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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标志性工程巡礼

8 月 18 日晚，乡村大型

实景剧《你好江山》，在江山

市大陈乡大陈村文化礼堂的

村歌广场迎来首演。200多

位演员中，一大半是江山本

地的百姓，大多还是大陈村

的村民，年纪最大的已经 74

岁了。

依托农村文化礼堂，浙

江的乡村文化生活正日益丰

富多彩⋯⋯当踏进浙江大地

上的乡村时，你会发现村民

脸上洋溢着的笑容，不全是

因为收入的提升，更多的

是一种精神的富足。

2013 年 ，浙

江正式启动农

村 文 化 礼

堂 建 设 ，至

今 已 有 7 年 。

数据显示，浙江各

地已累计建起 1.24 万

余家农村文化礼堂，覆盖了

80%以上的农村人口。

有文体队伍与俱

乐部，有图书馆和

电影院⋯⋯在

广 袤 的 浙

江 大 地 上 ，

文 化 礼 堂 让 乡

村文脉有了新的传

承载体，乡村正在成为

有凝聚力、向心力、归属感

的精神家园。

7年间浙江乡村建起1.24万余家文化礼堂，建在村里，村民使用

吾心安处
有一个叫“文化礼堂”的地方

本报记者 陈淡宁

这是一处乡村文化生活综合体

8 月末的一天，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村电影院的电

子公告牌亮了：“本周播放通知：周五晚 7 点《勇士》，周六晚 7

点《白蛇之恋》。”

这是浙江首家村级数字影院，2011 年投资新建，内有

300 多个座位，至今已放了 1800 多场电影。2016 年升级后，

影院更兼备了剧场的功能，村民不仅可以看戏看剧，甚至可以

自己登台表演。

这座电影院，是高禹村文化礼堂三座建筑之一，还有两座

是图书馆和移民文化展示馆。

如今的农村文化礼堂，早已突破了“一间房子”的概念，在

许多乡村都是由多幢不同功能的建筑构成的群落。比如安吉

昌硕街道双一村的文化礼堂，就是浙江多种形态的乡村文化

礼堂样本之一。

村里有一座“朱氏宗祠”。村民告诉记者，自从祠堂变成

文化礼堂后，定期会举行家风家训的传承，男女老少聚集一

堂诵读，除了热闹，更有意义，延续着乡村的文脉。

不仅如此，文化礼堂也可以成为观光点。

去年，讲述年轻人回乡创业的青春励志电视剧《青恋》在央

视热播，让双一村一夜之间变成被众多旅行社盯上的“网红

村”，时不时有游客团体与你擦肩而过，热情的村民会骄傲地与

你闲聊“何赛飞在我家里烧过饭”。而最让游客流连的是村口

的竹子艺术馆“竹艺苑”，小到竹篮、竹篓、竹扁担，大到竹桌、竹

椅、竹屏风，不失乡民手工制作的淳朴，又藏着设计师独到的巧

思，衬着屋外竹林竹海的背景，构筑出一缕奇妙的文化关系。

助力乡村文脉的传承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份“吾乡”的认同，不仅来自环境的

安逸，更需要一种文化根源上的归属。

走访中，记者发现，文化礼堂的建设不仅提供了公共文化

服务的平台，更促成了世代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更深入

地挖掘并传承自己的文化之根。

在江南，海宁一带的皮影戏最为盛行。2015 年，海宁长

安镇陆泽村一边筹建文化礼堂，一边想恢复村里的传统——

皮影剧团。

8 月 27 日的下午，一走进陆泽村文化礼堂，就听到一阵

热闹的鼓乐声，皮影剧团正好在排练经典剧目《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拐进后台，有乐队有演员，有 9 人之多。现任团长吴

富祥很是自豪，毕竟像他们这样分工明确、配置完整的皮影剧

团已经不多了。

吴富祥说，2017 年文化礼堂建成后，皮影剧团有了更专

业的排练场地和演出场所。每当听到礼堂剧场传来阵阵锣鼓

声时，闲着的村民就会带上孩子来这里坐坐看看。

剧团还与大学生结成了社会实践的课题组，趁暑假由老

艺人们传授一些制作皮影的技巧，接下来还要教授如何演

出。“总归是希望能把技艺传下去的。”吴富祥说。

像陆泽村这样，挖掘本村的特色传统文化，寻求传承之路

的乡村正在逐渐变多。

安吉县孝源街道尚书干村，因元代礼部尚书杨振普得

名。2013 年，村里通过复兴成人礼、开笔礼、成童礼、谢师礼

等传统礼仪活动，打造品牌文化节庆“尚书文化节”，成为全县

乃至全市唯一的传统文化礼仪传承基地，近年更是受到人民

日报及央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的关注。

为村民自治提供平台

文化文化，以文化人。在浙江的许多乡村，文化礼堂不一定

是村里最好最漂亮的建筑，但那一定是最热闹、最和谐的地方。

文化礼堂就如同一个按钮，激活了潜藏在村民心中的正能量。

在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文化礼堂一月一期的“李家播

报”，是村民们人人都放在心头的“李家村发展论坛”。

信息爆炸的当下，方言版“李家播报”在过滤了庞杂的信

息后，把村里的大小事以及跟村民息息相关的政策，传达到每

个村民的耳朵里。

33 岁的村干部费杰告诉记者，“李家播报”每期约 2 小

时，除了重要新闻和法规政策播报以外，还有针对现场观众的

播后解惑，接着就进入交流经验的“论坛时间”。“李家播报”结

束后，村干部还会下发民情诉求征集表，接受村民提出的各项

意见和建议，张贴在文化礼堂的“问题墙”和“回音壁”上，针对

每一条及时进行反馈和解决。

从最初挨家挨户请人参加，到现在的场场满员，证明了

“李家播报”的受欢迎程度。村民们通过聆听与经验的分享，

慢慢建立起了对于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开始关心乡村

设施建设，愿意配合拆违建公园，愿意学习垃圾分类⋯⋯

在走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规律，文化礼堂越有声色，

乡村氛围越是和睦。在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每个村民都有

一把钥匙，可以自由使用文化礼堂，早有广场舞，晚有乒乓赛，

时不时的志愿者服务，村里一派其乐融融。

文化礼堂的建设，还为乡村带来浓浓的乡愁情怀。海宁

许村镇科同村的农村文化礼堂，改建自年久失修的百年老宅，

全面修缮投入的资金大约 1/3 来自乡贤的捐款，因为承载着

太多村民的记忆。

去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实

施纲要（2018-2022年）》，这也标志着新一轮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的大幕已经全面开启。而不断涌现出的特色农村文化礼堂样

本，也将以不同的方式为浙江的美丽乡村注入生机与活力。

尚书干村

刘家塘村

桃园村

一 场 村 运 会

正 在 东 阳 江

镇 上 陈 村 的

文 化 礼 堂 内

进行。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