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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伟建

“文化礼堂在村中，村在文化礼堂

中。”这句话出自石柱镇塘里村党支部

书记孙朝厅口中，他以此形容该村文

化礼堂群建设成果。

这两天，塘里书画中心建成投用，

为该村文化礼堂群增添了新的功能，

该村文化礼堂的标志又多了一个。在

该村，文化礼堂的标志有很多。

从村口往里走，一直到塘里书画

中心，其间经过吴国太进香小品、顾盼

廊、五谷墙、村文化中心、百工馆、农家

书屋、同文书局、妇女之家、劝学长廊、

孙权文化园、乡村大舞台，“文化礼堂”

的标志随处可见。为什么？

“有文化印记的地方，就该有这个

标志，这才能体现文化魅力。”孙朝厅

说，他自己也没数过村里到底设置了

多少个标志，但他觉得，文化礼堂的标

志越多，越能体现出村里的文化礼堂

建设成果。

2013 年，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工作铺开之际，孙朝厅压根就没想到

会有如今这样让人沉醉的塘里村文化

礼堂群。塘里村距城区 10 公里，全村

360 余村民，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

零，全村没有“高大上”的建筑，也没有

大会堂、功能中心等基础设施。面对

“一穷二白”的实际，不少人都摇头不

支持，给想改造的孙朝厅泼了冷水。

“塘里村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后

裔的聚居地，孙权文化中的好学、孝敬

等传统文化基因一直传承至今，打造

农村文化礼堂具有软实力。另外，塘

里村美丽乡村建设，大幅提升村民生

活环境，但村民文化素养却还没提升，

这可不行。”孙朝厅“一厢情愿”地开始

琢磨探索。

2016 年，孙朝厅得到“点化”，将

已有的基础结合文化礼堂的功能定

位、理念，以全域化打造为目标，深挖

地域资源、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创新

性地分布式打造文化礼堂，建成文化

礼堂群。

如今，塘里村已经建成了多个文

化礼堂：顾盼廊，展现村史民俗；劝学

长廊，讲述孙氏一族好学且学有所成

的故事；百工馆，展示着打铁、补缸、箍

桶、钉秤、做篾等各种传统手艺的模

型，重现祖辈的手艺，传承艰苦创业的

历史；小康学堂，每周定期开课免费教

授国学、书画；同文书局，是市图书馆

的分部，村民可借阅各类书籍，查找档

案资料；乡村大舞台，成为村民办“村

晚”的好去处⋯⋯

其实，塘里村集体经济并不丰厚，

只能靠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弥补资金的

短板，想尽办法做一个成一个，然后再

开始做另外一个。逐渐地，20 余个文

化功能场馆分布在村中，结合地域风

貌，连点成线，逐步形成布局合理、适

度交叉、协调推进的文化礼堂建设格

局。而文化礼堂群成为民有所乐的乡

村“会客厅”、传承文脉记忆的“乡愁基

地”、凝心聚力的“精神家园”“红色殿

堂”，不仅能存放乡村记忆，更能延续

乡野文脉。

在家训馆，除了家规家训之外，

几幅漫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许

吃饭咬着筷子，不许壶嘴对着人；吃

饭前要礼貌性地招呼长辈，长辈坐下

说吃饭才能吃，不许压人肩膀⋯⋯”

这些深谙礼仪之道的知识就是漫画

内容，图文结合的形式浅显易懂地把

“规矩”告诉一村老小。这恰恰就反

映了文化礼堂的一项理念，就是在

“富口袋”的同时，加快“富脑袋”，使

得群众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富

足，人人知礼节明荣辱。

文化传承才是文化礼堂建设的内

涵。塘里村文化礼堂群建成以来，自

始至终注重文化活动举办和文化素养

提升，真正把文化礼堂群用“活”。比

如，最美老人、最美媳妇、最美孝子评

选活动，该村已开展多年。受此活动

影响，村民敬老孝贤的家庭氛围日益

浓厚，整个村像个大家庭。

“我们就是通过文化礼堂这个载

体，充分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这句

话，孙朝厅讲得很溜，也总是挂在嘴

边，并为之努力。接下来，该村还将继

续丰富文化礼堂群的文化内涵，触摸

着乡土人文的温度，通过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延续发扬传统文化，增加村民

内心的自豪感、幸福感。

（上接1版）

活动为“王”，
培育礼堂品牌新文化

礼堂只是场所，文化才是内涵。

农村文化礼堂建起来了，更要让其

“活”起来。近年来，我市通过“送文

化”加“种文化”，坚持礼堂文化品牌

化，通过各式常态化活动，充分激发乡

村文化活力。

“送文化”要送到村民心坎上。在

文化礼堂菜单式服务中，我市落实送

文化的供给侧改革，实现从文化部门

“有什么送什么”，向群众“需要什么送

什么”的转变。采用“个性化定制、柔

性化生产”，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获得

感，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以文化礼堂为依托，我市充分发

挥文广新局、党史办、妇联、文联、科

协、团市委、卫计局等20余家部门的资

源优势和特长，深入挖掘基层文艺人

才的草根力量和创新精神，积极探索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路子，大大

提升了农村文化自力更生、自我繁衍

能力，基层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

面。去年以来，全市共组织文化活动

进礼堂 232 场，培养文艺带头人 112

名，培育农村文艺团队 142 支，推送特

色文化产品下基层102件；举办各类农

村文艺演出 245 场、乡村联欢晚会 72

场，打造了“鼓词宣讲队”“辣妈宣讲

团”“乡村春晚”等品牌，形成了“百花

齐放”的可喜局面。

“种文化”要种到乡村故事上。我

市创新性地在文化礼堂开设“乡村小

康学堂”，就是期待着将文化的种子植

入农村，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

生活。今年以来，有关部门牵头开展

了书法、舞蹈、乐器、创作、国学、群众

演员等 10 多类培训班，基本覆盖全市

文化礼堂。

江南街道园周村村民俞笑玲没想

到有一天真的能够实现在“家门口”学

习国画。6 月份，利用自然生态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富裕起来了的园周村为了

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增强村庄文化软

实力，邀请了著名画家吕伟杰开办了

小康学堂国画培训班。原本就打算学

画画的俞笑玲得到消息马上就报名参

加，“第一堂课就教画荷花，契合我们

村的历史典故，很有意义。”

石柱镇塘里村的小康学堂书画培

训班每个星期都坐满了学员。在“老

孙头”孙朝厅的设想中，培训班不仅要

办下去，还要越办越大，要让全村每家

每户都有人会书法能画画，让他们能

用自己的手把塘里的变化写下来、画

出来，用书画来讲述塘里故事。西溪

镇大力推进影视风情小镇建设，举办

影视培训班，既富脑袋又富口袋，已培

训群众演员 300 多名，村民增收超百

万元。

近两年来，一个个“小康学堂”如

“星星点灯”般在各地农村开花结果，得

到上级的点赞，也引起国内主流媒体的

关注。《人民网》对此发表署名评论员文

章《“乡村小康学堂”期待“星星点灯”》，

盛赞我市“乡村小康学堂”经验。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树立高度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我市正在文化礼

堂的舞台上，进行生动实践。目前，我

市已开设“乡村小康学堂”影视培训班

2个、书画班15个、舞蹈班130个、声乐

班 60 个、节目编排班 52 个等，受训学

员超 1 万人次，已经投入培训经费超

300万元。

今年，我市已排出10多个“乡村小

康学堂”班次，未来，也将借助“小康课

堂”这一形式，努力为村民们提供更多

的学习资源、更好的学习条件，让农村

百姓鼓了口袋，也能富了脑袋。

注重内涵，
助推文化礼堂新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

我市领导认为，文化礼堂建设既

要形美，也要传神，同时更要凝魂。为

此，在文化礼堂建设上，我市以“品质

高、特色亮、进度快”为标准，不断提升

“建、管、用、育”水平，促进文化礼堂特

色升级。

怎样才能“凝魂”？

留住历史，才能望见乡愁。我市

鼓励和引导村民捐献农家农具、历史

遗物、民俗器具等“宝贝”，把文化礼堂

打造成为历史文化陈列馆，不仅成为

孩子们的学习场所，也成为村民的回

忆之地。在文化礼堂里，散落乡间的

民间技艺、民风民俗、工匠技艺重新得

以传承、发扬，通过挖掘本村本土文化

底蕴、整理文化碎片，将永康五金“工

匠之乡”等传统技艺文化再一次呈现，

丰富了文化礼堂的内涵。

记住礼仪，才能传承文明。文化

礼堂还承载着传承文明的功能，结合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庆假日，

组织春节祈福、端午节、重阳敬老、儿

童开蒙、成人仪式、入伍壮行礼等各种

礼仪活动。前仓镇后吴村的祭祖仪

式，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文化礼堂，见证历史，更照见未

来。对于文化礼堂如何在“戏台”“学

堂”基础上再升级，古山镇金江龙村村

支书应兴进已经思考了很久。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该村曾是全国数一数二

的衡器交易市场，可谓“笑傲江湖”，家

家户户都有制秤能手，即使到产业转

型的今天，依然有一批“老匠人”以制

秤为生。

“我们要在礼堂里建一个衡器博

物馆，摆上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木杆秤，

或是重达几十公斤极具收藏价值的

秤，还有工艺传承展示等等，不仅能见

证历史，更要成为未来我们村的衡器

品牌推广根据地，用文化促进产业发

展。”应兴进的“野心”很大，重振衡器

产业，把“秤文化”引入文化礼堂，促进

秤产业华丽转身，以期实现文化传承

和产业发展的完美融合。

建设文化礼堂在我市达成广泛共

识。许多村干部常为此带头捐款。西

溪镇上马村村两委班子垫付了全部建

设缺额资金；象珠镇山西村村干部带

头捐款 10 多万元；唐先镇岩洞口村支

书带头捐款 30 多万元，共筹集 70 多万

元资金用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文化礼堂建设就是要提升农民

在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让农民

身有所栖、心有所寄。”我市一位领导

说，市里将努力整合各种资源，力争到

“十三五”末期，全市农村文化礼堂建

成数达200家，把文化礼堂建设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助推“两美永康”建设。

最是文化能致远，此心安处是吾

乡。

永康，正在奋力前行。

石柱镇塘里村
文化礼堂群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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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里村文化礼堂群炼成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