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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村歌，歌唱的是淳朴
的村风、民风；一台村晚，呈现的
是丰富的农村生活；一座文化礼
堂，记录的是文化的轨迹；一批
历史文化村，传承的是区域特色
文化……良好的家风民风乡风，
是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
文以化人，保证文明乡风薪火相
传，营造人人崇德向善的良好社
会风尚，既要“播种”文明理念、
树立典范弘扬正能量，更要开出
文明之花、结出文明硕果。

根植文化沃土 传播文明乡风
文化家园开出文明之花结出文明硕果

树典型扬美德
建设文明乡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其中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就

有“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而文明乡风

的形成则离不开优良家风的传承。去年

3月，经过精心编撰、拍摄、编辑的《北宋

名臣胡则：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在中纪

委网站家风家训栏目播出，专题介绍了

胡则家规家训及其清廉为官的轶事。秉

承以胡则精神为代表的古代廉政文化，

市委宣传部等相关单位联合策划了以清

廉事迹为主线的婺剧，寓教于乐，从传统

历史出发，挖掘胡公文化的廉政内涵，力

求让清正廉洁之风吹拂整个永康，为每

个公职人员做好表率。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家风家训建

设，读家规、学家规、立家规活动广泛开

展。今年，我市大力推进“百村万户亮家

风”活动，在家家户户门口亮出家风牌、

文明板，积极推动家庭文明建设，“立家

训、亮家风、传家规”在全市蔚然成风。

自2015年起，我市连续多年举办

“好婆媳”才艺大比拼活动。在石柱镇塘

里村，易懂易记朴实的家风家训成了各

家各户一道道亮丽的风景。而江南街道

园周村每月都会进行“文明家庭”的评选

活动。日前，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新鲜出炉”，园周村榜上有名，成为了我

市首个全国文明村。

良好的家风、家训推动了乡村文明

建设。如今，文明乡风的传播更加受到

了重视。舟山镇开展了寻找“最美舟山

人”活动，深入挖掘一批爱岗敬业、崇德向

善、尊老爱幼、无私奉献的当地村民，树立

典范，推进该镇乡风文明建设。此外，“最

美农商人”“最美养护人”“最美文化人”等

行业最美人物层出不穷，各镇、村乡贤人

物评选活动如火如荼。“中国好人”“浙江

好人”等最美人物的不断涌现，构建了“风

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向大众传递了

敬业友善的红色正能量。文明和谐的乡

风，在我市早已从“盆景”变成“风景”。

为了丰富我市广大村民和外来务工

者子女暑期生活，我市在切实推进“春泥

计划”活动基础上，不断完善青少年校外

活动阵地建设，把服务项目向农村、企业

延伸，创新性地成立了“驻村少年宫”“驻

企少年宫”。其中，我市“驻企少年宫”活

动曾获全省“春泥计划”先进案例一等

奖。

同时，各种接地气的技能培训、文化

培训陆续进农村。自今年7月开始，市文

化馆免费“送文化下乡”。正是有了这样

的“免费教学”，农村出现了一批批优秀

的文艺创作者，“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

氛围才会如此浓厚，潜移默化之中，乡

风、民风“返璞归真”，向上且向善。

依托文化礼堂建设，构筑民风新高地
自2013年起，全市上下掀起了

文化礼堂建设热潮。2014年，我市将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列入“全市十

大民生实事”。自从建设文化礼堂以

来，一边“好婆媳”“好家风”“好家训”

等一系列为夯实乡村文明建设的活

动蔚然成风，另一边我市宣传移风易

俗、实施全域“双禁”、文明过节、文明

祭扫已成为我市“新风尚”。

文化礼堂是一个村的人气“聚集

地”。在文化礼堂的建设过程中，各

村往往充分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确保因村制宜，形成“一村一

品”。如唐先镇深入挖掘各村文化，

有龙山村“十八进士”、太平新村农耕

文化、唐东村“忠孝”文化、长塘头村

轻旅文化等，依托各村文化背景建立

起来的文化礼堂，有力弘扬地方特

色，增强了当地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

自信心。

依托这样一个文化阵地，在文化

礼堂里开展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文化

礼堂里的文化、艺术氛围也越来越浓

厚了，村民们的笑声也越来越响亮。

我市宣传部门瞄准农村百姓文

化艺术的短板，充分挖掘乡村的文化

资源，开设“乡村小康学堂”，让一些

“农村文化达人”和“乡贤”发挥其旗

帜作用，因地制宜开展一些农村文化

实践活动，给广大农民朋友提供更

多、更接地气的文化产品，让他们真

正得到文化的滋养、文明的浸染。

为了让村民在文化中“唱主角”，

我市着力实施“五个百”文化惠民工

程，即百位文化指导师“种”文化、百

场文化活动进礼堂、培养百名文艺带

头人、培育百支农村文艺团队、推送

百件特色文化产品下基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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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全

民参与的新路子。此外，我市还建立

142名成员为主体的文化指导师师资

库，搭建“我点你种”服务平台，开展

文化培训和辅导。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他们

不再满足于当下的“一粥一饭”，而是

有了“诗和远方”的追求。如今，越来

越多的农村文化礼堂不仅成为村民

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也成为传承文

脉记忆的“乡愁基地”和凝心聚力的

“红色殿堂”。

注重非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生活

文化礼堂的建成让非遗文化也

在此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弘扬，也让

村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除了经常

聚在文化礼堂里看表演外，村民们还

“自导自演”，办起了形形色色的“村

晚”，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

唐先镇太平新村、方岩镇上里叶

村、西溪镇桐塘村等几十个村都举办过

“村晚”，特别是石柱镇前郎村已坚持了

10年。各村“村晚”精彩纷呈，村民“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歌舞表演信手拈

来，十八蝴蝶、乐器演奏、永康人“讲大

话”等节目也纷纷搬上舞台。

而重阳敬老、端午裹粽子比赛、

新兵“壮行礼”、传统婚礼等各式各样

的活动也在文化礼堂里呈现。为迎

接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龙山镇吕南宅

四村都会如期举办如打罗汉、舞龙、

舞蹈、演绎梁山好汉108将等民俗文

化活动；经济开发区兰街村为弘扬传

统文化，别出心裁地在文化礼堂举办

了一场传统婚礼秀，还原传统婚礼的

流程，带人们重温“从前慢”；城西新

区为欢送新兵入伍，在下谢村文化礼

堂举办了新兵“壮行礼”，为参军的好

男儿吹响出征的号角……

非遗“醒感戏”走进文化礼堂时，

台下往往被围得水泄不通，村民们听

到永康方言演绎的戏剧总是特别亲

切，观看的老人、中年人、小孩无一不

笑得合不拢嘴。鼓词进文化礼堂宣

讲“五水共治”、垃圾分类、新农村建

设，村民们无一不听得入迷。逢鼓词

宣讲之处，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

赞：“将政策讲得这么接地气，我们就

很清楚了！”

□记者 章芳敏 林群心 通讯员 施金果

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是底色，产

业是支撑，党建是保障，文化是灵

魂。一直来，我市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坚持因地制宜，把各地原生态的、

本土的、特性的、能够让人们记住的

“乡愁”保留下来，抓牢地方特色，建

设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积极发展乡

村文化旅游业。

全市上下充分挖掘文化底蕴，做

好保护、传承与利用，打造“记得住乡

愁”的文化村落。目前，我市已有51

个村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古村落数据

库，28个村列入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利用村，一批古建筑得到修复，一批

古村落得到有效培育和建设。前仓

镇后吴村被评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前仓镇大陈村、石柱镇塘里村

通过修缮保护建设，焕发生机活力，成

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如大陈村设在古

建筑“大慎厅”内的创匠工坊，聚集90

后的创客和5060的创匠；塘里村坚持

“修旧如旧”改造老房，致力打造平台

引入私厨、牛栏咖啡等经营主体。去

年，舟山镇还举办了首届“长相思·最

恋古民居”文化活动月活动，传承舟山

古民居千年人文历史，展示“碧水舟

山”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

蕴、富饶丰盈的物产，凸显山区、老区

的淳朴民风与特色民俗，推进以传统

民居民俗、生态休闲养生为特色的文

化旅游。此外，芝英镇、唐先镇、花街

镇等镇（街道、区）也纷纷结合各村特

色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如今，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得到了弘扬。在这

样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

大繁荣的家园里，市民们坚信我市美

丽乡村建设进程一定更加蹄疾步稳。

加强历史文化村保护，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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