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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
化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乡
愁”表述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
值，指出既要留住青山绿水，又要
传承传统文化。本文结合小将镇
文化建设实际情况，就如何以文化
振兴助力乡村振兴作粗浅思考。

一、小将镇文化特色概况
小将镇历史悠久，钟灵毓秀，

文化积淀深厚。南洲村为新昌现
有文字记录中建村历史最早的村
落 ，始 于 公 元 147 年 ，至 今 已 有
1800 多年历史。南洲建村早于新
昌建县，故有“先有南洲丁，后有新
昌城”之说。

1. 境内文化古迹众多。文物
是文化的“活化石”，它代表的不仅
仅是一个物品，更深层次所蕴含的
是历史文化。小将镇域内古村、古
民居、古桥、古井、古祠、古墓等文
化古迹广泛分布，根据新昌县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小将镇内有
古遗迹 1 处，因禅师墓塔等古墓葬
8穴，七堡龙亭、善政乡主庙等历史
古建筑 55 处，马坑等革命历史纪
念墓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7处，合计71处。在文物资源
上，现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点）14
处，其中文保单位有南洲宋井、吉
安桥、永春桥、灵鹤桥、方口乡贤吴
公祠、旧坞吴氏宗祠等，文保点有
方口保泉庵、乐山堂、燕翼堂、丁崇
仁墓、潘音墓、芹塘董家祠堂、南洲
丁氏上祠堂、五埠村云峰庵等。此
外，茅洋世美堂、南洲下四房等清
代古民居至今保存完好。

2. 非遗文化特色彰显。小将
镇是有名的历史古镇，传承有南州
罗汉、罗溪马灯舞、十番、下朱部旱
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非遗
文化南洲叠罗汉表演起源于小将
镇青草坪的“七堡龙亭”庙会，表演
技艺要求高，观赏性强，成为整场
庙会最精彩的节目，南洲叠罗汉也

因此名扬县内外。近年来，“叠罗
汉”技艺传承人通过成立“南洲叠
罗汉艺术团”，队伍不断壮大。“罗
溪马灯舞”是由十几人组成的“十
番”表演队伍，每人各执不同乐器
演奏，表演高雅悠远，目前已形成
一支较为稳定的表演队伍。朱部
旱船表演是一项具有 100 多年历
史的民间艺术，旧时为沃州山真君
殿庙会表演节目，意在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通过纸糊船形
的形式，表演波澜起伏，行进如行
云流水。

3. 唐诗之路重要节点。小将
镇处于天姥山与沃州山、四明山、
天台山之间，为唐诗之路的精华地
段，特别是李白、杜甫、孟浩然等唐
代著名诗人，都是经过小将这一带，
登上天台山、四明山。境内茅洋江，
早在东汉时期、南北朝、唐朝等时
期，已是人们往来天台石梁至新昌
的水路必经之地。晋宋时期，著名
的十八高僧、十八名士以及唐朝的
大批诗人，在这一带频繁活动，留下
了大量的故事与诗文。在游历剡中
的 451 位唐朝诗人中，吴融是唯一
一位隐居新昌的诗人。受剡中文化
影响以及钟爱天姥沃洲之胜景，吴
融将归隐之地定在小将镇叠石村
（现名迭里村），写下大量隐居诗，其
中《山居即事》最为有名，该村成为
新昌“吴氏”的一个发祥地。

二、小将镇乡村文化建设成效
作为“种文化”的发源地，传统

文化在小将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小将镇相继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集体”、浙江东海文化明珠、“浙江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省体
育强镇”等荣誉称号，各类文化体育
活动十分繁荣，文化建设成效明显。

1. 文化设施日益完善。目前，
小将镇拥有镇文化中心 1 个、农村
文化礼堂 14 家。着眼凝聚群众、
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各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实现全覆盖，文化志愿活
动常态化开展。全县首个乡镇文
化分馆在小将揭牌成立，全镇 15
个行政村均建有文化活动室、健身
公园、农家书屋、远教站点等文化
活动阵地。以阵地建设增强农村
文化吸引力和辐射功能，群众文化
意识不断提高，里小将村被评为

“浙江书法村”，南洲村被浙江省文
化厅和旅游局授予“浙江省非遗旅
游景区民俗文化村”。

2. 文化队伍稳定活跃。小将
镇现登记在册的各类文体队伍有
32支，主要有文艺类、体艺类、曲艺
类三类。文艺类的队伍有沃东书
画社、沃洲文学社、沃东诗词组、民
乐队等；体艺类的有小将镇武术
队、罗汉队、篮球队、旱船队、马灯
队等；曲艺类的有姊妹越剧团、小
将舞蹈队、宣讲队、小将十番队、老
年说唱队等，在县内外均有较大影
响力。推动以南洲叠罗汉为代表
的民间文艺走出去，拍摄微电影

《传承》，队伍先后赴韩国、央视、浙
江卫视、杭州国际动漫节等表演，
在各类比赛中多次获奖，通过推动
南洲叠罗汉技艺进校园，不断促进
文化对外交流。

3. 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加
大文化宣传推介，通过举办省乡村
武林大会、中国著名作家重走唐诗
之路、六届“红枫樱花节”、三届茶
文化节、五届罗汉节等系列活动，
文化队伍影响力不断扩大。定期
组织文艺队伍开展各类“文化走
亲”、交流研讨等活动，连续举办十
三届农民文化节，每年举办“七宝
龙亭传统庙会”、乡村村晚，文化活
动氛围浓厚。沃东书画社创社 21
年来，坚持每月 10 日开展书法绘
画交流不间断，社员从最初的 14
名发展到近百名，参加全国性、地
方等各类书画比赛获奖、入展、入
选达 1000 多次，并先后出版《沃东
诗词选》、《沃东书画集》、《菩峰墨

韵》、《春秋墨存》等农民书画集，其
中一位社员编撰的《里小将村书》，
成为全县第一部村书。

三、小将镇乡村文化建设存在
的问题

小将镇文化气息浓厚，乡村文
化发展势头良好，但受观念、财力、
人才等因素制约，全镇文化建设的
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文化资源挖掘
利用不够，仍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1. 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农村干部重项目建设轻文化投入
的思想普遍存在，除上级对文化建
设的补助资金，村一级自身投入基
本很少。上级部门组织开展的“文
化下乡”等活动在数量上和形式上
内容有限，群众获取文化信息的途
径主要还是通过电视、网络媒体。

2. 文化资源尚未充分挖掘。
小将镇文化资源丰富，受人力、物
力、财力影响，在美丽乡村建设、全
域旅游推进过程中一些文化资源
尚未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在充
分挖潜和弘扬乡土民间传统文化
艺术上，引入市场理念不足，特色
文化魅力显现不足。

3. 农村文化队伍较为薄弱。
小将镇各村组建的文化队伍专业
水平不高，农村基层文化骨干数量
相对较少，乡土文化人才培养缺乏
后劲，特色文化传承面临困境。年
轻人尤其是 90 后一代，普遍在外
工作生活，对于家乡的历史人文、
名胜典故、风土人情缺乏深入了
解，“乡愁”思绪难以激起。

四、小将镇推动文化振兴乡村
的几点思考

推动文化振兴乡村是解决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重建乡村文化
自信的必然要求。实现文化振兴，
就是要为广大群众提供精神家园，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为坚定文化
自信提供有效载体。

1. 提升思想意识。要从战略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财政
“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从经费
上保障农村文化工作阵地夯实，以
良好环境集聚乡贤人才，招引社会
资本参与支撑文化产业发展。加
强文化队伍建设，成立镇文联，依
托乡镇文化站、文化礼堂等载体，
以群众参与为主，组建农村文艺
队，培养农民文化骨干、民间艺人、
乡土艺术家，让农民自办文化，夯
实专兼结合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2. 增强创新意识。文化产业
是朝阳产业，要创新山水文化旅游
一体发展理念，通过乡村振兴新机
遇，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秉承“记
得住乡愁”理念，建设小镇客厅、乡
村记忆馆，挖掘传承农村非遗文
化，主动保存和恢复承载历史文化
的建筑物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技术，以影像记录民
间节庆、村风民俗及地理风貌等，
通过数字化提升文化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整合城乡文化资源，通过

“文化三下乡”、“阳光文化进礼堂”
等形式让优质资源走进乡村，活跃
群众文化活动。

3. 推动文旅融合。贯彻落实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决
策，立足“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文
旅融合”的长远规划，积极参与“浙
东之道”主题游线和天姥山旅游区
规划编制，主动融入新昌作为唐诗
之路策源地和浙东唐诗之路精华
地段的研究、规划、保护、利用和宣
传工作。在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建
设等项目推进中，注重挖掘盐帮文
化等独特的乡村传统文化元素，创
造富有品牌性的文化产品，丰富业
态打造。着力培育小将元素、小将
风情、小将故事，把静态的文化资
源、分散的文化要素转化为一种生
活方式和文化体验，打造“一乡一
品”、“一村一品”的乡村文化品牌。

（作者系小将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小将镇以文化振兴乡村的实践与思考
何乐钦

近年来，东茗乡借助全域旅游
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全力打好
山水牌、项目牌，下岩贝、后岱山等
6个景区村先后被列入省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村，实现了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
蜕变，进一步打开了东茗大发展、
大变化、大提升的新局面。

一、发展中的思考
东茗乡全域旅游发展虽然已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横向来看，
还是一种“小打小闹”，没有形成规
模化、精品化，缺少能带动村集体
经济增收的项目，正面临着各种瓶
颈问题：

一 是 美 丽 乡 村 不 生 钱 的 问
题。东茗一些自然资源较好的村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庄面貌、基
础设施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特别
是 2018 年以来在乡村旅游的带动
下，一些兴办民宿、农家乐的村民
真正尝到了甜头，但村集体还是颗
粒无收，富了民却穷了村，这肯定
与乡村振兴背道而驰。

二是长期与短期的布局。全
乡大多数的景区村没有多样化的
业态支撑，不能让更多的游客脚步
停下来、住下来，缺少真正懂行的
经营管理人才，全靠乡村两级干部
在补台。从短期来说，东茗乡需要
尽快落地、尽快启动一批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打破东茗旅游业态的天
花板。从长期来看，东茗弯多路窄
的交通现状、自来水、民宿污水处
置等难题，随着游客量的增加以及
农家乐、民宿发展带来的用水量的
增加，已经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倒逼
形势，必须尽快采取解决措施。

三是硬件与软件的提升。旅
游景区村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不
光要求面上漂亮，还要把里子做
实，做到硬件软件双过硬。目前，
东茗乡部分景区村庄的游客中心
还没有建设到位，有的村游客中心
建好了但里面的咨询、服务、投诉、
导游等各个功能还没有常态化的
发挥出来。旅游中对人性化、个性
化的关注度还不够高。

二、探索与实践
为了破解以上几点问题，东茗

乡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尝试了一些
新的做法：

1.一村一品创特色。在试点村
的总体布局上，坚持“一村一品、五
整五分”的建设理念（整体规划分
村定位，整体设计分村建设，整体
打造分步推进，整体运营分村管
理，整体推介分线包装），把红星片
风景资源最为集中、村级班子比较
强的 6 个村列为一事一议试点，先
行一步、连片发展，并明确各村的
主题定位，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
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
方面多方发力，做到“一村一景、一
村一品”，串点成线打造了一条“下
岩贝看雾、白岩看星、后岱山看戏、
后金山看花、东丰坑看桥、石下坑
看水”六看风情景观带。同时，注
重培育发展吃住行、游购娱等农村
新业态，把沿线可观光的景观带转
化为可创收、可富民的致富带，打
响“六看东茗、一切有戏”的乡旅品
牌，进一步增强了美丽乡村建设可
持续的发展能力。到目前为止，6
个试点村全部被评为A级景区村，
其中下岩贝、后岱山被评为浙江省
3A级景区村。

2.两张清单抓项目。秉持“大
项目才能推动大发展”的理念，用
项目来推动乡村大变化。珍惜、用
好来之不易的省级项目资金，始终
做到项目为王，把项目牢牢抓在手
上。在项目安排上，坚持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推进，充分吸取一期下
岩贝试点村“基础投入多、长效管
护难”的教训，对二期5个试点村全
面推行“1+1”两张项目清单，一张
是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清单，另一张
是集体增收项目清单，两张清单同
步谋划、同步推进，许多项目落地
后就有人托管经营，有效减少了项
目建设的盲目性和长效管护问
题。在项目实施上，在石门坑村首
次采用美丽乡村EPC(工程总承包)
方式，有效减少了设计施工脱节的
问题，成为全县美丽乡村建设第一

个 EPC 项目；在项目监管上，专门
出台监理考核办法和红黄牌督考
办法，并聘请了一名项目专员，从
工程质量、施工进度、资料审核、竣
工验收等进行全方位把关，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

3.双美融合助发展。坚持美丽
乡村与美丽经济双轮驱动，以试点
村的资源资产就地开发利用为重
点，充分依托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资金，实施“X+100”农房激活计划，
对6个试点村的集体闲置农房进行
项目化捆绑改造，让一幢幢闲置的
老房子重新“活”起来、“用”起来，
成功打造了十九峰观景民宿、石门
书画院、石门味道、青石居、方塘美
食街等一大批可拎包经营的“样板
房”，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稳定的租
金收入，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捧上了
金饭碗，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实实在
在转化为了强村富民的增收资
金。到目前为止，全乡共激活闲置
农房68幢23700平方米，成功引进
浙江乡悦、开元乡村芳草地酒店、
蓝莲花开等工商资本，增加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159.9万元，带动村民就
业110余人，3个市级集体经济薄弱
村全部摘帽。

4.多元投入强保障。全力打好
资金整合的组合拳，最大程度发挥
省一事一议资金的杠杆效应。做
好“1+1>2”的文章，有效整合了县
级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县乡村旅游
基金、PPP项目资金、农村道路资金
和县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一系列
配套政策，近几年总投入近 2 亿元
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其中年底
东茗乡有史以来投资额规模最大
的莒溪至后岱山通景公路提升工
程也将动工建设。通过集中财力
办大事，6 个试点村的村容村貌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力打
好政策招商组合拳，出台了《东茗
乡旅游增收助推乡村振兴“双八
条”考核办法》，作为景区村和管理
运营公司的奖补政策，吸引了大量
民间资本来投资创业，使项目投入
产出的绩效更加明显，真正形成了

“政府搭台、民资唱戏”的多元化投
入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5.创新管理求长效。美丽乡村
建好后什么管、如何管好一直是美
丽乡村试点村面临的难点和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点，东茗乡组织景
区村主职干部、相关机关干部赴海
宁、袁家村、安吉等地取经学习，摸
着石头走路，因地制宜找到了一些
方法和途径。如后岱山村引入第三
方管理运营方江苏畅行文旅集团
后，全面推行以“我在云上有个家”
为主题的新乡贤计划，采取“统一合
作、分持物业、联合投资、产权自持”
的经营模式，村内记忆巷28间农房
由村集体统一回收、流转经营，由畅
行文旅负责对外招商、包装和日常
运营，每一幢农房投资者（新乡贤）
都可以个性化打造，但要服从公司
统一管理，形成了“村民有租金，集
体有分红，投资者有平台”的共赢格
局。目前该新乡贤计划已吸引20多
个外来投资者加盟入驻。下岩贝采
取“托管经营、灵活分红”的模式，村
里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把游客中
心、小木屋、观景平台等集体资产资
源打包出租给蓝莲花开托管，负责
日常维护和经营，每年给村不少于1
万元的保底租金，三年以后视经营
状况参与分红。

三、初步成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

省美丽乡村一事一议项目的有力
带动下，东茗乡按照“农村变美、农
民变富”的要求，立足东茗实际，坚
持美丽乡村与美丽经济“双轮驱
动”，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个试点
村乡村面貌明显提升，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旅游助推增收的长效机
制逐步建立，使美丽乡村“吸睛”也
能“吸金”，也让更多景区村的村民
在家就抱上了金饭碗。

1.发展快起来。通过实施美丽
乡村一事一议试点项目，充分发挥
各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
多的社会资本向乡村转移，进一步
激发了试点村的内生动力。同时，

在试点项目的带动下，也推动了全
乡交通、水利、三线等基础设施大
提升，特别是泄黄公路建设，有效
打通了国家4A级景区穿岩十九峰
景区的快速通道，进一步拉大了东
茗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后劲，助推新
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进入快车道。

2.乡村美起来。通过实施美丽
乡村一事一议试点项目，进一步拉
高了试点村的总体定位，使“五星
达标、3A争创”、三治一提升、美丽
庭院、美丽公路、美丽田园建设和
培育农村新型经济业态有机融合，
统筹推进，融合共进，使“农村要变
美”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农村生产生
活之中，不断提升乡村的内涵品
位，达到美丽乡村“外在美”和“内
在美”的统一。

3.集体强起来。通过实施美丽
乡村一事一议试点项目，培育发展
了一大批农村新业态，激活了一大
批集体闲置农房，特别是因村制宜
在试点村实施的一二三产融合项
目，一批有情怀、懂市场、会经营的
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在
消薄增收攻坚战中发挥了主导作
用，实现了农村的“第二次腾飞。”

4.百姓富起来。通过实施美丽
乡村一事一议试点项目，进一步发
挥干部、乡贤、党员三支队伍的重
要作用，通过干部带头、党员出力、
乡贤助力，引导广大村民先“富脑
袋”再“富口袋”，让更多村民从“田
间地头”走出来，投入到美丽事业，
共享美丽经济成果，让他们在真金
白银的收获中提升了幸福感。

5.乡风好起来。通过实施美丽
乡村一事一议试点项目，充分发挥
文化凝聚人心的作用，使淳朴的民
风、浓郁的乡情、多元的民俗、良好
的文化积淀深入人心，使广大村民
摒弃了等靠要的思想，培养了自主
创业意识，使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每
个村民的自觉行动，有效营造了新
时代美丽乡村“景美人和”的新风
尚。

（作者系东茗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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