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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群众文化 传承本土文脉

飞云农村文化礼堂精彩纷呈

从“标配”到特色

从村老人活动中心到文化礼堂

从“看热闹”到“闹热闹”

2 月 1 日晚上 18 时 30 分，

家住飞云街道原种场的林建华

刚吃过晚饭，就冒着寒风，匆

匆赶到马道村文化礼堂舞蹈排

练室。此时，一些老朋友已经

换上舞蹈服装，正在相互矫正

舞姿。十几分钟后，7 名舞蹈

演员和着柔美的音乐，在文化

礼堂舞台上翩翩起舞。

跳舞的是飞云街道云江之

星艺术团的成员，居住在马道

及周边村，因为爱好文艺走到

一起。林建华说，这个节目是

去年 6 月份编排的，因为有新

人加入，所以要重新排练，“几

乎每周我们都要聚在一起排练

节目。”

该 艺 术 团 团 长 吴 式 存 介

绍，演员的舞台感觉很重要，

以前经常找不到正式的舞台排

练，影响节目的美感。文化礼

堂 为 艺 术 团 提 供 了 排 练 的 场

所，大家参与文艺活动的积极

性也高了。

如今，文化礼堂已经成为

排练民间文艺节目、日常锻炼

的主要阵地，农民不再只是看

热 闹 的 观 众 ， 而 成 了 “ 闹 热

闹”的主角。

每周二、四、六晚上，孙

桥村文化礼堂的羽毛球场总是

十分热闹，伴随着阵阵喝彩声

的是翻飞的羽毛球和挥洒的汗

水。

据悉，村里有不少羽毛球

爱好者，以前要开车到市区或

者平阳郑楼等地打球。孙桥村

羽毛球爱好者俱乐部会长孙李

逵 告 诉 记 者 ， 文 化 礼 堂 建 成

后，有了自己的基地，练球的

时间更多了，现在会员已超过

30 人。平时，周边村的羽毛球

爱好者也会慕名而来。

孙桥村文化礼堂成了羽毛

球 爱 好 者 的 基 地 ， 也 成 为 跳

舞、唱歌爱好者的“家”。几乎

每个月，都有一拨文艺爱好者

在文化礼堂舞台自娱自乐，京

剧、越剧、黄梅戏、民歌的歌

声响起，总能吸引不少村民驻

足倾听。

村干部介绍，年关将至，

村里正策划在文化礼堂开展捣

年糕活动，让村民重温儿时的

过年味道。

霞砀村礼堂建成后，广场

舞爱好者有了“新家”。村党支

部副书记魏畅介绍，以前村里

妇女在露天公园里跳舞，遇到

下 雨 天 ， 活 动 无 法 开 展 。 现

在，广场舞爱好者可以转移到

文化礼堂活动，风雨无阻。

“只有积极开展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活动，让村民们参

与进来，才能充分发挥文化礼

堂‘文化阵地、文脉传承、文

明传播’的作用。”飞云街道

党工委宣传委员周琼介绍，为

了满足村民们的精神需求，今

后还准备在文化礼堂开展“迎

新春、送春联”、戏曲下乡、

老年人趣味运动会、法制讲座

等诸多活动，真正让村民们在

文 化 礼 堂 里 得 到 精 神 上 的 享

受。

白天在家门口的文化礼堂看书，晚上在礼堂观看文艺演出、打

球、逛逛文化长廊，要是对文艺感兴趣，还可以登台一展才艺……自

2013年以来，飞云街道6座文化礼堂逐渐成为集学教型、礼仪型、娱

乐型、长效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

在这些建筑风格、展示内容、模式机制各具特色的文化礼堂里，

精彩的大戏轮番上演：既有“文化送下乡”的精彩节目，也有村民自

娱自乐的“草根”创作。丰富多彩的节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当地及

周边村民参与其中。

走进马道村文化礼堂，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舞台，两侧的

墙壁上悬挂着村史村貌以及

“节”“孝”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展

示板。舞台正前方是羽毛球

场，平时向村民开放。二楼靠

河的房间是舞蹈排练室，墙上

安装了 7 面大镜子。每个星

期，飞云街道云江之星艺术团

成员都会抽空在这里跳舞唱

歌。

马道村文化礼堂是在村老

人活动中心的基础上改造的。

马道村党总支副书记王小娒介

绍，以前老人活动中心里的文

化活动主要是唱鼓词、看大戏，

2013 年将其改建成文化礼堂

后，设置了道德讲堂、图书室

等，并专门腾出房间开设舞蹈

排练室，一楼大厅则可以举办

讲座、演出等活动。

“文化礼堂建成后，文艺活

动和体育运动更丰富了，村民

不仅可以了解传统文化、村史

村情，还能参与体育锻炼、文艺

演出。”王小娒说。

据悉，现在该村文化队伍

不断壮大，拥有乒乓球俱乐部、

男子篮球队、女子军鼓队、女子

柔力球队、女子健身球队、陈式

太极拳队、文化志愿队（云江之

星艺术团）等文体队伍。

从老人活动中心到文化礼

堂，这样的转变不只发生在马

道村。据悉，村老人活动中心

面多量大，分布广泛，但是自发

开展日常文体活动的不多。与

之相对应的是农村文化阵地的

严重缺乏。

针对这一现状，飞云街道

对各方面条件较为成熟的村老

人活动中心、宗祠加以改建，完

善文化设施，内设图书阅览室、

电子信息室、文体活动室等场

所，并充实文化内涵，增购图

书、电视机、影碟机、健身器材

等设备，拓宽文化功能，使之具

备农村文体活动中心的基本功

能，满足农村群众日常文化生

活需求。

去年 8 月，霞砀村在村老

人活动中心的基础上改建文化

礼堂，建成后已经开展“十八大

精神”、“中国梦”、“五水共治”

等理论政策宣传和各类知识讲

座、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活

动，同时以文化礼堂为基地，积

极开展尊老敬老活动，慰问全

村 90 岁以上的老人，表彰好儿

子、好媳妇。

每个月农历初八是该村老

人的“节日”，老人们齐聚文化

礼堂，各展才艺：有打太极拳

的，也有登台说笑话的……文

化礼堂让他们成了舞台的主

角。

飞云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周琼说，老人活动中心、宗祠改

建成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能让

更多村民享受“文化大餐”，并

以文化礼堂为依托，逐渐培养、

发掘村民的文体热情，变政府

“送文化”为群众自发的“种文

化”。

看 过 飞 云 街 道 的 文 化 礼

堂，不难发现，各个礼堂几乎

都按照省、市相关标准配备了

设施，不过飞云的文化礼堂根

据自身实际亮出了特色。

以马道村文化礼堂为例，

这里有道德讲堂、图书室等标

准配置，布置了村史村情、乡

风民俗等内容。平时，除举办

村民大会、文艺汇演等综合性

活 动 外 ， 还 举 办 启 蒙 礼 、 庆

“重阳”等传统活动。

做好“标配”的同时，该

村在龙岛桃源小区对面的河岸

边建设了一条长约 150 米、宽

约 3 米的文化长廊，以诗词展

示飞云及瑞安的人文，以展板

凸显廉政反腐内容，与文化礼

堂相呼应。

依赖不同的村落文脉，飞

云街道挖掘各村的特色，力争

形成“一堂一品”格局。

汇头村河清岸美，环境宜

人，两座公园依河而建，有绿

化道、生态河道和景观亭供村

民休憩，并安装了一些健身器

材。

美丽水乡的场景被一一装

进汇头村文化礼堂里。村党支

部书记叶仁周指着宣传栏里一

张张河道整治前后的对比照片

说：“通过这些图片，村民能够

发现身边环境的改变，更加爱

护自己的村庄和家园。”

孙 桥 村 文 化 礼 堂 则 主 推

“非遗”特色。记者看到，该村

文化礼堂门口挂着“温州市级

非遗马坦拳传承基地”和“温

州 市 级 非 遗 提 线 木 偶 传 承 基

地”牌子。

今年42 岁的吴严耀既是双

凤木偶剧团团长，曾任连续剧

《温 州 一 家 人》 的 提 线 木 偶

顾问，又是我市马坦拳的第三

代传人，在飞云等地有弟子千

余名。他告诉记者，马坦拳属

于温州南拳，是温州市级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去 年 10 月 份 ，

孙桥村文化礼堂落成，成为马

坦拳和提线木偶传承基地，对

弘扬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振

兴南拳和提线木偶产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

云江之星艺术团成员在马道村文化礼堂排练

村民在马道村文化礼堂打羽毛球

村民在霞砀村文化礼堂里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