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8.1.21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国平/版面设计：张杰成 报料：800005086 3

浙江新闻·坊间

这个周末，杭州城西文

新街道骆家庄的文化家园被

两个自然村承包了，周六是

杨家村，周日是南河头村，各

自 要 做 一 场 自 己 村 的“ 村

晚”。活动从昨天下午就开

始了，接来各家的老人、孩

子，包汤圆、聊天、合影，晚上

边吃饭边看各家孩子的汇报

演出，“聚”和“乐”是主题，吃

什么反而是次要的。

这样的“村晚”，最早是

三年前在杨家村开始的，居

民众筹。因为村子里的居民

都很喜欢这样的形式，组织

者们也有了信心，每年都会

给活动升升级，越来越丰富；

今年，南河头村也有人牵头

聚会了。

说起“村晚”，杨家村的

发起人之一杨建伟很有感

触，“做活动，繁琐的事情很

多，但是大家都认可，我们就

开心。期望能用这种方式让

心聚在一起，让杨家村一直

在。”

聊天、吃饭、包汤圆、看自导自演节目

拆迁分散的村民聚一聚乐一乐，延续感情

骆家庄“村晚”，让大家留住乡愁

农民们卷起裤管、背着榔头、扛着大白菜

走上舞台，村歌唱起来，茶舞跳起来⋯⋯1 月

20 日，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主办的 2018

“乡村春晚大集”活动在丽水龙泉市宝溪乡热

闹开场。

2016 年 9 月，浙江丽水、浙江温州、福建

武平、安徽池州、河南郑州5地发起筹备成立

了“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这是目前全国

村晚最权威的组织。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称，这台村晚在农村

的级别相当于央视除夕春晚，算村晚里级别

最高的了。

1981年春节，庆元县月山村办起了中国

乡村第一台春晚。月山村在中国村晚界有着

崇高的地位。 因此，本次活动的开场戏当仁

不让地由月山村的村民表演，主持人说，这是

出于对月山村的尊敬。

背着白菜萝卜的农村妇女，扛着榔头的

农村汉子和拿着野花的赤足儿童，在舞台上

表演情景剧《山乡记忆》。

江西吉水县白沙村的采茶戏《熊相公偷

芋》用诙谐的舞蹈表现了农村的趣事。福建

三明的民俗茶艺《女儿茶》柔美纯真，表现出

了丰收后的喜悦，还有广东清远的《荔枝颂》、

宁夏盐池的特色演唱《绿韭菜》⋯⋯

主持人骄傲地告诉观众：这些都是农民

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而且不拿一分报酬，他们

的表演是最贴近老百姓的，是最接地气的。

月山村是庆元县城东南 57 公里处一个

海拔 820 米的小山村。1981 年春节，吴绍利

等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敲起锣鼓，拉响弦琴，

唱起民歌⋯⋯这，就是最初的月山春晚。

2005 年，坚持了 20 多年的月山春晚受

到钱江晚报的率先关注。三个整版的报道，

引发媒体和社会对月山春晚的强烈关注。

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葛学斌称，

2017 年春节，丽水 882 个行政村自办春晚，

800 多名农民导演、30 多万村晚演员、80 多

万观众、20 多万外地游客在乡村春晚的舞台

上展现了自己的文化梦、春晚梦，2018 年的

村晚预计将超过去年的规模。

葛学斌称，乡村春晚起到愉悦群众、教育

群众、富裕群众的作用，2017 年全市形成的

“春晚红利”达14.13亿元。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黄舒妍 王苏珍

裤管卷起来、村歌唱起来、茶舞跳起来
“最高级别”的村晚大戏在龙泉乡村上演 丽水去年村晚红利14.13亿元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陆佳程 文/摄

走调忘词都不要紧
过年过节要有新的仪式感

这是场特殊的聚会，台上表演的孩子有

时会忘记动作，有时会走走调，还有小朋友带

着爸爸上了台，爸爸明显没练习过，动作有点

跟不上。就是这样一台聚会，台上演着，台下

吃着。大家看着表演，拍着照片，鼓掌叫好。

有些老人问，中间那个花棉袄是谁家的

孩子？第三桌那个新添的宝宝，是不是台上

穿黑西服男孩的妹妹？

而孩子们大多已经吃饱了，开始聚在周

边三三两两地玩，时不时会问“为什么你不姓

杨？是你妈妈姓杨吗？”

一边的大人听到了解释：“杨家村，大部

分姓杨，但是也有其他姓的。”

杀年猪、分猪肉，是爷爷们做的，小朋友

看个热闹；奶奶们带着妈妈们，在一边做汤

圆，有人揉面，有人教裹馅，孩子们也在一边

搓团子。

这场“村晚”，村里 23 户人家，将近 130

人，几乎都参加了。

今年是第三年众筹
起初是为了老人聚一聚

老人们更是期盼这样的活动。昨天的现

场，钱报记者就看到了南河头村72岁的徐士

杰老人，他乐呵呵地跟杨家村的熟人们聊着

天，也向往着周日自己村里的聚会。

“我们年轻的时候，村子里的邻居比亲戚

还重要，好多事情都要村里人一起做的。划

龙舟不用说了，就拿腊八粥来说，原来家里东

西都不多，一家是熬不出腊八粥的，都是村子

里各家凑出八样东西，有说有笑熬出一大锅

的腊八粥。”徐士杰说，现在拆村建居了，人就

分开了。我们现在还能跑得动，会去找熟人

聊天，但是好多老人八九十岁了，腿脚不好，

就找不到熟人说话了。

其实，3 年前，杨建伟发起众筹杨家村

“村晚”时，想的就是给难得一聚的老人们一

个聚一聚的机会。他说，“我们去征求意见，

大概是一家要出 500 元钱，一起吃个饭，给

70 岁以上的老人送个礼物，也给孩子做个敬

老的榜样。本来是有点忐忑的，结果好多人

特别热情，特别支持。”

为了让孩子们也能延续友情
鼓励他们一起演节目

同样是聚会的发起人之一，36 岁的杨东

旭回忆，他读小学时，小朋友都在一个小学，大

家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过寒假暑假，真是不

要太熟，“现在的小朋友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怎么把祖辈父辈的情谊延续到下一

代？试试看表演节目吧。

一起表演真的能带来友谊，8 岁的杨霈

妍今年表演两个节目，一个是和小朋友一起

表演诗歌朗诵，一个是自己独舞《快乐出发》，

她对着节目单，一个个指给记者：“杨筱任，我

是经常看到的，她家和我家很近，我们玩得很

好，还有杨卓航，我是去年就认识了⋯⋯”

而今年读六年级的杨嘉涛，和几个学武

术的小朋友一起表演了一个武术节目，“我原

来不知道有同村的小朋友也喜欢武术，以后

可以让爸爸带着我去找他们一起练习。”

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党委副书记杨

国庆告诉钱报记者，其实今年骆家庄要开“村

晚”的自然村还有好几个，骆家庄会根据每个

自然村的活动方案和参与人数给予相应的补

贴。“期望这样的活动能留住乡愁，传承乡村

传统文化，让村里人一起打造充满人情味的

和美骆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