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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冒着热气，聚着人气，村民都爱来”
集士港镇文化礼堂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马 上 到
年底了，海曙
区 集 士 港 镇
各 个 村 子 都
在 计 划 如 何
过大年，而文
化 礼 堂 都 成
了 村 民 们 活
动 的 重 要 场
所。山下庄村
相 关 负 责 人
告诉记者，在
元旦、春节期
间，村民们到
文 化 礼 堂 聚
餐 是 必 不 可
少的节目。

山 下 庄
村 一 名 村 干
部告诉记者，
这冒着热气，
聚 着 人 气 的
文化礼堂，是
附 近 村 民 都
爱来的地方。
山 下 庄 的 村
干 部 们 积 极
对 接 集 士 港
镇，以文化礼
堂为中心，在
自 然 村 打 造
礼堂点，每个
自 然 村 或 改
或建，统一配
备 了 白 墙 黛
瓦的礼堂点，
除 了 满 足 日
常活动所需，
还 进 驻 了 退
伍 军 人 志 愿
服务站等，拓
展 了 村 级 文
化礼堂功能。

而 这 一
切，只是集士
港 镇 文 化 礼
堂 建 设 的 一
个缩影。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琦

集士港文化底蕴丰富，文化礼堂也丰富多彩。从集士港
镇政府向北4公里，便是翁家桥村，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静
立在马路旁。2013年，这个祠堂被改建为村文化礼堂，两边
厢房分别作为省级非遗项目大头和尚陈列室和“浙江书法
村”的展示厅及书法练习室，中间的场地是村里文艺队排练
的场所。由于祠堂场地所限，翁家桥村又在祠堂对面房子内
设立了老年活动室、文化讲堂、图书室，以及村委会旁新建二
期，一楼做了新的办酒席、开大会的礼堂，二楼是崭新的展成
馆，总共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

翁家桥村文化礼堂的活动丰富多彩，最有特色的属于大

头和尚这一个省级非遗项目。每年春节期间，大头和尚“迎新
春祈福”巡游就会从这里出发，到各个自然村、镇主要道路送
福送好运，有什么大型的活动，大头和尚都会来闹场。作为“浙
江书法村”，其书法练习室也是利用率很高的地方，村里的书
法爱好者常常聚在一起进行书法练习，也请了镇书法协会的
成员在这里进行每周一次的学龄儿童的书法授课。

有了“大头和尚”和“书法村”两个文化品牌，翁家桥村文
化礼堂的名气更加响亮，在村里的外来人口、回村里的迁出
人家，都纷纷走进这个古色古香的文化礼堂，参观展成大厅，
了解翁家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名片。

创文化品牌丰富乡村文化

记者从集士港镇政府了解到，该镇目前已建成10家文
化礼堂。其中省级五星级（深溪村）1个，市级四星级（岳童
村、翁家桥村）2个。2019年正在建设的文化礼堂有三家，分
别是董家桥村、丰成村和横港村。这些文化礼堂已成为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彰显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进
入新时代，不断丰富文化礼堂内涵、创新管理方式，将有力助
推乡村振兴。

集士港镇政府相关张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文化强民族
强，文化礼堂已经成为该镇凝聚乡村文化的制高点 ，融合亲
情乡情的大舞台，振兴乡村的助推剂。

据了解，集士港镇所属的广德湖剧院投资1.25亿元、占地
25亩，于2013年9月正式启用。以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化运
作的思路引入“都市剧场”，按照管理科学化、运营公益化、操
作院线化总体思路，每年引进国家级、省市级表演50余场。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集士港镇文体中心积极孵化专业文化
团队，镇文联下设艺术协会、书画协会、音舞协会、戏曲协会、收
藏协会、写作协会和摄影协会等9个协会,有专业会员300多
名，打造了“广德湖星星文艺队”等专业团队。现有村级业余文
艺团队88支，其中湖山书院被授予省优秀视觉群体奖，翁家桥
村因村书法爱好者表现优异被评为浙江省书法村。

十个文化礼堂融合亲情乡情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集士港采取多个措施助推文化礼堂
建设，使其健康发展安全运营。该镇文体中心作为文化礼堂监
管用育工作直接联系部门，牵头组建由机关各办、学校、卫生
院、文联等相关部门单位组成的文化礼堂服务指导中心小组，
参与指导文化礼堂建设、管理、运营工作，日常配送节目资源
下村。镇政府安排每个村有相应的文化礼堂建设补助资金和
文化礼堂运作考核奖金，鼓励各文化礼堂规范“建管用”。

村有贫富、人有多少，集士港镇坚持文化礼堂建设从各
村的客观实际、村民的现实需求出发，分类推进。在布局上既
有一馆多能、一室多用，也有一堂多点，既有新建、扩建，也有
改建：例如翁家桥村文化礼堂展陈和非遗文化建在祠堂里，
礼堂在新建的点上，是一个“一堂多点”的文化礼堂；万众村

文化礼堂由超市改建而来，与村委会融为一体。深溪村和岳
童村文化礼堂都是择址新建，相对规模较大，功能齐全。

另据了解，集士港农村文化礼堂的“节目设定”还可根据
特色元素由村民讨论选择，重在与乡村生活相联系，体现本
村特色，鼓励引导各村打造“一堂一品”，目前形成的特色元
素有红色文化、非遗文化、宗祠文化、传统文化等。例如万众
村是田螺姑娘传说发源地，在文化礼堂展厅中凸显田螺姑娘
故事和体现善美精神，编排甬剧出版书籍，成为省级非遗基
地；山下庄村以“红色故土”为主线，在布展中体现红色元素；
岳童村文化礼堂设置多个活动室，并将文化礼堂设置成弘扬
主旋律展现正能量的主阵地等。都深受村民喜欢，还吸引了
不少外面的人前来取经和旅游观光。

立足本村特色深受村民喜爱

集士港镇宣统委员、文卫副镇长陈莹告诉记者，下一步，
他们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将文化礼堂与美丽乡
村、美好生活相契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的精神动力。

接下来，他们做好“整合”文章，积极探索文化礼堂示范
线，打造一堂一特色，串联文化礼堂功能，让其辐射出村、出
镇。一方面，要构建“大文化”集合体，进一步整合基层各类
公共服务设施，以更好地形成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另一方
面，要构建“大治理”架构，以农村文化礼堂为共同平台，整

合组工党建、群团、统战等部门在乡村的布局，真正把文化
礼堂变成一个公共聚会议事的场所，共同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建设。

“下一步将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
树立‘农村文化礼堂+’的新理念，鼓励结合养老健身、运动
休闲等健康产业发展，推动跨界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更
好地反哺文化礼堂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新引擎。”
陈莹说。

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国庆期间国庆期间，，山下庄村村民在文化礼堂聚餐山下庄村村民在文化礼堂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