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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基层治理的前哨站，更是一个镇、一
座城的金名片。近年来，一幅幅生态宜居、人文秀
美的乡村画卷正在丽州大地逐步展现。正是一年

好时节，行走在我市各地的村头巷尾，既有小桥流水的景致之
美，又有五金工匠的艺术之美。

10 月 29 日上午，东城街道夏溪村

党群服务中心活动教室里，飘来了阵阵

墨香，不少村民正在专心致志地练习书

写楹联。每周二，该村喜爱书法的村民

都会聚在这里，分享学习心得。

在多数人的记忆里，夏溪是夜市繁

华的象征，灯火阑珊处，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然而，夏溪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走进夏溪村的文化礼堂，一进门，一副

副精美的楹联作品便呈现在眼前，或遒

劲有力，或温婉细腻，或寓意深远，每一

副都像是一位沉默的智者，静静地诉说

着夏溪村的历史与文化。

这些楹联作品不仅展示了夏溪村

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成为村民们相互学

习、交流的平台。

现场，村民郎秋平正端坐在书桌

前，宣纸铺展，砚台轻磨，毛笔轻蘸，一

笔一画间，尽显风华。今年是她坚持学

习书法的第六个年头，从最初的懵懂到

如今能够自己独立书写对联，书法艺术

已经融入了她的生活，成为她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得知村里开设书法班，我第一

时间报了名，后来跟着学写楹联，现在

不仅毛笔字写得好，还能自己撰联。”郎

秋平自豪地说。

村民胡振良感慨道：“自从村里推

广楹联文化和书法课程，我们的生活方

式都变了。以前空闲的时候，大家只是

聚在一起打牌消磨时光，但现在我们更

愿意参加这些文化活动，既充实了自

己，又增进了邻里间的感情。”

据了解，近十年来，夏溪村通过邀

请楹联文化学会会员采风、举办楹联培

训和书法学习班等多种方式，让楹联文

化在夏溪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今，村里每月都会举办楹联培

训，每周还有书法培训。每逢节庆，学

员们还会积极参与各类活动，现场撰写

对联，为节日增添喜庆氛围。

如今，夏溪村的楹联文化已经成为

一张亮丽的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

民加入，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

参观。这些精美的楹联作品，不仅为夏

溪村增添魅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和美丽乡村发展的独特

魅力。

融宋韵文化 建未来乡村

霜降时节，微风徐徐。走进龙山

镇曙光村，村口的党群服务中心便映

入眼帘，对面是古色古香的廊桥，连接

着两岸的池塘，清风拂波，水流潺潺，

不少前来游玩的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拍

照留念。

沿着新翻修的公路往前走，在建的

壶工坊已初现轮廓，一抹橙色非常醒

目，巨大的椭圆状壶身化身为可爱的入

口，刚粉刷好的灰色墙面充满了现代

感。这里建成之后，将成为该村集体增

收的又一“金钥匙”。

绿色点缀的锦绣园内，随处可见环

池绿道，一座座行担走四方的工匠雕塑

讲述着五金工匠的故事。

美丽蝶变的背后是村集体的投入

和村民的付出。“以前村里马路坑坑洼

洼，现在村里景观建起来了，也常常有

人过来游玩。”村民景发扬掩饰不住内

心的自豪。

近年来，为了改善村居环境，村集

体斥资 200 多万元修缮了道路，建设了

新地标，打造了文化集散地。如今，这

里不仅有老人书院，更有成片的森林氧

吧，不仅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人居

环境，也增加了村民的幸福感。

“来这里散散步，吹吹风，浓厚的文

化氛围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每逢周末，龙山镇后宅村游人如织。游

客吕先生带着妻子和儿女，漫步在宋韵

古道上，享受着别样的韵味。

一条宋韵古道贯通南北，一条潺潺

古溪绵延至今，一笔如画丹青见证了宋

韵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度融合。

漫步在后宅村绣品古街，感受“古

巷灯影照重楼”的诗意，领略“小桥流

水人家”的情调，即将完工的宋朝驿站

和文化礼堂处处展现着“含苞待放”之

美，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游玩。

后宅蝶变的背后是宋韵文化的厚

积薄发，是宋韵产业的集体井喷。2015

年，后宅村完成“宋绣后宅”规划设计

后，先后投入 600 多万元打造“美丽后

宅”。2022 年，后宅村获评浙江省美丽

乡村特色精品村。

乘着“百镇共建”“比擂争先共富基

金”的东风，后宅村于去年6月建成了电

商大楼，预计每年实现增收40万元。今

年以来，后宅村又奔走在创建金华市未

来乡村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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