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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早餐店900多天从未失约》后续《衢州早餐店900多天从未失约》后续

本报讯 1 月 26 日，由中国报业协会、中国传媒大

学新闻传播学部、浙江省报业协会联合组建成立的全国

市县媒体融合发展长三角研究中心在杭州揭牌。

为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传播体

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全国市县媒体融合发展长三角研究中心

将联合组织开展长三角地区市县媒体融合调研工作，发

布调研成果，推荐优秀典型案例；开展长三角地区市县媒

体融合创新骨干人才培训，组织专题学术研讨活动，总结

推广先进的经验和做法；主动推进和强化长三角地区的

新闻合作，集聚和整合各类资源，共同打造长三角主流媒

体合作平台，助力推动长三角地区的新闻事业繁荣兴盛，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提供有效舆论支持。

据悉，全国市县媒体融合发展长三角研究中心秘书

处设在浙江省报业协会。 本报记者 金檬 邹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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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正月初一，月山村开全国之先河，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乡村春晚，村民

们各施所长，用歌舞等生动的形式把农村生活搬上了舞台。

四十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月山芽儿”在台前幕后成长。为了守住这份集体

记忆，在今年的村晚上，曾担当过演职人员的70后和80后打算办一个火炬传递仪式，

把办好晚会的重任交给90后乃至00后。

吴丽玲和李雯静就是两个 90 后“月山芽儿”，她们从小学开始参演村晚，现在，她

俩又有了一个新身份——月山村龙年村晚导演。

本报讯 临近年关，徐小娟把早早备好的上千张粽

叶拿出来过水。在衢州江山，过年是要吃粽子的，人们以

此寄托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这些粽子，徐小娟打算在她的“老台门”早餐店里卖

3.5元一个，另外再拿400个出来送给常来她店里吃早餐

的环卫工人们。

“我们做的是本地老法粽子，首先糯米要用得好，馅

料选了腌制半年以上的咸菜和新鲜猪肉，每年客户的反

馈都不错，上架之后很快就会卖光的。”徐小娟说，“送给

环卫工人，也是想给他们添点年味。”

徐小娟和当地的阳光志愿队约定，每天早上六点到

六点半，在她的小店里为附近的环卫工人开设一个免费

用餐专场（详见本报1月23日5版报道）。

徐小娟告诉记者，这次给环卫工人们送粽子，资金上

阳光志愿队也给了她很大的帮助，承担了七成费用。

近日，新一期的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周评奖结果

出炉，徐小娟获得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潮新闻·钱

江晚报颁发的荣誉证书及5000元奖励。

拿到电子版证书后，徐小娟立刻转发给了阳光志愿队

的小伙伴们，“让环卫工人免费吃早餐的想法是他们提出

的，补贴也是他们出了大头，我这点付出算不上什么。”

徐小娟还说，每人每餐她给补 1 元，那么 5000 元奖

金就可以请环卫工人吃5000顿早饭。

“谢谢你，老板娘，你用无

私行动，填饱环卫工人的

胃，也抚慰了这座城市

的心。”颁奖词最后如

是说。

毕竟对于一家

小店来说，不是谁

都有勇气把每天生

意最好的时间段拿出

来做公益。

本报记者 施雄风

老板娘5000元奖金全捐出
再补贴5000顿爱心早餐

本报记者 施雄风

小时候，登台演春晚
长大后，后台导春晚

准确地说，李雯静是名 95 后，2018 年从

音乐师范类专业毕业的她成了一个舞蹈老

师，目前常住丽水市区。这次能成为导演的

原因是，她曾在 2014 年至 2018 年间参与过

5届村晚的策划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

接下这份“差事”后，李雯静和吴丽玲的

微信就被加“爆”了。“很多时候要从早上7点

一直和村民们聊到第二天凌晨，期间不断有

人发消息来。”“杂乱且茫然”是李雯静对导演

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小到一件衣服，大到

舞美灯光，这些都和我有关。”

在李雯静的印象里，村晚是小而美的。

李雯静还清晰地记得 2005 年的鸡年村

晚，那是她第一次以小演员的身份登上这个

舞台，“当时我和三个小伙伴自学自演了一个

舞蹈，发型、服装和道具都是‘DIY’的，整个

过程轻松有趣。”

生于 1992 年的吴丽玲也和李雯静有着

同样的想法，她们年纪虽小，但从观众到演

员，已经陪伴了村晚很多年，只是这一次导演

的身份让她们得以一窥这台晚会的全貌，体

会到了前辈们的不易。

“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就先从自己的特

长出发做工作。”吴丽玲和李雯静还有一个共

同点——她们都是舞蹈老师，“至少我们可以

把歌舞类节目排得不错。”

目前，晚会定于正月初二开演，共 14 个

节目。吴丽玲告诉记者，这其中有个大合唱

节目，虽然内容传统，但在形式上做了创新，

“我们打算给观众也分配部分歌词，让他们加

入到表演中来。”

竹筒配上煤油灯
来一次月山版火炬传递

如果要去评价吴丽玲和李雯静这段时间

的表现，晚会顾问团成员范永青给出了三个

字——“很满意”。

对于月山村晚来说，2003年是一个特殊

的时间节点，在那之前，村晚的演职人员大多

由当地农民担任，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涌入了这台晚会。也就是在那年，还在上

大三的范永青如愿进入了表演队。

这对于范永青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次“火

炬传递”。

“我们当时十几个人一起表演了一段交

谊舞。”范永青回忆道，那时候村里的条件不

太好，舞台上的地板只有一半是好的，连幕布

都只是一块做农活时常用的黑色“遮阳布”。

那晚的演出大获成功，交谊舞在村晚舞

台上“闪亮登场”，村民们在台下拍手叫好。

接下来的几年里，范永青一直和她的大

学生同伴们在舞台上不断创新。与此同时，

村晚的硬件越来越好，小舞台成了大舞台，幕

布换成了正儿八经的红丝绒布，后台也有了

单独的更衣室。

吴艳霞告诉记者，目前火炬传递仪式的

方案已初步拟定，计划用月山村本土的手工

竹筒再加上煤油灯作为火炬，“传递路线是室

外和室内相结合的，让前辈们走上一圈，看看

月山村这几年的发展。”

范永青认为，把这个火炬好好传递下去，

不仅能提升村晚的精彩程度，还能增强村子

的凝聚力，“现在许多从月山村走出去的年轻

人都很关注村晚，回来过年的人也越来越多

了，他们都在等‘好戏开场’呢。”

40载40载 ，月山村晚

90后 ，青春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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