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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省
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工作现场会公
布 了 2018 年 验
收合格的 293 家
五星级农村文化
礼堂，我市有 5 家
上榜，经济开发区
夏溪村文化礼堂
赫然在列。

近日，记者来
到夏溪村，探秘该
村文化礼堂的建
设历程。

□记者 任晓

拧成一股绳，才可创造奇迹记者手记

全省首个“中国楹联文化村”，又创下省级五星级文化礼堂

夏溪村缘何能一举夺下“双荣誉”

创建中国楹联文化村
一举夺下“双荣誉”

在经济开发区，科源路和九州路、

东清线的交叉口，各有一块印有“中国

楹联文化村·夏溪”的石碑。去年 10

月，夏溪村党支部书记胡小玲，从中国

楹联学会会长蒋有泉手中接过“中国楹

联文化村”的金字招牌，夏溪村由此成

为永康首个中国楹联文化村，也是全省

首个中国楹联文化村。

胡小玲告诉记者，最初，夏溪村为

了创建中国楹联文化村，前期做的准

备，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将楹联文化融入

乡村建设，秀出夏溪独特的魅力。所

以，文化礼堂的建设也融入“中国楹联

文化村”的特色，营造了浓厚的楹联文

化氛围。

等“中国楹联文化村”的争创工作

准备就绪，文化礼堂的配套设施也已经

很完善。这时，在创建楹联文化村时，

来指导多次的宣传部等部门领导提出

了建议：既然已经投入使用，何不提交

“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的申请，争创五

星级文化礼堂？于是，胡小玲带村干

部、党员和群众，再次踏上了文化礼堂

的申请之旅。“市委宣传部、经济开发区

都很关注我们村的文化礼堂建设，我们

也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她说，这个荣

誉，也凝结了诸多人员的心血。

说到为何会有创建“中国楹联文

化村”的想法，胡小玲说起了夏溪村的

历史。

“夏溪村有着 700 多年的悠久历

史，是个古村落，有记载的太守、京兆

尹及郡庠生、廪生、贡士、太学生等夏

溪籍人士多达 70 余人。改革开放后，

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

浙江大学深造的有志青年层出不穷。”

胡小玲说，从旧社会到现在，夏溪村民

们都很注重对孩子的文化培养，这才

有现在的文化底蕴。

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夏溪

村两委班子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

新农村建设“先铸魂再树形”的新模式，

于 2016 年底开始申报创建中国楹联文

化村，通过组织村传统文化爱好者，开

展楹联文化知识讲座，邀请各级楹联专

家来村实地指导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

来培养广大村民爱楹联、懂楹联、学楹

联的良好氛围。

文化礼堂集教学、健身、文化、娱乐于一体

“我们搭乘‘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的东风，文化礼堂大楼于2016年底完

成建设，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胡小

玲说，他们的文化礼堂大楼是集教

学、健身、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化活动场所。

走进文化礼堂大楼，正对着大门

的是标着“中国楹联文化村”字样的

牌匾，右侧是便民服务区。胡小玲

说，这里每天都有两个村干部值班，

为村民办事。与便民服务中心毗邻

的，是农家书屋，里面设置了桌凳，还

放着不少书，牌匾的左侧是老年活动

中心。这里还设有免费WiFi、茶水。

“ 二 楼 是 文 化 讲 堂 、党 群 办 公

室。我们曾在这里举行诗词讲座、楹

联讲座等活动，丰富村民的文化生

活。”胡小玲说。除了楹联外，墙上还

挂着许多活动照片。三楼的一张长

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铺开的宣纸上，

写满了不同字迹的书法作品。她说，

常常会有村民到这儿挥毫泼墨。书

画间隔壁摆放着不少健身器材和一

张台球桌。四楼为区域职工文体活

动中心，有跑步机、乒乓球桌设备，供

市民免费使用。

“我常常来文化礼堂大楼坐坐，

这 里 的 健 身 设 备 我 都 曾 尝 试 着 使

用。”说到文化礼堂，今年57岁的村民

胡林妙赞不绝口。他说，随着村集体

经济增长，如今他已经吃穿不愁，有

更多时间来文化礼堂，读读书看看

报，锻炼身体陶冶情操。

文化礼堂大楼前建有文化广场

和文化长廊，长廊内拓有全国楹联大

师的作品。当时，有不少市民坐着休

息，还有人在广场上唱歌。经济开发

区驻夏溪村干部胡哲告诉记者，每天

早上 10 时以前，晚饭之后，广场和长

廊上会有很多或是散步、或是休闲的

村民，很是热闹。距离文化礼堂大楼

不远处，有一个占地面积约为2300平

方米的体育广场，建有两个标准的篮

球场，还有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

“我们觉得，单单就这幢文化礼

堂大楼，不足以称为‘文化礼堂’。”胡

哲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口 中 的“ 文 化 礼

堂”，是包括文化礼堂大楼，文化广

场、长廊、体育广场，以及溪湖公园的

一个大整体。

重修两座祠堂，将文化礼堂的功能分流

“我们村有本地人口 1300 多人，

外来人口近1万人。文化礼堂大楼设

施虽然齐全，但是显得有点拥挤。”胡

哲说，他们打算将村里的胡氏宗祠和

季禄公祠修好之后，适当将文化礼堂

大楼的功能分流。

走进胡氏宗祠，记者看到，里面

有村民在看电视、看报，还有几位老

人在休闲娱乐。记者了解到，胡氏宗

祠是清乾隆年间修建，季禄公祠建于

清末。

“楹联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在

宗祠中传承楹联文化，会更有意境。”

胡哲说，以后，规模较大的楹联文化

讲座等其他活动，可以放在祠堂中举

行，既能减轻文化礼堂大楼的负担，

还能给参加活动的村民更大的活动

空间。

“下一步，我们要加强对村市场

的提升，还要改造老村的环境。”胡小

玲说，接下去，全村要再接再厉，以党

建为引领，把新农村建设与文化建设

相融合，争创 3A 级旅游村庄，传承和

发扬楹联文化，打造充满深厚文化底

蕴与文化魅力的幸福夏溪。

在采访中，胡小玲不止一次提到“团队”一词。她说，只有村干部同心，抱成一团，真心实意为村民办事，才能获

得村民的支持，从而改善村民的生活。这正是印证了那句“人心齐，泰山移”。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脱离人群存在，多多少少总会在不同的团体中。一台大机器之所以能运转，靠的是

每个零部件之间相互配合；一个团队能否达成最终的目标，需要看个体之间是否配合完美。都说“孤木难成林，独

林不成森”，一棵树或许阻挡不了狂风的肆虐，一片森林安然度过的可能性总归更大些。

但是，千人千面，每个人为人处世的方式总是不尽相同，若是不能包容，怕是会无端生出诸多矛盾。心有郁结，

也就很难再携手共进。如何正确面对自己所在的团体，妥善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确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

中国楹联文化村石碑

夏溪村宗祠

夏溪村文化礼堂内挂的楹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