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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丽水，春意正浓。
结束了走亲访友、出门旅游等各种春节活动后，城

市里的大街小巷已经渐渐归于日常。但与往年不同的
是，许多人仍会打开手机，重温前不久观看的乡村春
晚，通过网络平台回味这份久违的年味。

今年春节，全市平均每天有近 200场文化活动轮番
上演，虽没有精美的舞台，却有绿水青山好风光为背
景，没有明星献唱，却有“民星”为家乡“代言”。文化祭
祀、非遗展演、文艺星火赋美演出等家门口的春晚，传
递着浓浓的年味，散发着绵长的乡情。

村民自我创造、自我表现、自我服务的“草根文
化”，如一双生花妙手，有力奏响丽水乡村振兴的新乐
章。与之相应的是，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
了农业农村及新型城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丽水乡村春晚建设标准化试点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
省唯一。

乡村春晚看丽水

乡村春晚，已经成了时下最火爆的中国年的典范、
乡村文化的样本。

我们的视角可以从缙云河阳出发。在 2023全国村
晚联盟大会启动仪式上，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党支部
书记吴亦健、缙云县河阳村导游朱晓红、青田县旅意华
侨徐爱菊，分别向大家讲述了月山村晚走出大山、河阳
村晚融合文旅产业、青田国际村晚吸引世界目光的故
事。

全国各地县市文化部门、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兴致
勃勃来丽水品尝农家菜、体验山乡民宿，欣赏村晚演
出。村民专门为外地来的游客预留了体验性节目，游
客也能像当地人一样，看大戏、过大年、品乡愁。通过
报纸、网络、电视的传播，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基层
老百姓的乡情、乡韵、乡愁与乡乐。

从 1981年春节，庆元月山村头一回办起乡村春晚
开始。43年间，元旦春节期间办一台“农民演、农民看”
的乡村春晚，成了丽水农村过年喜庆气氛的“标配”。
今年，这台办了 43年的月山春晚较以往有了新的演绎，
除了在月山村设置主会场，还在杭州设立了分会场，实
现“晚会+”。大年初一 20时，全省的电视观众通过浙
江电视台 6 频道播出的 VCR、场景录播、乡土文化录
播、嘉宾访谈等环节，对月山春晚和庆元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

在青田县，乡村春晚充满国际范。青田是华侨之
乡，33万华侨遍布世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外文
化交流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前两年，村晚将“鱼灯
舞”“百鸟灯”等青田特色民俗表演，太极、越剧、对联等
传统文化节目，石雕、篆刻等传统工艺融入其中，通过
直播的形式让海外华侨也能“云”上共庆新年。另外，
青田还曾开展活动，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数百位国际
友人入村结对，与当地村民共度农历新年。村民和国
际友人共享文化盛宴，让春节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美
好时光。

43年过去，已成全国乡村“过年文化样本”的丽水
乡村春晚将村晚的锣鼓敲向全国，不仅覆盖了丽水全
市，还蔓延到祖国大江南北 552 个县 69000 多个乡村。
村村办村晚，人人秀才艺，乡村春晚成为农村群众春节
期间最火热的文化习俗，展现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
貌和文化追求，展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化反哺产业兴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乡村春晚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在丽水，乡村春晚做深做广，也反哺了产
业做大做强。2022年，丽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28470 元，同比增长 7.9%。物质水平日益提高激发
了广大农民内心深处对贴近自身的文化生活的渴求。

乡村春晚的兴盛引发了城市人的好奇心。去农村
过年，赏民俗、住民宿、食农味，带走当地农副产品，过
一个韵味十足的中国年，正在悄然成为新兴的旅行方
式。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遂昌，近几年，遂昌每年都新增
不少民宿床位，被“村晚”吸引而至的游客，除了看演

出，还能在这里品年味、游周边景点，尝农家菜、体验山
乡民宿。

“春节前夕，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年节活
动，5天左右就收到了 100多间预售房间的订单。”濮家
栋是遂昌县“金宿”——“上林山舍”的经营人。2021年
6月，民宿投资 400多万元建设二期，将住宿房间从原
来的 5间拓展为 14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改造提升，
现在生意越来越红火。濮家栋说，过年人手紧、客人
多，住宿更是一房难求，“现在和家人朋友外出过年的
人越来越多了。”

围着篝火烤羊、观看烟火盛宴、新年登高祈福……
上海游客常先生表示，干净整洁的村庄、浓郁的乡土文
化和一系列传统味十足的年节活动设计，让他们倍感
亲切，“之前过年都在城里走亲访友，今年‘另辟蹊径’
来到乡村，第一回感受到这么浓的年味。”

据统计，从正月初二到初五，遂昌的民宿入住率几
乎是 100%。

在莲都，23场村晚共吸引了 98600人次参与观看，
其中近一半都是来莲都旅游的外地游客，间接拉高了
当地乡村的土特产销量。

这些年，乡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凸显，农村常住人
口不到全村人口的 1/3，到了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期间，
返乡人数才会有所增加。乡村春晚正是迎合了老百姓
求团圆热闹、想展示才华的心理而广受追捧，这也是城
里人喜欢到乡村过年的原因之一。市文广旅体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乡村春晚催生了旅游及其他一系列服
务。透过“村晚”这方小天地，文化走上舞台，在振兴乡
村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带动丽水拓展全域旅游，探索农
村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成风化人润民心

今年的月山春晚增加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热点的
节目，有歌颂美丽乡村新变化的戏曲，也有清廉题材的
方言小品，还有方言版的相声。

作为月山春晚的保留节目并广受其他地区农民朋
友欢迎的《农活秀》表演，把农民的真实生产和生活场
景以“秀”的方式搬到舞台进行展演：扎草鞋、插秧、舂
谷、做糍粑、挑担等传统农耕活动生动自然地流淌在舞
台上，其中不乏香菇、青菜、稻穗等当地特色农产品以
及廊桥等乡土特色建筑。这些由村民借鉴现代表现方
式，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呈现出的充满乡土
味的乡村文明元素让人过目难忘。

乡村春晚还具有“养成”和“化人”的意义。在今年
第 43届月山春晚举办之际，月山村党支部书记吴亦健
这样讲述自己对于乡村春晚的认识：“现在我们的春
晚，不仅展现我们村里的新风貌，还将村里的乡风乡
味、法制宣教、党建故事都融入其中。一场春晚，能让
我们的村，人心齐了，风气也好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
多彩。”

登上乡村春晚舞台的节目故事，有歌曲、舞蹈、民
俗表演、民间曲艺、快板、小品（方言小品）、三句半、魔
术……其中，经常能够见到反映移风易俗、传统美德和
农耕文明的本地节目，也经常能见到诸如红色歌舞、宣
传党的重大会议精神和反映美丽乡村整治的小品、歌
曲等主旋律节目。在演出现场，经常有反映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内容的小品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甚至潸然泪
下，在乡村露天的观众席里，也经常有极具感染力的一
派“中国红”的开场歌舞。

在往届的月山春晚上，还有一位名叫吴达荣的老
人，曾是月山春晚最年长的演员，他每年春节都要上台
用方言唱《东方红》，一直到 100岁唱不动了，又让儿子
儿媳继续，叮嘱他们“喝水不忘掘井人”，要“用歌声让
全村的晚辈记住，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如今，春晚在更新，村情在发展。丽水通过持续举
办乡村春晚，使民风民俗产生持续向好的转变，在很多
地方都获得“验效”。乡村春晚以润物细无声的群众参
与、群众创造的公共文化生产方式，为如何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为共同遵从的文化规则和意义系
统，提供了创造性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