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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呀？”“去文化礼堂坐一坐。”

如今，去文化礼堂成了不少塘下村民的

时尚去处。聊民俗、看表演、写书法、下

象棋……这些“文艺范儿”的事如今在文

化礼堂都能实现。近年来，文化礼堂逐

渐成为各村最热闹、人气最高的地方。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如光，启

人心智。自2014年起，塘下打造具有本

土特色的文化礼堂品牌，做到一村一品、

一堂一韵，让文化礼堂真正落地生根，让

村民身有所栖、心有所寄。

一村一品、与协会结对、志愿者入驻

塘下文化礼堂特色足人气旺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文化礼堂的建设，旨在

为村民创建“村民会客厅”，

打造精神家园。如今，塘下

文化礼堂已成为村民参加

文艺节目的主要阵地，村民

不再只是看热闹的观众，而

成了“闹热闹”的主角。

在这过程中，志愿者的

入驻服务是推动文化礼堂

前进的不竭动力之一。目

前，各村都有相应的志愿者

提供公益教学服务，带动村

民 学 习 才 艺 ，丰 富 文 化 生

活。其中，数前北村的志愿

服务开展得最火热，该村有

太极拳志愿者、乒乓球志愿

者、摄影志愿者和老协宣讲

队等。

前 北 村 村 民 池 万 尧 是

一名太极拳爱好者，同时也

是 该 村 的 太 极 拳 志 愿 者 。

每天清晨，他都会出现在前

北村文化礼堂附近，教村民

打太极拳，目前，已有学生

百名，不少邻村村民也会慕

名而来学习。“为完善设施，

我们练太极的一群人募捐

了 5 万元，在公园的墙上装

了面大镜子，用来纠正太极

姿势。”池万尧说。

每天晚上，前北村文化

礼堂里都“乒乒乓乓”声响

不停。这里不仅是鲍田乒

乓球俱乐部成员练习的场

所，不少村民也会来打乒乓

球。陈志刚是该俱乐部的

成员，也是一名乒乓球志愿

者，每天晚上他都会来这里

教村民打乒乓球。在陈志

刚的带领下，村民池先生已

学习乒乓球一个来月，成了

乒 乓 球 活 动 中 心 的“ 常

客”。他说，如今下班后，他

不是在文化礼堂就是在去

文化礼堂的路上，打乒乓球

丰富了他的业余生活，让他

觉得充实快乐。

在 前 北 村 文 化 礼 堂 的

橱窗里，展示着该村不少活

动的照片，这些都是新华社

区 摄 影 俱 乐 部 的 摄 影 作

品。原来，该俱乐部成员也

是一群摄影志愿者，每次村

里举办活动，都少不了他们

跟拍的身影。他们还会定

期为村民开展摄影讲座，为

老人免费拍照。

“文化礼堂不一定是村

里最好最靓的房子，但一定

是村里最具人气的地方。”

塘下镇党群工作办公室副

主任刘伟静说，依托文化礼

堂，释放出一大批寓教于乐

的文化活动，将文明之风吹

进村民心田，使群众产生强

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便

是文化礼堂的意义。

各具特色
“清一色”
到“一村一品”

2013年，我市明确提出以“两堂

四板块六室八大员”为标准建设文

化礼堂。如今，塘下7个文化礼堂已

完成“标准配置”，并挖掘各村特色

文化资源，将“主打品牌”植入文化

礼堂建设，从“清一色”风格到打造

“一村一品”。

走进韩田村文化礼堂，古色古

香的木雕展板令人流连忘返。上面

详细记录着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

家、教育家陈傅良的生平简介及永

嘉学派的介绍。再走几步是内厅，

陈傅良像及陈傅良上学时的学堂、

拜师场景再现眼前。据韩田村陈其

滔老人介绍，陈傅良“经世致用”的

学术思想，在当地影响深远。韩田

村文化礼堂将此文化吸纳在设计

中，延续传统文化。如今，不少陈傅

良文化研究者都会特地来到该文化

礼堂，找寻陈傅良的文化“足迹”。

新居村是有名的“华侨村”，其

文化礼堂自然与侨文化紧密相连。

“早年不少村民走出国门谋生，如

今，文化礼堂凝聚起人心，成为在外

的新居人安放乡愁的处所。”该村党

支部书记董邦明说。

走在侨联活动中心，新居村的

侨史文化一目了然。据了解，该中

心建于 1996 年，记录了塘下每一代

华 侨 的 艰 苦 创 业 历 程 ，每 年 约 有

2000 多人次的青少年前来参观学

习。“如今，提及新居村文化礼堂，大

伙儿就会想到侨文化，我们村也有

了自己的文化品牌。”董邦明不无自

豪地说。

与其他村不同的是，前北村的

文化礼堂设在健身公园中，与公园

里的生机盎然共同诠释着前北村的

一动一静。2014 年 4 月起，村里重

新整修公园，增加健身器材，铺设花

岗岩，种植花草树木，让文化礼堂也

穿上新装，不少村民闲暇时都爱来

这里散步。

其实，前北村的村集体经济并

不丰裕，该村却合力集资 70 多万

元，建起了 400 多平方米的文化礼

堂。“不为填饱肚子，只为充实心

灵。”该村村委会主任池万连说，一

年多来，文化礼堂为村民提供了丰

富的精神食粮：去年 10 月，市曲艺

团来到这里，为村民献上精彩的曲

艺表演；12月，全国硬笔书法作品巡

回展在这里举办；今年 2 月，鼓词表

演和春泥计划活动分别在这里举

行；12 月，省“美丽非遗走进瑞安塘

下 文 化 礼 堂 ”活 动 也 在 这 里 举 办

……

与协会结对 “文化走亲”到“文化联姻”

12 月 4 日晚上，前北村

文化礼堂里歌声嘹亮。原

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

题 演 出 暨 塘 下 音 乐 协 会

2015 年度歌友会汇演在此

举行。来自塘下音乐协会的

24 位 演 唱 者 为 现 场 近 300

名观众献上经典歌曲，博得

阵阵喝彩。

如此的场景并不少见，

自去年 10 月起，塘下 6 个协

会 分 别 与 7 个 文 化 礼 堂 结

对，搭建起紧密桥梁，文化不

再只是简单的“走亲”，而是

通过协会将丰富多彩的活动

切实融入到文化礼堂和村民

生活中，通过文化“联姻”。

其中，新居村文化礼堂与塘

下文学协会结对，双桥村文

化礼堂与塘下摄影协会结

对，邵宅村文化礼堂与塘下

舞蹈协会结对，新坊村文化

礼堂和前北村文化礼堂与塘

下音乐协会结对，韩田村文

化礼堂与塘下戏曲协会结

对，上叶村文化礼堂与塘下

书法协会结对……

每周四晚饭后，韩田村

老人陈其林有了件固定的

“正事”——去文化礼堂看戏

曲表演。原来，每周四晚上

都是塘下戏曲协会的排练

日，时间为晚上六点半至九

点半。他们的排练并不寂

寞，因为台下总有几十个“粉

丝”观看他们的表演，并不时

鼓掌喝彩，陈其林老人就是

其中之一。“每周四晚上成了

我最期待的时候，观看戏曲

表演丰富了我的老年生活。”

陈其林老人笑着说。

塘下戏曲协会会长管晓

萍说，自去年 10 月确定与韩

田村文化礼堂结对后，得到

了该村的大力支持，该村还

特地重新装修舞台，打造戏

曲风格。“从前我们是哪里有

空地就去哪里排练，如今，终

于找到了温暖的‘家’，还收

获了一群热情的粉丝！”管晓

萍说。

自塘下音乐协会与前北

村、新坊村文化礼堂结对以

来，这两村的音乐氛围渐浓，

参加歌友会成了村民的休闲

生活之一。今年 11 月，塘下

音乐协会在前北村举办了三

场歌友会，受到村民的热烈

欢迎。一下子收获了一村的

“粉丝”，给了塘下音乐协会

巨大的信心。该协会会长方

剑笑着说：“有人喜欢我们的

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将更多

好听的歌曲带给村民。”

另外，前北村文化礼堂

还和鲍田乒乓球俱乐部结

对，由前北村提供场地，该俱

乐部出资提供乒乓球设备，

合力打造乒乓球活动中心，

如今，前北村文化礼堂里有

3 张乒乓球桌和相应设备。

其他村与协会的结对内

容同样丰富多彩：塘下书画

协会去上叶村文化礼堂开展

送书画作品活动；塘下摄影

协会组织成员去双桥村取景

采风；塘下舞蹈协会为邵宅

村民送上节日里精彩的舞蹈

表演……

志愿者入驻 “看热闹”到“闹热闹”

前北文化礼堂

韩田文化礼堂 上叶文化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