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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时代精神 繁荣文艺创作
市文艺志愿服务团“龙山经验”采风活动启动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法院牵头，市文联组织的“永康市文艺志愿服务团
‘龙山经验’采风启动仪式”在市机关会议中心举行。市法院院长楼常青就“龙山经验”的形
成背景、内容、意义及推广宣传必要作说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婉珍出席讲话并宣布
采风启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市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曲艺家
协会、诗词协会、楹联学会、音乐舞蹈家协会等8个民间协会的43位文艺志愿服务骨干参与
其中。本次活动艺术门类涵盖之广、参与队伍规模之大，可说是永康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

近年来，在我市大力推广和不

断完善下，以党政统筹主导，自治、

法治、德治相融合的“龙山经验”逐

渐形成全省品牌，被全省各地学习

效仿。

这次文艺采风活动的举办，则

是通过摄影、文学、曲艺等艺术形

式，对深化推广“龙山经验”、打造基

层治理永康样板作一次新的宣传，

也是一场促进基层治理之旅，繁荣

文艺创作、推动本地文化发展之旅。

启动仪式上，吴婉珍提出，希

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采风活动

为契机，努力成为“龙山经验”的

“扬声器”、当好人民群众的“传声

筒”、争做文化融合的“排头兵”。

她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深入挖掘“龙山经

验”的精髓与内涵，用心用情讲述

永康基层善治好故事。

启动仪式结束后，文艺志愿服

务者在市政法委、法院、文联相关

领导的陪同下统一乘坐大巴车赶

赴目的地。采风之行的首站是古

山镇综治中心。在那里，大家认真

听取“一警情三推送”典型经验介

绍，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龙

山经验”的发祥地——龙山镇，先

后参观了龙山法庭和龙山镇综治

中心。随后，大巴车将大家送到总

部中心，参观考察了“龙山经验”都

市版的“李姐工作室”。行程最后

一站，众人来到西城街道西门社

区，那里的“五线工作法”是“龙山

经验”的延伸和拓展。

第一天的采风结束后，志愿者

们感慨万分，创作灵感涌现。市楹

联学会会员李章汉在采风后记中

感叹道：上世纪 60 年代，“枫桥经

验”曾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半个多

世纪后，新时代永康“重要窗口”建

设实践中总结提升出了“龙山经

验”，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李章汉认为，“龙山经验”和

“枫桥经验”都来源于共产党人一

脉相承的实干精神、担当精神。“作

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有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为国家高歌，

为时代疾书，为人民写春秋。”他

说。

据了解，本次“龙山经验”主题

采风活动为期 10 天，共 12 个采风

点。创作者们在第一天的集中参

观结束后，可自由组合采访，收集

素材与灵感。各协会后来又多次

率领会员到龙山、西溪等实地考

察。

26日，市作协率领数名骨干会

员再进龙山法庭，与网格员面对面

交流。“一趟下来，收获满满。”作协

会员朱惠英告诉记者，在龙山采风

行中，她深感于基层工作者对工作

的热情、对案件的认真和仔细。“他

们的辛勤工作，使得许多基层矛盾

化解在萌芽阶段，为社会和谐稳定

做了许多实事。”说着，她竖起了大

拇指，为“龙山经验”点赞。

在本次活动中，参与的文艺创

作者将拿起各自的“武器”，构思创

作，对“龙山经验”进行一次特殊

的、集中生动的展示。同时，“龙山

经验”这张“金名片”，也将被创作

者们的热情越擦越亮，为更多人所

知。

文艺志愿者着力深化推广“龙山经验”

“这次主题创作对参与者们来
说是一场很大的挑战。”市文联主
席胡培新告诉记者，以往文联组织
的采风活动给予了创作者很高的
自由度，他们可以围绕一个主题随
意发挥，适当虚构和想象，但这次
则不然。

“龙山经验”创作主题鲜明，反
映“龙山经验”在县域治理现代化
中的实际应用和成效，要求作品真
实、鲜活，带“泥土”、沾“露珠”。

必须得经过实地考察、走访，“沉下
去”创作，才能让真正高质量的作
品“浮上来”。

即使这样，大家仍旧干劲满
满。10 天时间，他们背着相机，带
着笔记本，足迹深入镇（街道、区），
深入与之相关的家家户户，深入乡
村田垄⋯⋯围绕如何升级打造“龙
山经验”展开探索，把“龙山经验”与
本土历史、风土人情相结合，讲述基
层治理历程中发生的趣闻轶事。

据了解，这也是今年市文艺
志愿服务团组建以来首次公开亮
相。市文艺志愿服务团于今年成
立，首批登记注册由市文联旗下
多家民间艺术协会 552 名会员组
成，今后将围绕群众文化展开活
动，深入基层送文艺、“种”文化，
不定期举办采风活动，组织会员
到外地考察、交流、培训等。打造
一支文艺铁军，为实现永康新腾
飞贡献一份力量。

文艺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

□记者 高婷婷 实习生 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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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通讯员 应敏应敏 摄摄

在我们永康，有这样一位离休干部，离
休二十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党的教导，不忘
革命初心、永葆政治本色、继续发挥余热，把
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毫无保留地投入到
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老龄事业有利的事
情上，先后荣获金华市首届最美老干部、省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他就是离休干部应
跃鱼。

离而不休，办刊著书
1995 年 6 月，从永康日报社离休后，应

跃鱼在市委老干部局的支持下，发挥自身特
长，创刊并主编《常春苑报》整整 25 载。这
份内刊成为全省老干部系统中坚持时间最
长、形式最规范的刊物，而这一切都是无偿
的。通过这份内刊，应跃鱼及时把市委、市政
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老干部局的工作动
态，及时准确地传递给老年朋友，成了广大老
年朋友宝贵的精神食粮。同时，他还利用担
任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机
会，无偿创办杂志《永康春秋》并担任主编，这
份刊物至今也已创办整整25年。《永康春秋》
的创办发行，为继承革命传统，讲好永康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发挥了重要作用。

离休这些年来，应跃鱼还以自己的革命
经历、独有的业务技能，在市委和有关部门
领导的支持下，先后主编出版了《红色记忆》

《黎明战歌》《永康抗战老兵》《我是一个兵》
等军事体裁作品以及散文集《说出来像胡
说》《半缘吟》等，真可谓硕果累累。

讲红色故事，传红色基因
这些年来，应跃鱼不顾年事已高，常常

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等，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永康革命斗争历史、
解放经过等战斗故事以及党的十八大、十
九大精神，宣讲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凡是我市党史办或老
干部局推荐或有关单位邀请的，他都来者
不拒，并做到事先精心备课，力求讲得精
彩。据不完全统计，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他
每年宣讲达 4 次以上，深受听众好评。

近年来，应跃鱼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
人老心不老，主动学习并熟练使用电脑和智
能手机，在我市离休干部中可谓首屈一指。
他在网络世界里寻找无尽乐趣的同时，还热
衷于在网上著文写作，“人生奇遇”“遗闻轶
事”“名人传记”“战地记事”“乡愁记忆”等，
随心著述，平均每月有两篇，约 6000 字至
10000 字，并发表于微博和相关公众号，点
击率颇高，成了网络世界的达人。

离休二十多年
继续发挥余热
耄耋老人应跃鱼的晚年生活

□通讯员 杨惠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