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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阵地日渐完善
村民生活丰富多彩

■记者 陈绵绵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塘下镇不断加快文化建设步伐，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得到全面、协调发
展，文化氛围日渐浓郁，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切实做好文化市场经营

单位的监管，加强出版物的市

场监管，维护塘下意识形态和

文化安全⋯⋯一直以来是塘

下镇文化站的工作目标。

2016 年，该文化站以严

厉查处网吧违规经营，整顿

娱乐、演出行业秩序，印刷业

专项整治等行动为重点，多

次开展重点整治，针对性解

决问题。此外，联合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大队，深化“扫

黄打非”、“护航 G20 峰会”，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依法加

强文化市场监管。

数据显示，去年该镇共

出动执法检查 326 次、执法人

员 1521 人次，检查各类文化

经营单位 1144 家次，受理举

报、督办 21 件，行政处罚一

般程序立案调查 25 件、简易

案件立案调查 11 件，取缔无

证网吧 11 家、无证游戏室 2

家、非法大篷车 6 家、无证书

摊 2 家、无证印刷企业 3 家，

有效地维护了塘下文化市场

的规范与安全。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

在塘下，由文艺爱好者自

发组建的戏曲协会、舞蹈协

会、音乐协会、流行音乐协会、

摄影协会、书画协会形成了文

化氛围浓郁的塘下文艺圈。

自 2014 年 10 月起，6 个协会

便分别与文化礼堂结对，相辅

相成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活

动，为塘下的文艺事业增色添

彩。

2016 年，6 个协会开办的

成人公益班持续为广大爱好

者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数百

位戏曲、古筝、声乐、书法、摄

影等曲艺爱好者从中受益。

此外，各协会之间也积极

开展联谊交流，举办了多场大

型活动。尤其是塘下音乐协

会，2016 年举办各类活动数

十场，其中大型活动包括了塘

下镇音乐协会第三届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乐生活 乐歌

唱”大雄创意音乐演唱会等。

品牌活动“周末歌友会”持续

开展，参与人数已达 800 多人

次。

塘下音乐协会会员在演出塘下音乐协会会员在演出

6 个文艺协会增添文化色彩

塘下职工民乐团在塘下

的文艺圈内声名远播。据介

绍，塘下职工民乐团于 2015

年 5 月 4 日成立，现有演职人

员35名，由爱好民族乐器和民

歌的职工组建。他们将排练

场地设在上叶村文化礼堂，每

周二晚准时组织排练，风雨无

阻。

该团秉承服务群众、服务

社会的宗旨，以公益性为主要

目标，走进军营、警营、企业、社

区、学校、农村，广泛传递党和

政府的声音，2016 年组织、参

加了多场文艺演出：6 月 28

日，承办庆祝建党95周年民族

音乐会；9 月 20 日，为上叶村

老人慰问演出；10 月 6 日，游

览大罗山传播民族音乐；12月

23 日 ，赴《采 茶 舞 曲》诞 生

地---泰顺县东溪乡采风活

动，探索“《采茶舞曲》的诞生由

来，拜访当年见证《采茶舞曲》

创作过程的古稀老人蔡子英，

并与蔡子英夫妇俩在乡府礼

堂同台表演了《采茶舞曲》。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9

月25日，该团参加由温州市委

宣传部、温州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的温州市首届“国乐

乡村乐器大赛”，参赛节目《金

蛇狂舞》荣获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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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民乐团获温州市级奖项8 个文化礼堂齐放异彩

2016 年 6 月，浦桥村

将建设文化礼堂提上了日

程，村“两委”成员和老协

会员马不停蹄地开展建设

工作。10 月份，该村文化

礼堂举办隆重的落成庆

典。

该村文化礼堂内设有

一个大舞台，可同时容纳

百余人开展文艺演出，还

设有电子阅览室、视听室、

道德讲堂、书画室等。在

文化礼堂外，建有文化长

廊，展示村容村貌、村史村

情，突出乡风文明建设。

“有了文化礼堂，不仅村民

休闲有了好去处，同时开

展文化节以及村民议事集

会等活动也有了场所。”该

村老协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后村里还将每月安排道

德讲堂，让村民学习、提升

素养。

据了解，自2013年我

市明确提出以“两堂四板

块六室八大员”为标准建

设文化礼堂以来，塘下镇

深入挖掘各村特色文化资

源，2016 年新增一处文化

礼堂。如今，韩田、双桥、

新坊、邵宅、新居、前北、上

叶、浦桥等地的 8 个文化

礼堂齐放异彩，各项活动

丰富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塘下镇积

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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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8 个

文化礼堂在完成标准配置

的基础上，深挖特色文化

资源，各村根据各自历史

渊源，并结合实际，打造各

自特色。走进文化礼堂，

便能了解一个村的故事。

农家书屋、图书馆成求知好去处

农民渴望读书，但实

际情况是农民的图书拥有

量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

为了解决农民“买书难、借

书难、读书难”问题，满足

他 们 的 文 化 需 要 ，2012

年，我市实施了农家书屋

工程。

塘下镇把村级“农家书

屋”建设作为改善农民文化

生活、培养新型农民、建设

新农村的基础工程来抓，建

成24家村级农家书屋。如

今，农家书屋已成为农民求

富、求知、求乐的好去处。

在韩田村农家书屋，

40多岁的钟美玲常来这里

“充电”。“这是一个增长知

识的好地方。我最近常看

法律类、教育类的书，学到

不少和孩子沟通的知识。

有时我也会从书中找一些

食谱，尝试着做美食给家人

吃。”钟美玲说。

塘下镇文化站站长黄

秀红介绍，农家书屋有娱

乐、教育等功能，定位是成

为农民的学习、休闲场所，

因此农家书屋里的大部分

图书是通俗易懂且富有生

活情趣的书籍，将学习寓于

娱乐之中。

近年来，农家书屋提档

升级，新居村和新坊村的农

家书屋被评为“温州示范农

家书屋”。

此外，市图书馆塘下

分馆也为塘下群众求知提

供了良好的场所。据统

计，目前该分馆藏书量达

2.3 万册，2016 年新办阅

览证 825 张，图书借阅量

达到 2 万册左右，周末和

寒暑假成阅览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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