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梅玉：
与东峰“村晚”结缘的十年

■ 本报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蓝叶佳乐

� � � � “大家从舞台左右两边出来，绕一圈站成两排……”
连日来，遂昌县妙高街道东峰村文化礼堂灯火通明，村民
们正利用晚上空闲时间紧锣密鼓地排练着“村晚”中的畲
族舞蹈。而作为导演的项梅玉每天蹲点在礼堂忙前忙后，
为今年晚会圆满举办做最后的准备。不知不觉，今年已经
是她与东峰“村晚”结缘的第十年了。

“东峰‘村晚’就像我的孩子，它从我们手中一点点成
长，如今已经成为了遂昌响当当的品牌。 ”项梅玉说，近年
来遂昌县五次乡村春晚评选，东峰村晚四次夺冠，2012 年
起，在遂昌平昌广场上还有了东峰“村晚”专场演出，它也
是遂昌县唯一一个连续八年登上平昌广场专场演出的乡
村春晚，而项梅玉个人也相继被县、市评为最美村晚导演
和十佳民星。

如今的东峰“村晚”声名远播，而十年前，东峰村还是
个默默无闻的破落小乡村。

“虽然我们村就在县城郊，但是因为没有好的产业，
村风民风不好，村里始终发展不起来，2005 年我嫁入东峰
村，那时村里到处是一番破落的景象，没有水泥路，没有
路灯，没有砖瓦房。 ”项梅玉说，“2008 年后，随着 227 省道
以及通往县城的柏油路相继建成通车， 东峰村终于迎来
了发展机遇，外出的人也渐渐回流，可以说百废待兴等着
大家来干。 ”

为了团结人心凝聚力量，2009 年，从县里教育部门退
休的周陈松带领村里年轻人雷文彬、 项梅玉等村两委成
员组织了第一次东峰“村晚”。

“那时村里只有一个破旧的大会堂，舞台的地板都已
开始腐烂， 最后小修小补凑合着用， 设备更是一个都没
有。 不过这难不倒我们， 没有音响灯光我们就去文化局
借；没有资金我们就发动村两委带头筹集；没有演员，我
们就挨家挨户去动员，村两委更是拖家带口带头上。但虽
如此，第一年的村晚只有 30 余名演员，东拼西凑也就 12
个节目，节目的编排也不专业，要么学着电视节目照葫芦
画瓢，要么就一帮大老粗瞎折腾，真的纯粹是自娱自乐。
虽然节目不怎样，但围观的人很给力，把整个大会堂都挤
满了，稚嫩的演技、搞笑的演出，让部分有演出潜力或基
础的观众心热起来了，有底气了，第二年参演报名人数就
翻倍飙升了。 ”项梅玉说。

因为项梅玉之前酷爱文化活动，所以从第二年开始，
东峰“村晚”的策划与节目编排便落在了项梅玉肩上，而
她也尽心尽力准备将这份事业越做越好。

但，天有不测风云，2011 年 11 月，项梅玉丈夫因故身
亡，噩耗宛如晴天霹雳，项梅玉望着幼小的女儿和襁褓里
的儿子陷入无助、迷茫。

“那时村里正要开始排练 2012 年春晚，突然的变故，
让我根本无心他顾，于是我辞去春晚导演。 可两个月后，
临近春节，仍然没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很多村民都唉声
叹气地说，‘可惜呀，今年的春晚要泡汤了，要不是项老师
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早就开始张罗了。 ’村里周陈松
等长辈还有兄弟姐妹们都来上门劝说， 热切鼓励我重拾
心情重操旧业。 2012 年的村晚，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两
场演出结束后，姐妹们都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是‘村晚’
让我重新振奋，将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项梅玉
回忆起往事，心中感慨万千。

2013 年，东峰村抓住农村文化礼堂示范点建设机遇，
用时 99 天新建了东峰村文化礼堂，舞台、灯光、音响等设
施设备一应俱全，“村晚”节目的效果得到极大提升，这也
进一步鼓舞了村民们的参与积极性。就在两个多月前，村
里不仅将文化礼堂进行了翻修，还建起了乡贤馆，村里的
文化事业再上了一个新台阶。

“随着东峰 ‘村晚 ’知名度的打响 ，村民之间更加团
结，村里风气转变了，村里的人心也齐了。 ”项梅玉说，现
在村干部带头一呼百应，做了许多项目，例如大力推动经
济发展，将东峰村申报为‘菜篮子’工程先试先行区，兴建
生态蔬菜基地 250 亩，保证了村集体每年至少有 10 万元
的固定收入。 现在村里发展茶叶、毛竹等产业，家家户户
盖起了新房， 人均收入也从过去的几千元提升到了近两
万元。

“可以说，每年的‘村晚’都在演绎东峰村翻天覆地的
变化，都展示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丰硕成果。 从 2009 年的
30 多名演员发展到现在的 160 余名春晚演员， 从当时胡
编乱凑的 12 个节目到现在精挑细选的 20 多个节目，东
峰‘村晚’迎来了十周年，它不仅凝聚了全村人心，也见证
了东峰村文明发展新变化 ， 也见证了我这些年来的成
长。 ”项梅玉说，为了东峰村更美好的明天，她愿意一直将
这份事业干下去，并将这股文明之风实践得更好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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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跨进新时代，树立新风尚……”连日来，一首《文明花开遍遂昌》
的歌曲风靡遂昌县各村、社区。每天晚饭后，大爷大妈们不约而同地聚
集一堂，在村文化礼堂、健身广场跟随歌曲的节奏跳起独具遂昌特色
的广场舞。

走在山城遂昌，不止是这首处处传唱的文明之歌，值得点赞的新
时代文明在这里俯拾皆是。 无论是热情洋溢的微笑志愿者，还是充满
智慧的文化礼堂，抑或是根植梦想、如同星星之火遍布山水间的实践
所，都在不经意间透露着文明的力量。

作为全市唯一一个浙江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自去年 3
月起，遂昌在全省率先试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陆续探索出突出群
众主体、注重内容转化、运用现代化手段、设立保障机制等措施，接地
气的文明建设正让这座深山小城变得活力四射。

智慧实践让文明进万家

“这个动作再高一点，要跟着歌曲的节奏跳……”春节前夕，在遂
昌汤显祖大剧院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里，县广场舞协会负责人张
珍正在给石练镇淤溪村村民线上指导今年的“村晚”节目，她最近可忙
坏了。

“每年春节前夕，我们都要下乡去指导许多村里的‘村晚’排练，柘
岱口、西畈等乡镇光路程耗费的时间就需要半天，现在好了，有了这个
平台后，画面、声音实时同步，就可以在县城远程教学，一天可以指导
多台‘村晚’。 ”张珍说。

走进去年 5 月揭牌成立的遂昌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里面整整
齐齐排列着投影、电脑等现代化设备。 “实践中心依靠智慧文化礼堂系
统，链接了各乡镇实践所、文化礼堂文明理事会、实践点、实践基地，发
挥畅通实践服务、群众需求双向交流渠道的作用。 ”遂昌宣传部教育科
科长黄建峰介绍。

记者亲历了一次“中央厨房”串点成面的操作过程。 工作人员手持
平板电脑轻轻一点， 大屏幕立即出现了所有文化礼堂的实时画面，开
会、唱歌、跳舞，内容丰富多彩，还可以实时交流。

“前不久的汤公音乐节，我们就用这套系统进行了全程直播，让各
个乡镇的老百姓们都能一起娱乐，另外，我们全县上百位宣讲团成员
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将知识文化传播到每个乡镇角落。 ”黄建峰说。

将文明实践推进千家万户的还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电视平台。
“文明实践要以人民为中心，让群众唱主角，做到实践活动由群众

点单，使实践活动内容真正是人民群众所想、所愿……”家住县城吴乐
畈区块的市民雷东福经常通过电视端的文明实践点播平台收看文明
实践内容的节目。

去年，由遂昌县委宣传部策划、遂昌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开发
的电视端实践平台正式上线，文明实践的暖心春风以一种互动点播的
方式，吹进千家万户，全面打通了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

电视端实践平台里包含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实践朗读、微
党课大赛、乡村春晚等内容，还收录了遂昌县文明实践相关的微信图
文、视频资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电视端实践平台是以智能电视的双向人机交互、影音、娱乐、数
据等多种功能为依托建立起的点播式节目模块。 ”遂昌华数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邓意祯介绍道，只要是华数互动的用户，即可
通过电视端实践平台点播收看文明实践节目，实现了文明实践内容资
源共享，真正让文明实践的暖心春风吹进千家万户。

形式多样掀文明实践热潮

“东汉末，建遂昌。 千年邑，古风长。 知礼仪，尚道德。 小山城，传统
良……”在遂昌县云峰中心学校，《新时代遂昌文明三字经》伴随着这
里的孩子成长。

“我们要求低年级的同学朗读，高年级的同学能够背诵。 ”该校教
师徐敏介绍，自活动开展以来，学校以《新时代遂昌文明三字经》为载
体，积极组织学生们开展活动，不仅要求学生们朗读和背诵，还鼓励学
生们将《新时代遂昌文明三字经》带回家朗读给父母听。

随着实践手段不断增多， 如何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接受实践内容？

受众不同，内容又该如何创造？ 自去年 5 月起，遂昌坚持“文明实践、精
神加油、人文关怀”的定位，以“耕读齐家·慈孝遂昌”建设为抓手，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歌曲《文明花开遍遂昌》便是遂昌县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而创
作的作品，主要从移风易俗、慈孝文化、耕读文化三个层面进行诠释。
“我们将文明实践的内容创作成歌曲，再编排广场舞，然后通过文化活
动志愿服务队以送文艺下乡的方式送进村，这样不仅易于传播，还入
脑入心。 ”遂昌县文化活动志愿服务队副队长蓝培富介绍。

“广场舞、歌谣的推广不仅可以引导市民养成健身习惯，也可以助
力文明实践歌曲传唱，推广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推进遂昌‘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遂昌县科协主席，《文明花开遍遂昌》《新时代
遂昌文明三字经》作者黄美丰说。

除此之外，如何让文明实践传得更广？ 遂昌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党员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

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近日，在县委党校内，
党校教师们正围坐在一起分享习近平总书记的《之江新语》。 这是县委
党校在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朗读角组织开展的一次“面对面”朗读分
享活动。 活动中，教师钟晓芳分享了《之江新语》中的一个片段，并用喜
马拉雅 FM 录制了 2 分钟音频上传至互联网分享给更多的人。

不仅在党校，在遂昌县各乡镇（街道）乃至各行政村，都致力于发挥
榜样的作用，让更多人参与到文明实践朗读活动中，感受文明的力量。

“举止要安和，毋急遽怠缓；言语要诚实，毋欺妄躁率……”前不久
的一个清晨，应村乡周村源的高源书院里传出阵阵悦耳书声，这是 90
多岁的抗战老兵周焕容在组织孩子们背诵《周氏家训》。 自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以来，应村乡以高源书院为平台，结合家风
挖掘传播耕读文化，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

从机关单位到学校、乡村乃至千家万户，遂昌文明实践的朗读声愈
发清澈响亮，回荡在山城各个角落，文明实践的新风也正逐渐浸润着
每一位遂昌人的心田。

文明让老百姓幸福感更强

让群众成为主体，参与文明实践，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
需要的题中之义。

“你们又来帮我洗东西啊，真是辛苦了，非常感谢！”每个月的 8 号，
在遂昌县应村乡应村村，村民自发成立的“爱心洗衣队”队员杨法圆等
人都会来到邱宝根老人的家中，帮老人清洗衣物，打扫卫生。

“她们就像我的儿媳妇，每个月 8 号都上门来，对我们嘘寒问暖，帮
我们洗衣打理。 ”邱宝根说，自己年纪大了，虽然生活艰苦，但却过得很
幸福。

无独有偶，在遂昌县的妙高街道庄山村，一支叫做“爱心送饭队”的
志愿服务队伍，每天都会为该村的老人、留守儿童开展送餐服务，该项
志愿服务自开展以来广受好评。

走进遂昌县石练镇淤溪村，一个互帮互助的新文明景象跃然眼前：
四五户家庭成为一个“联户帮”，一方有难，不管大事小事，其他几方都
会前来援助。 这里不仅有爱心，更有着真善美。

让文明之花更好地绽放，遂昌更是探索出了相辅相成的奖惩机制，
让更多的人成为实践的一份子。

婚丧按照文件规定简办，加 10 分；参加村里学习讲座 1 次，加 5
分；阻碍村集体项目和公益事业的，减 20 分……去年 6 月，在石练镇淤
溪村村民们收到了一本“新农民文明银行”发放的特殊存折，存折里存
的不是现金，而是每个人的文明积分。

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文明积分有什么作用？“新农民文明银行”将
村民的文明行为分为正面清单及负面清单共几十个小项，然后为每个
小项制定分值。 文明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便可以兑换肥皂、热水瓶
等日常用品和一些常规体检项目。

“人家存钱，我们存‘文明’，这本存折的意义大、价值高。”淤溪村党
员黄启文拿到他的“银行存折”时，既激动又新奇。 他说，虽然文明行为
不求物质回报，但这种形式还是能够激励更多村民关注并参与文明乡
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村庄风气。 如今，“文明银行”在遂昌县其他村庄陆
续推广开来，文明之约蔚然成风。

■ 本报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蓝叶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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