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30 日，本土画家黄润美的“雁山云

水”山水画展在乐清市文化馆展出。10 月

1 日，另一位本土画家赵秉森在市博物馆举

办“风景望断”个人美术创作回顾展。两位

老画家的展览，成为这个国庆假期我市文

艺圈最热闹的事情。

时间再追溯到一年前，2016 年 10 月 15

日，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我市鼓词

名师陈春兰携作品《杀庙》斩获表演奖。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文艺界取得的最高

荣誉。我市鼓词老艺人阮世池同时也被授

予“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

一部享誉世界、流传至今的元代南戏

《琵琶记》，其创作者高明有着怎样的人生

轨迹？历经 3 年多时间，我市本土作家金春

妙、张益、胡少山走访多地，查询了数以万

计的史料，数易其稿，于 2015 年终至成书

——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琵琶情——高明

传》，这是目前最为全面详细描写高明一生

的著作，具有极大的宣传和研究意义。金

春妙说，该书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

传》丛书，是瑞安文学史上重大突破。

文化为犁，精品铸魂。近年来，我市文

艺精品不断涌现。据统计，2011 年至 2016

年，我市一批具有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

的优秀文艺作品，获得全国性奖项 35 个、

省级奖项 80 个。去年 4 月，我市选送的音

乐类作品《粗茶淡饭》、戏剧类小品《杀鸡》、

曲艺类温州鼓词《别打 110》荣获 2016 年度

浙江省“群星奖”，获奖数量为浙江省各县

（市、区）最多。由湖岭镇亦垟村妇女主任

廖雪燕全程策划和演唱的村歌《亦垟最美》

出现在全国村歌大赛总决赛上，这是我市

村歌首次进入全国总决赛。

2012 年，我市以推进文化强市建设为

目标，制定了《瑞安市文艺精品项目扶持奖

励办法》。目前，我市累计落实资金近千万

元，扶持奖励影视、歌曲、文学、美术等文艺

作品 570 项。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而文艺工作

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市创新文艺名家培

育机制，开展文化领军人物、文化名家系列

评选，实施青年文艺人才培养计划，设立

“四个一批”文化人才、“瑞安市优秀民间文

化人才”等奖项；为书法、美术、音乐等领域

文艺骨干分别设立 12 个名家工作室，为创

作者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

温州有句老话——“瑞安出才子”。正

因为这座城市孕育了陈傅良、高则诚、孙诒

让等一大批熠熠生辉的历史文化名人，使

得千百年来的瑞安一直拥有强大的人文凝

聚力和文化竞争力。如今，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已然成为提升瑞安形象、加快瑞安

发展的无价之宝。

■记者 蔡玲玲/文 孙凛/图

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

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

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三国吴赤乌二年（239 年）置县至今，瑞安已有近 1800 年

历史，素有“理学名邦”、“东南小邹鲁”之美誉，涌现出如永嘉

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南戏鼻祖高则诚等无数名人大家，是一

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五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文化基础设施

不断改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文化精品力作不断涌

现，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在社会文化、专业艺术、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等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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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引领瑞安大发展”特别报道·文化篇

提升软实力，凝聚瑞安精气神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市民许先生

带着安徽来的一群朋友，来到瑞安城市

规划展览馆参观，感受展馆内用声、光、

电、影塑造出的艺术效果，认识瑞安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赢得朋友声声赞。

瑞安城市规划展览馆坐落在环境清幽

的 瑞 祥 新 区 城 市 公 园 内 ，占 地 面 积

3000多平方米，2015年初建成开放，是

温州地区首个城市规划展览馆。

在瑞祥新区的另一个角落，瑞安书

画院落成开放不久，这是一家纯公益性

综合创作交流展陈的展览馆，有书画展

厅、创作交流室，致力于打造“至美艺

术，惠民至上”的文化场所，已经有多场

书画小品展陆续在这里展出。

在市图书馆北侧，矗立着市博物

馆。丰富的藏品包括国家珍贵文物700

余件，古籍 30000 多册，居省内同级别

博物馆前列，2013 年在温州各县（市、

区）中率先建成并免费开放。

在玉海广场东首，有一家全天候开

放的市图书馆万松分馆，是我市首家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馆内有7000余册藏

书，配置自助借还设备，市民只需手持

图书馆借阅证或市民卡，即可随时借书

还书。这里被市民称为不打烊的“城市

书房”，身处其间，感受一室书香，遨游

知识的海洋。

近年来，我市加大投入，打造了

市、乡镇（街道）、村三级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截至今年 9 月底，“城市书房”

建成并开放的有 3 个、在建 7 个，乡镇

（街道）图书分馆建成并开放的有9个、

在建 2 个，建成图书流通站 112 个、农

家书屋200多个，不断满足市民的精神

文化需求。

在马屿镇江桥村，池畔的荷花已经

谢幕，枝头变黄的叶子显露出秋意。坐

落荷花池边上的江桥村文化礼堂，以

“至美乡村，乐在江桥”为主题，彰显出

属于它自己的“乡土特色”。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荷”与“和”谐音，荷花代表

着和谐，江桥文化礼堂以荷为媒，将荷

花文化与文化礼堂相结合，开展“我们

的村晚、我们的村歌、我的家风家训，乡

风评议”等活动，弘扬传统“和（荷）文

化”，尽显大美。

对此，省委党校教授张红岭接受记

者采访时不时竖起大拇指，说：“根据农

村经济社会变化的需要，培育和弘扬新

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的灵魂，瑞安文化礼堂从聚人气到聚

人心，再到孕育礼堂文化，必将凝聚起

瑞安新常态下的精气神。”

村歌回荡，村情各异，文化礼堂为

村民们打造出一个个村级文化活动阵

地。从 2013 年试点以来，我市高度重

视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市级财政每年

投入300万元用于文化礼堂建设，今年

增至 800 多万元。目前，我市已建成

134 家文化礼堂，相继推出了文化礼堂

“暖冬行动”、“我们的村晚”、周末学

堂、新青年下乡、“四百结对”等服务品

牌 ，丰 富 了 基 层 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我市因此获得浙江省农村文化礼

堂建设工作先进县市等多项荣誉称

号，文化礼堂“俱乐部”运行模式入选

“全省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三贴

近’优秀案例”等，多次得到省委、温州

市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点赞。

2016 年，我市出台《瑞安市文化礼

堂“十三五”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

再建成100家以上文化礼堂，实现村（社

区）全覆盖，打造农村文化新地标。

让群众享受更好、更全面的公共文

化设施，我市一直在努力。体育馆、游

泳馆、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等设施规模与社会效益均居温州前列；

市、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级文化设施

网络健全，实现“社区 15 分钟、农村 30

分钟文化圈”，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0.84平方米；“广播电视村村通、有线广

播村村响”工程实现全覆盖⋯⋯无论是

城镇还是乡村，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

了我市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的蓬勃

生机和真挚诚意。

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玉海楼、我国第

一所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中国早期公

共图书馆心兰书社⋯⋯一批古色古香的明

清民国建筑，都集中在老城区公园路一带，

长约 450 米的公园路也因此成为瑞安千年

古城重要的文脉传承所在。

近段时间，公园路正在悄悄地发生变

化。路过的市民会发现，沿街的建筑物经过

了“翻新”，统一的青瓦石墙、雕花木窗，还原

出古色古香的韵味。还有一部分房屋外墙，

搭立着脚手架，正在改造。

这里已经被列为玉海文化创意街区的

建设范围，主打“文化窗口+历史记忆”，将老

街区打造成集传统文化展示、观光游览、情

景体验、创意展示、休闲消费等功能于一体

的人文怀旧游憩步行街。

公园路文化创意街区打造的不仅仅是

一个文化街区，更是一个集文化、旅游、电子

商务、互动体验、创业创新于一体的街区，将

会助推我市经济的创新发展。

如果你来到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浙报传

媒瑞安电商文创园，肯定会被这里时尚、创

意、科技的氛围所感染。红白相间的外立面

铁艺装置、随处可见富有巧思的形象改造、

艺术家居、文创咖啡⋯⋯令人仿佛置身于北

京的798艺术园区。

很难想象，这个朝气蓬勃的电商文创

园，其实是由闲置厂房改造的。2015 年 7

月，由瑞安日报有限公司依托浙报传媒资源

优势及政府支撑，投资8000万元，整体策划

运营的“产业互联网双创服务基地”项目正

式启动。目前已有37家成型创业企业和45

家创客团队带着创意和梦想在这里找到“新

家”。

产业是文化中长出来的“树”。文化产

业的发展，植根于时代的土壤。2016 年以

来，我市打造了 3 个新的市级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分别是浙报传媒瑞安电商文创园、理

享 104 展览创意文创园和瑞安喜文化产业

园，列入温州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有6个。

今年 8 月份，在温州市文化产业大会

上，我市 19 家文化企业单位受到表彰，数量

位居温州各县（市、区）前列，交出了一张漂

亮的文化产业发展“成绩单”。其中，浙报传

媒瑞安电商文创园、幸福谷文化产业园被评

为温州市级重点文化产业园区，溪坦工艺礼

品文化创意街区、玉海街坊文化创意街区被

评为温州市级重点文化街区，瑞安日报有限

公司、奥光动漫集团、瑞安市华数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等 8 家文化企业被评为温州市级

重点文化企业。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文化产业扶持力

度，培育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

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

力，不断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政府每年设立

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00 万元，用于扶

持发展文化产业，并长期组织企业参加义乌

文博会、温州文博会、深圳文博会等展览交

易会。据不完全统计测算，2016 年我市文

化产业生产总值约35亿元。

一个小木框里，密密麻麻摆放着一厘

米见方的小棠梨木块，每个木块上反写刻

着一个老宋体汉字。木活字印刷技艺传承

人王超辉，一手执文稿，另一手快速、准确

地拣出字模，放入空字盘里排版⋯⋯

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唯

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

艺，具有极高的历史人文价值，是活字印刷

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明证。

与王超辉原汁原味对待非遗的方式不

同，毕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寿淼

充分发挥温商敢想敢做的精神，用创意活

字的方式延续了对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

他通过连锁加盟的方式拓展，在我市

和上海、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开出了 10

多家毕昇活字印刷体验馆。这些体验馆或

进驻当地博物馆，或开进古街河坊。

保护和传承好文化遗产，我们民族的

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

质，才能传承下去。近年来，我市切实做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开发和

利用，实现非遗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木

活字印刷亮相第八届浙江·中国非遗博览

会、香港“根与魂——忆江南·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采成蓝夹缬博物馆先后

参加首届敦煌文博会、第 12 届义乌文博

会、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等，蓝夹缬“线

上+线下”销售，产品远销海内外。我市正

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非遗项目的自我传

承和发展。

为保护非遗的传承，带徒拜师代代相

传，新老技艺创新发展的案例无处不在。

从开元职业高中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到瑞

安市南戏传承中心，从蓝夹缬博物馆到西

山曲艺场⋯⋯14 个温州市级非遗传承基

地，每年都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年轻传承

者。

我市先后认定公布 3 批瑞安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85 名，其中入选国家级传承

人 3 名，省级传承人 10 名；先后公布 6 批非

遗名录 84 项，其中以瑞安木活字印刷术为

主体申报的“中国活字印刷术”，入选 2010

年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瑞安木活字印刷术、温州鼓词、藤牌

舞、蓝夹缬入选国家非遗名录，10 项入选

省级非遗名录，91 项入选温州市级非遗名

录。

搭建文化阵地
丰富市民的精神家园

激活文化产业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传承发展“非遗”借助市场焕发新生机

实施精品工程 文艺创作硕果累累

城市规划展览馆

24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

浙报传媒瑞安电商文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