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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化化发发展展让让老老百百姓姓生生活活更更美美好好

以以文文化化人人 润润物物无无声声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
神 ， 伟大的精神引领伟大的事
业！ 当新时代光辉思想映照在丽
水这片红色热土，当浙西南革命
精神已成为丽水人民锐意进取、
克难奋进的力量之源……”今年
7 月 1 日晚，我市“弘扬践行浙西
南革命精神宣演会”在一场庄重
的集体宣誓后， 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我市各单位的 300 余位文
艺骨干用 4 个月的辛苦付出，创
作并演绎了情景诗报告《信仰的
光芒 》、男子集体舞 《浴血挺进 》
等 11 个精彩节目， 为现场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视
觉盛宴，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一
致好评。

文化建设是 “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能
获得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更是
人民感知并衡量生活美好程度
的一个重要尺度。

近年来 ，我市紧紧围绕 “文
化强市 ”建设 ，统筹规划布局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强地方
特色文化保护利用，鼓励文艺精
品创作， 全面繁荣文化事业，文
化惠民工程多点开花 ， 亮点纷
呈。

体体系系建建设设 推推进进文文化化服服务务普普及及
“好！ 好！ 好！ ”今年春节，庆元县月山

村依旧是格外热闹， 随着一个个村民们自
编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现场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从 1981年小年
夜的几盏煤油点亮的红色大幕到 2019 年
小年夜修葺一新的现代舞台， 月山春晚虽
已上演 39 载，但每年的节目都会根据当下
国家变化和农村改革进行创新， 可谓精彩
纷呈。

如今， 以月山春晚为代表的丽水乡村
春晚不仅成为丽水各地村民美好的集体记
忆，更是享誉全国，成为丽水首个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并为丽水赢得首
个“浙江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

其实， 乡村春晚只是我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从基
础设施、供给侧改革、特色文化品牌创建等
方面着手， 不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努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推进全民文化活动的普及。

为完善体制机制，我市出台了《丽水市
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计划（2017～2020）》，为
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社会化、效能化，构建具有丽水特点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机制保障。

以“五个百分百”“十百千工程”为主抓
手， 我市大力推进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建设，2 个重点县（云和、庆元），15 个省
公共文化服务重点乡（镇、街道）和 159 个
重点村通过验收。

对于重大文化设施建设，我市也在逐步
完善。 如今，市文化馆、丽水大剧院、市博物
馆、市美术馆、市非遗馆先后建成开放，实现

“市有五馆”目标。另外，市图书馆新馆项目进展
顺利，各项开馆前的准备工作有序进行，预计年
底前建成开放； 全省首个音乐艺术收藏馆———
丽水海德（国际）音乐艺术收藏馆工程建设有序
推进；市区应星楼城市书房建成开放。

持续开展的文化惠民活动更是让老百姓
的生活多姿多彩。“文化三下乡” 活动如火如
荼，全市年均实现送戏下乡 1000 场以上，送书
下乡 10 万册以上，送电影下乡 2.5 万场以上；
每逢节庆假日，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各地
积极组织举办春节、元宵、端午等节日系列文
化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
进全民阅读，全市还组织开展了“书香丽水·全
民阅读”“4·23 世界读书日”等系列活动，并成
立“学而读书会”、丽水朗读团，大大提升了书
香丽水的浓厚氛围……

“老百姓爱看什么，我们就送什么！ ”随着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如今，我市
还建立了层层“文化订制”机制和“文化订制
员”制度，设立全市文化订制服务中心，为每个
县（市、区）配备一名“文化订制员”，每人具体
负责对接和服务一个农村文化礼堂， 并设置
县、乡、村各级文化订制员。

基层文化订制员负责“文化订制”的宣传
和基层文化需求的调研，逐级向上汇总申请文
化服务项目的订单，及时将文化礼堂的“文化
订制” 诉求反馈到全市文化订制服务中心，服
务中心再进行订单分类，资源整合、调度，落实
服务项目， 为基层提供相应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配餐式”服务转变为按需供给的“订制式”
服务，使文化工作更接地气，打通了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市共有“文化订制员”400
多人，提供各类定制服务 4000多次。

精精品品创创作作 挖挖掘掘处处州州文文艺艺之之美美
“没有绿水青山，哪来的金山银山？ ”

去年国庆前夕，我市重点打造的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舞台剧《亲水亭》进行
了公演，一经推出，好评如潮。

《亲水亭》是根据浙闽两省人民共同治
水的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 全剧以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为主题， 通过对浙闽毗邻的两
个村庄、两代人的爱恨情仇的细腻刻画，揭
示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展现丽水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重
要嘱托的生动实践， 是我市首次以群文系
统力量编创的大型语言类剧目。

其实不止是《亲水亭》，近年来，我市
文化系统大力推进文艺精品创作，原创越
剧《张玉娘》亮相国家大剧院，大型音乐剧
《畲娘》 作为浙江省唯一剧目赴京参加第
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云和包山花
鼓戏《福妈嫁囡》和缙云小戏《老鼠娶亲》
获全国小戏小品大展金奖……据统计，近
年来，我市共创作各类获奖文艺精品作品
187件。

除了精品创作，我市各式各样的品牌
文艺活动和赛事更是层出不穷精彩纷呈。
其中，丽水市乡村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
11 届， 丽水市原创歌曲大赛已经连续举
办了 14 届， 丽水市合唱节已经连续举办
了 5届，丽水市原创舞蹈大赛也已经连续

举办了 3 届……丽水人民始终怀揣着以
文化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文艺创作不是闭门造车， 更需要走出
去碰撞出新的火花。 汤显祖文化一直让遂
昌人民引以为傲， 如今它已被列入全省对
外开放重大举措走出国门， 汤显祖、《牡丹
亭》、昆曲三大文化品牌积极探索中西戏剧
交流的“丝绸之路”，并与莎士比亚展开跨
越时空的“牵手”；古堰画乡在法国巴黎举
行海外推广展，通过油画、摄影、表演等形
式展现古堰画乡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
惊艳全场；龙泉青瓷走进联合国总部，让来
自世界各国的外交官、联合国职员、社会各
界友人对龙泉青瓷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
纷纷为这一世界文化瑰宝点赞， 更让龙泉
青瓷文创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丽水作为浙江唯一一个全域都是革
命老区的设区市，曾经有无数的革命先烈
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斗，浙西南革命精神
不仅指引着丽水人民前进，也为我市文艺
精品创作注入了不竭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之际，弘
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宣演会在丽水大
剧院隆重上演，11 个以弘扬践行浙西南
革命精神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震撼了观
众的心灵。

“在接到这项重要任务时，我们主创
团队都无比重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几

乎走遍了丽水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采访到
许多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我们以此为素
材进行了艺术创作。 ”宣演会总导演吴学
东说，为拿出一个完美的节目方案，主创
团队和导演组前后一共召开了 30 余次会
议，不断研究、改进、完善，方案足足修改
了 20 余稿，300 多人的演出团队，经过近
4 个月的前期采风、策划、创作、编排，只
为让节目离完美再进一步。

目前，我市共创作“浙西南革命精神”
题材歌词 100 多首，歌曲 70 首，戏剧曲艺
作品 28个，原创舞蹈作品 16个。其中，在
全国权威刊物《歌曲》专栏刊登浙西南革
命精神题材优秀原创歌曲 8 首，组织举办
“不忘初心， 红歌唱响浙西南———丽水市
第十四届原创音乐大赛”“英雄我们不会
忘记您———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主
题朗读会”等一系列主题文艺活动。

保保护护传传承承 激激活活非非遗遗重重焕焕光光芒芒
“真的不虚此行， 作为人类非遗文

化， 青瓷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国家的发
展，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国庆期间，
龙泉青瓷小镇人气爆棚， 全国各地的游
客慕名前来，观看青瓷制作表演、品鉴精
美成品、亲手制作青瓷小礼品，甚至还有
不少新人来此拍摄婚纱照。据统计，国庆
假期， 龙泉重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
和旅游收入一路攀升，7 天共接待游客
36.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037万元。

如今， 在我市文化部门的推动下，
非遗重焕历史的光芒，正与旅游有机融
合不断迸发出新的火花。 龙泉“青瓷文
化园区”、 青田“中国石雕文化之旅景
区” 等 15 个单位被列为浙江省非遗经
典旅游景区（非遗主题小镇及民俗文化
村）， 建立了 26 个市级非遗展示体验
点， 评选出 22 个市级非遗主题小镇和
民俗文化村。 我市青田石雕作品系列、
龙泉宝剑、龙泉青瓷等 6 项非遗旅游商
品还入选了全省首批 100 项优秀非遗
旅游商品名单。

而之所以能将非遗激发出如此强
大的活力，离不开我市文化部门对非遗
的保护和传承。

早在 2003 年， 丽水市即启动了民
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收集整理民
族民间艺术项目 558件。 2007年，又开
展了第三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全市
共搜集非遗线索 212068 条， 调查项目
16956 个， 涵盖 18 个门类、100 多个种
类，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录音、摄像、照
片等记录。 2016年，我市在全省较早建
成了比较完备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据库信息化平台， 收集整理相关资
料。 2009年 9月，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
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
为人类非遗项目中唯一的陶瓷类项目。
庆元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 年 11 月

30日，遂昌班春劝农（二十四节气子项目）
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人类非遗项目 3
项，国家级非遗 18项，省级非遗 104项，市
级非遗 254项。 此外，青田石雕、龙泉青瓷烧
制技艺、龙泉宝剑锻制技艺还入选了首批国
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入选数量居全省第 3。

近年来，我市还相继制定出台了《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
报与认定办法》《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丽水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管理暂行办法》《丽
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点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非遗保护工作管理办法和制
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

非遗传承人是各类非遗项目最重要
的承载者和传递者。 为保护和培养这一群
体， 我市制定了传承项目经费补助政策，
并开展了培训交流、评选比赛、服务传承
人月等各种活动。 2013年，我市还推出“名
师寻徒———让非遗传承动起来”网络寻访
活动， 50 位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通过互联网面向全国公开免费招收弟子，
成为全省保护传承工作的一大亮点。

从 2010 年开始， 我市财政对年满 65
周岁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每年补助 1000
元，目前该补助经费提高到 2000元，通过政
府补助扶持的政策，鼓励传承人带徒授艺，
培养后继人才。 目前，我市新增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5名， 现有国家级传承人 16
人，省级传承人 138人，市级传承人 340人。

此外，我市还通过组织举办各类非遗
展示展演活动，让非遗保护传承力度进一
步加强。 如今，美丽非遗已经融入到了百
姓生活中， 形成了“丽水市婺剧戏迷节”
“丽水市非遗情景诗歌朗诵晚会”“丽水市
美丽非遗文化礼堂四季行”“丽水市传统
戏剧展演”“丽水市戏曲进校园”等非遗展
示展演品牌活动。

□本报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胡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