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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无人文特色，欠缺
文化深度，是如今大部分农村的共
性。我们前仓镇亦是如此。”前仓
镇党委书记朱正伟感慨，前仓的农
业、旅游已初具规模，农村文化却
相对落后。

到乡村探寻文明诗意的游客
“扫兴而返”，渴望靠旅游带来美好
生活的村民则一筹莫展，这是如今
千篇一律的乡村旅游所反映出的
普遍问题。随着物质形态的美丽
乡村建设告一段落，精神与文化层
面的美丽乡村建设亟待立题和破
题。

纵观这些年，“大陈慢生活”深
入人心，后吴写生基地美名远扬，
光瑶生态观光园异军突起，枫林旅

游影视基地扬帆启航，再加上历
山、虎踞峡、盘龙谷等生态旅游资
源⋯⋯今日的前仓镇，用“处处是
景，步步入画”来形容，一点儿也不
为过。这片留着舜帝耕作传说的
文化沃土，有着众多独具魅力的故
事，等待衔笔而来的“挖宝人”。正
因此，如何寻回乡村的诗意，赋予
乡村更深更厚的文化底蕴，将其转
化为乡村振兴的活力，成为托付给
这群驻村作家的使命。

“艺山义田”，乍一听不免让人
满头雾水，章锦水将它浅显道来：
艺术的山，道义的田。即在人文实
践中，恪守陈亮“经世致用，义利并
举”的事功学说，努力发挥作家具
有的优质文化资源的优势，实实在

在地为所联系村做一些文化事业，
增加村落文化内涵，提升村落文化
品质，为村落文化发展赋能。这一
创新举措，是为了促使作家主动融
入、深度指导、参与农村文化建设，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把环境资源转
变为资本、技术、人才相融合的智
本优势，把古村落、自然、人文承载
地转变为吸引知识精英、有为乡贤
的双创高地。

“我们这代人，大多是从农村
来，生于斯、长于斯。如今，我们应
当重新回到农村，用手中的笔描绘
乡愁，更要用握笔的手，创造新时
代的乡村文化。”章锦水说，作家深
入了解、深情记录美丽乡村，是对
心中那份乡愁最好的注解。

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1月31日上午，我市40多位作家、学者参与了一次集体“返乡”行动，聚首前仓镇大陈村，

共同见证陈亮研究会“艺山义田”人文实践基地、永康市作协驻村作家俱乐部、永康市网络作家
协会的授牌仪式，并参加了“推行作家驻村制度，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座谈会。

随着三块乌墨底、雀蓝字的牌匾陆续上墙，“艺山义田”作家驻村这场人文实践也拉开了序
幕。“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作家集群建构，抱团驻村，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巿作协名誉主席章锦水策划的一个创新举措。据了解，这场人文实践在全国当属首创。而
前仓镇因其较为成熟的文旅发展态势，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乡镇。

艺术的山，道义的田，从精神层面打造美丽乡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如何将

“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理念，转化
为“金山银山”经济效益，并进而延
展到“艺山义田”精神境界，对各村
而言是新时代的一个新命题。

席间的恳谈，让这场别出心裁
的人文实践越发明朗。他们认为，
乡村文化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传统
的历史文化层面，在留住乡村文脉
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乡村建设空
间与文化肌理保护的关系，充分挖
掘乡村文化积淀，保护乡村历史文
化遗存，创造乡村生活新模式，走
城乡共生共融、相互赋能发展之
路。要做好全域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抓住诗路文化建设的机遇，集
群组团，一村一品，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

市文联主席胡培新对市作家
协会创新推出作家驻村的做法给

予了高度赞赏。他期待驻村作家
早日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文学作
品，在助力乡村振兴、丰富农村文
化生活等方面开花结果，并以点带
面向全市推广。

“大家不仅要把匆匆脚步留下
来，而且还要把文学之心留下来。
文学源自生活，只有深入乡村基
层，才能激活创作灵感，找到创作
素材。”会上，市作协主席蒋伟文希
望驻村作家身到心到，迅速行动，
把作家驻村工作落到实处，把作家
驻村当作提升自己的有效途径。
他将作家驻村活动称作“作家走读
美丽乡村”的文化品牌的延续和深
化，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式，为
驻村作家出作品、出精品创造有利
的条件。

据了解，此次，首批作家进驻
前仓镇 9 个村，要求作家宣传好党
对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帮助

所驻村制订文化发展五年规划，充
分利用作家的文化、人脉资源与优
势，为所驻村做几件实事等，并要
求作家每月及时了解村里的情况，
全年深入村庄采风创作活动不少
于20天，创作以所驻村庄为题材的
诗文不少于 2 篇。预计不久，驻村
作家们就会拿出一批反映前仓宣
传前仓、充满乡土气息与时代特色
的佳作，这将是作协工作创新的一
个亮点。如果条件成熟，作协包括
网络作协还将在其他镇街区陆续
推行作家驻村活动，打造作协的工
作品牌。

驻村作家、市网络作协主席黄
素霞是驻荆州村小组组长，她信心
满满：“通过这个活动，我可以提高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写出更
多贴近生活的好作品。我要用行
动证明，网络文学不再是闭门造
车，也可以很接地气。”

身到心到，抱团驻村，创作出充满乡土气息与时代特色的佳作

近日，市影视办在西溪镇金园影视民宿
村举办了第九十四期影视文化沙龙——网络
小说《影城名镇》推介会。

小说作者杨建利来自湖北，他从2002年
开始在西溪初中教书，就此扎根在西溪镇。
除了教师这层身份，杨建利还是一名网络作
家，笔名“杨九渡河”，是金华市网络作家协会
会员，曾发表作品300余万字。

顾名思义，《影城名镇》是一部以西溪影
视城为原型创作的作品，描述了一群年轻人
在镇里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动下，改变老一
辈村民的发展观念，带领大家走上发展绿色
经济之路的故事，歌颂了镇、村党员干部在发
展地方经济的无私奉献精神。

谈及创作初衷，杨建利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在西溪镇待了 20 年，一直想用笔致敬西
溪影视基地建设者。”为了贴近现实，小说中
还特意加入了胡公文化、婺剧、九狮图、十八
蝴蝶以及板凳龙等独具地方特色的元素。

市影视办主任胡潍伟表示，《影城名镇》
作为一部网络小说，立足于西溪影视开展创
作，是永康影视产业发展中涌现出的难能可
贵的成果。

目前，该书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在畅销版
排名第59位，预计5月份完结。杨建利表示，
他将继续挖掘永康本土文化，创作更多作品。

驻村作家：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市陈亮研究会、作家协会“艺山义田”人文实践在乡村

《影城名镇》展现
我市影视奋斗成果
□融媒记者 吕鹏

挂牌仪式挂牌仪式

近日，永康江畔南溪湾附近的一座玻璃

房意外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逢阳光正

好的午后，总能看见三五成群的市民围着玻

璃房，或来回踱步，或驻足欣赏。走近一看，

15 余幅姿态优美、娇俏艳丽的牡丹花画悬挂

其中，原本单调的玻璃房顿时添彩不少。

这不是一场正规的画展，而是源于市老

年大学花鸟研修班老师吴小青酝酿已久的心

愿。吴小青自孩童时执笔，40 多年来，一直

在钻研绘画，还创造了独特的“吴氏牡丹”画

法。她笔下的牡丹，在永康书画界小有名气。

早在几年前，吴小青就计划创作一组牡

丹画作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她

说：“牡丹是花中之王，也是我国的国花。我

们有幸生长在幸福、繁荣的祖国，就如同身处

姹紫嫣红的牡丹园中。中国共产党成立百

年，灵杰辈出，在神州大地绘就了壮阔画卷。”

随着 2021 年的到来，这份心意终于达

成。吴小青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创作，

一株株牡丹跃然纸上，雍容典雅，在这隆冬百

花凋敝之季，给南溪湾捎来了春意。

吴小青告诉记者，这15余幅牡丹画也寄

托了她对大美家乡的深切热爱。“近些年，永

康发展日新月异，南溪湾已然成了散心养性

的好地方。希望这些玻璃窗上的‘国色天香’

能为永城添春色，让来往行人赏心悦目。”

牡丹花开玻璃窗上
画家吴小青画作贺建党百年

□融媒记者 马忆玲

““艺山义田艺山义田””———作家驻村活动座谈会现场—作家驻村活动座谈会现场

市民赏牡丹画作市民赏牡丹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