罗
几十场活动，汪红蕾直言有些力不从心。“每年
要变着花样来，要有新鲜感，有吸引力，有时候
就不得不去其他乡村取取经，把好的点子学过
来。”

今年以来，她肩上的担子变得轻了，有专业
团队为文化礼堂策划组织活动。原来，今年以
来，姜山镇对文化礼堂服务项目开展市场化运
营，引入社会“活水”，让文化礼堂焕发新的生
机。

走马塘文化礼堂结对的是宁波堇创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策划组织了
6场形式多样的活动。

“以前，我们搞一次立夏活动，来的不过就
二三十人，今年一下子来了150多人，老老少少
都有，现场非常热闹，大家都直呼过瘾。”这场活
动的热闹劲儿，汪红蕾历历在目。

除了传统的立夏拄蛋、织蛋套等活动，现场
增加了品立夏饭、悬秤称重等民俗活动，让很多
老人找回了老底子的记忆。

今年国庆期间，文化礼堂举办了一场“同吃
国庆面”活动，村里邀请了32名和新中国同龄
的老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吃阳春面，有的老人
吃着吃着，眼睛就湿润了。

“以前村里的活动大多是小打小闹，引入市
场化运营以后，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了，群众的参
与度明显提高。”宁波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江波透露，现在，公司已经和姜山镇的
10几个文化礼堂携手合作，给每个文化礼堂提
供个性化的活动菜单，进一步挖掘乡村背后的
文化底蕴。

激活“草根”力量，打造精神家园

引入“活水”，焕发古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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