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

道，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乡村文化的勃

勃生机：村头的“农家书屋”、家门口的

“文化夜市”、村民热议的村规民约、人

气爆棚的邻里节活动、登上国际舞台的

“崇贤花篮”表演……如今的崇贤，高起

点实施文化强镇规划、高标准建设文化

基础设施、高质量构建群众文化网络，

已成功创建浙江省文化强镇、浙江省体

育强镇、浙江省特级综合文化站、杭州

市文明乡镇等，崇贤街道文体服务中心

（综合文化站）还作为浙江省推荐的唯

一一所基层文化站参加全国优秀文化

站的评选，并荣获“2014 全国优秀文化

站”荣誉称号。文化正加速引领崇贤向

着建设贤德之地、和谐家园目标迈进。

繁荣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
就是要坚持以文明为魂就是要坚持以文明为魂

仓 廪 实 而 知 礼 节 ，衣 食 足 而 知 荣

辱。经济的发展衍生文明的进步。崇

贤街道始终坚持经济硬指标和文化软

实力并重，将文化融入发展的全过程，

真正让崇贤居民在感受发展的同时，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10 年，崇贤新城建设正式启动，

城镇化推进进入崭新的阶段，以“人的

城市化”为核心的理念得到充分彰显。

崇贤的发展在追求经济数据增长的同

时，更注重发掘传统文化内涵，营造人

文环境以及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围绕着红色文化、廉洁文化，打造

以余杭区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建立所在

地崇贤鸭兰村为中心的红色文化圈。

在品牌文化活动中，无论是宣传“德文

化”主题，开展邻里节活动，还是建设农

村“文化礼堂”，打造“温暖崇贤”，都深

深立足于崇贤传统文化，不断弘扬社会

正能量。在崇贤新城建设中、在“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三改一拆”等一系列

重难点工作中，群众主动参与，积极配

合，组织志愿者活动，支持配合街道各

项工作的开展，文明崇贤的氛围逐渐浓

厚。如今，街道被拟推荐申报浙江省文

明街道，动员和组织崇贤群众广泛参

与，以文明创建服务经济建设，促进崇

贤和谐发展。

繁荣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
就是要坚持以健康为源就是要坚持以健康为源

矮 松 伯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崇 贤“ 文 化

人”，干群众文化工作几十年，让他很有

感触的是崇贤近几年的变化：“沉溺于赌

桌、酒桌的人越来越少，邻里之间的矛盾

少了，去广场散步的多了，跳舞的多了，

去球场打球的多了，参与文化活动热情

更高了。”在积极向上的文化引领下，健

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主流追求。

在硬件建设上，崇贤打造街道、村

（社区）两级公共文化圈，方便群众参与

文化生活。在新城核心区块，街道投资

3000 余万元，新建 5600 平方米文体中心

大楼，图书馆、文体活动室、展示厅、多

媒体教室一应俱全，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参与文化活动。13 个村、社区均建成

250 平方米以上的室内文化活动场所，

健身苑点、灯光篮球场等达到 60余个。

在载体构建上，街道自创基层文化

活动品牌——乡村文化节，崇贤人亲切

地称呼它是“崇贤人自己的春晚”。坚

持“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群众“自编、

自 导 、自 演 ”的 参 与 热 情 得 到 充 分 激

发。同时，街道坚持深入开展“文化惠

民”活动，每三年举办一届街道文化艺

术节，每年举办各类节日主题活动、文

体比赛、送戏下乡、文化走亲等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

积极参与。

繁荣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
就是要坚持以本土为根就是要坚持以本土为根

繁荣乡村文化关键在于“接地气”，

“秀”出原汁原味的农民风采，开创独具

“农”味的文化活动，挖掘富有“本土气

息”的文化。如此独具崇贤特色的乡村

文化元素，造就了不少文化能人和文艺

精品。

特色非遗项目“崇贤花篮”表演，盛

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 2008 年的非

遗普查中得以发掘整理，并得到进一步

传承发扬。今年 8 月，“崇贤花篮”表演

队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韩国·亚洲

音乐舞蹈艺术节”，并夺得金奖。这一

源自本土、体现传统的文艺表演项目，

如今已经成为崇贤对外文化交流的金

名片。

崇贤还积极打造本地文化交流刊

物，创办了《崇尚贤德简报》、《崇贤·美丽

洲副刊》，并出版了“崇贤文化丛书”，“一

报一刊一书”品牌在传承发掘传统文化

和发现培养文化新人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崇贤·美丽洲副刊》获得了浙江省群

众文化刊物三等奖，成为余杭区唯一入

选刊物。《崇尚贤德简报》已刊发 180 期，

成为崇贤人的家乡报。“崇贤文化丛书”

有 6 本，共计 120 余万字，是崇贤历史文

化、民俗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展现。

繁荣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
就是要坚持以和谐为要就是要坚持以和谐为要

上善若水，水乡崇贤依水而建，因

水而生，让崇贤积淀了一分善良与温润

的人文气质。坚持以和谐为要，让乡村

文化在崇贤得以延续与传承。

村规民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治理基层社会的有效手段。崇

贤街道重视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以完

善村规民约为契机，推进依法治理，弘

扬道德风尚，促进社会和谐。街道以龙

旋村为试点，全面开展村规民约修订工

作，积极倡导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为传统自治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构建

和谐家园提供制度保障。村规民约修

订工作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试

点村龙旋村的新版村规民约得到全体

村民代表的一致同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崇贤安

家落户，“新崇贤人”为崇贤带来了更多

活力。为培养他们对崇贤这方土地的

认同感，崇贤街道借助文化的向心力，

迄今为止已举办了 10 届邻里节活动，亦

已 成 为 社 区 居 民 热 心 参 与 的 文 化 活

动。“社区好声音”“舌尖上的美味”等活

动的开展，让“新崇贤人”更好地融入，

让不同的文化在崇贤得到了融合。崇

贤还成立了“同心少数民族艺术团”，来

自 15 个民族的 38 名队员，通过搭建舞

台，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融入本地，

也繁荣了崇贤的群众文化，该少数民族

艺术团的队员们屡次在国家级、国际级

比赛中获奖。

繁荣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
就是要坚持以人为基就是要坚持以人为基

文化需要有人耕耘。推动乡村文

化繁荣发展，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崇贤街道成立了一支宣传文化员

队伍，作为繁荣乡村文化的基石，让一

批热爱文化事业，熟悉崇贤文化的人成

为群众文化的“主心骨”。宣传文化员

队伍成立之后，街道更是加强了管理，

通过确立工作职责，开展培训计划，组

织才艺比赛。

文化贤能则是崇贤不可多得的宝

贵财富，擅长灶头画的陈庚申、精通斫

琴的马岳思、热爱文学创作的农民作家

陆云松、热心文化保护的孙高平，还有

80 余人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他们是散

落在崇贤土地上的珍珠。街道则建立

了文化人才库，加大了对他们创作的关

心与支持。

2013 年，崇贤人均文化活动经费达

到 46.7 元。如此大手笔，来源于崇贤街

道对于文化的支持，街道规定，每年不

少于财政收入的 1%用于文化活动经费

资金的保障，提升了群众参与文化活动

的积极性，让群众得了实惠。如今，崇

贤各村、社区都按照自身特色成立了多

支文体队伍，人数达上千人，活跃在大

街小巷与乡村原野中，成为崇贤一道亮

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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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文化馆是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的主要阵地和窗口，长期以来以群

众文化需求为导向，以提供公益性文化

服务为立足点，做了大量文化惠民工

作。随着楚雄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开展，为进一步构

建“现代、基本、均等、标准”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楚雄州文化馆在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同时，创新发展现代文化，在

推进民族文化强州建设中发挥着带头

作用。

百姓共享文化新成果

始建于 1962 年的楚雄州文化馆，

有着 50 余年的历史，一直是楚雄州群

众文化的重要场所。为满足群众文化

需求，2012 年，楚雄州文化馆新馆舍建

成使用，新馆面积达 6000 平方米，设有

书画展厅、综合培训教室、老年及少儿

活动中心、非遗展厅、小剧场等多元化

服务场所。

近年来，楚雄州文化馆积极履行所

担负的社会责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指导群众文艺创

作、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培

训群文骨干等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了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服务品

牌，如定向建立群众文化活动示范点、

定期出版馆内刊物《马缨花》、定期举办

广场舞大赛等。

在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楚

雄州文化馆还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力度，多举措保护和开发文化

资源，形成了上下联动、科学保护的立

体格局。在抓好非遗项目申报评审推

荐 的 同 时 ，特 别 注 重 抓 好 国 家 级 、省

级、州级、县级四级非遗项目及代表性

传承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建档工作，

举办系列展示活动，编撰非遗系列丛

书，如《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名录》、《彝族火把节》、《楚雄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十年工作回眸》等，使楚雄州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

和一定的保护、传承。

公益文化服务暖民心

文化馆站是与基层老百姓最贴近

的公共文化机构，楚雄州文化馆始终坚

持将公益化服务落到实处，2011 年 11

月 11 日起实行全免费开放服务，将“无

障碍、零门槛”全免费开放工作进一步

优化，为群众提供“现代、基本、均等、标

准”的公共文化服务。

免费开放之初，仅有几支业余文艺

团队来馆训练。历经 3 年，免费开放吸

引了越来越多文艺团队的加入。现在

的楚雄州文化馆天天热闹非凡，全年举

办各类培训班 10 余次，培训学员 1200

余人；组织广场舞蹈活动 300 余场次，

参与活动群众达 10余万人次。

楚雄州文化馆在提供活动场地的

同时，还悉心为文艺爱好者做好服务。

如为不同团队安排合理的训练时间，为

来馆活动的群众备好热水。一些文艺

团队为准备文艺比赛，时常到馆内排

练，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也无条件地予以

配合，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

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楚雄州文化

馆免费开放的受益者。歌舞、戏曲、绘

画、书法、编织、剪纸……根据群众需

要，一系列的培训班在文化馆内开办起

来。在场馆的各个功能室中，随处可见

来此丰富自己文化生活的社区居民。

创新保护彝族珍贵文化遗产

楚雄州作为全国重要的彝族自治

州 ，丰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绚 丽 的 民 族 文

化 ，薪 火 相 传 、底 蕴 丰 厚 。 楚 雄 州 至

今 保 留 着 许 多 与 彝 族 民 俗 文 化 相 关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而 在 传 承 和 保

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楚雄

州 文 化 馆 承 担 着 延 续 民 族 文 化 脉 络

的巨大责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被誉

为楚雄彝族的一部创世史诗“梅葛”。

“梅葛”经世代口耳相传，成为流传千

古的原生态民族民间口头创世文学遗

产，如同千里彝山彝族的“百科全书”，

被彝族人民视为本民族的“根谱”。“梅

葛”作为彝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

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

文化研究价值。

为了把这一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

展示给世人，结合楚雄彝族自治州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规划，楚

雄州文化馆于 2013 年 6 月全面启动了

彝族梅葛数字化管理系统试点工作。

非遗工作人员深入姚安县马游坪村、牟

定县腊湾村等梅葛发源地，对彝族梅葛

相关文字、照片、录音、录像、曲谱、文献

资料、文物古迹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调

查、收集、整理，建立起了较为全面的彝

族梅葛数据资料库。该资料库共有文

字 20 余万字，照片 224 幅，录像 160 分

钟，录音 80 分钟，全面系统准确记录了

口传彝族梅葛的内容以及表现形式。

2014 年 4 月，彝族梅葛数据化管理系统

中的内容全部上传到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据库，实现了彝族梅葛文化资源

的共享。

云南楚雄州文化馆

在民族文化强州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在民族文化强州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余结红

繁荣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 建设和谐家园建设和谐家园
——浙江省杭州浙江省杭州市崇贤街道文化工作侧记市崇贤街道文化工作侧记

许 莹

2014年 8月，“崇贤花篮”表演队参加“韩国·亚洲音乐舞蹈艺术节”，并获得金奖。

崇贤街道文体服务中心（综合文化站）。

各村（社区）开展乡村群众文化节，打造基层文化活动品牌，被群众称为“崇

贤人自己的春晚”。

古琴斫制技艺2011年入选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杭州市级传承人马岳思。

第二届鸭兰村乡村文化节在鸭兰村农村文化礼堂举办，露天戏台上的精彩

演出吸引了上千名群众观看。

村民在龙旋村的新版村规民约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