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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村比过年还热闹！”11 月 25 日上午，

“一人一艺”乡村计划·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成立

仪式暨 2018 乡野艺术节在象山县墙头镇溪里方村拉

开帷幕，吸引了数千名城乡群众热情参与。这场别开

生面的乡村艺术盛会，是“一人一艺”乡村计划的重要

内容，让田园山水和诗意生活完美融合，也让城市的

年轻人在乡间找寻到更多美好的创业创新空间。

“一人一艺”乡村计划·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

成立暨 2018乡野艺术节，以“乡村振兴，文旅乡情”为

主题，着重围绕乡村文旅中心、壹艺坊、文旅一日游、

数字乡艺行动和乡野艺术节五大板块展开，旨在增

强全民艺术普及在乡村的服务效能，激活乡村文旅

潜力，营造“村村有品牌，户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繁

荣景象，让基层群众享受乡村文化振兴带来的丰硕

成果。该活动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象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宁波市文化馆、

象山县委宣传部、象山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象

山县墙头镇人民政府承办，象山县旅游委员会协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文化

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的一环。十九大之

后，国务院整合文化、旅游职能部门功能，组建文化

和旅游部，目前地方各级政府陆续推进文化与旅游

的职能融合。按照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的决策部署，根据宁波市委、市政府关

于“十三五”期间重点文化工作的安排要求，为了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均衡化发展，宁波市文

化部门创造性地提出了把“一人一艺”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计划，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挖掘乡村旅游资源，

提升乡村形象、品质，实现景美、情美、人更美的新时

代农村新景象。

11 月 25 日，溪里方村文化礼堂门前的广场上，

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成立仪式暨 2018乡野艺术节

开幕式举行。开幕式上，主办方介绍了“艺+堂”乡村

文旅中心试点工作情况，发布“一人一艺”乡村计划，

为宁波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文化交流点和红牡丹国际

体验馆授牌，同时，首个乡村文旅中心启动。

乡村文旅中心首提“4+1”模式

今年伊始，宁波市文化馆就开始着手调研“一人

一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项目，并经过综合考量确

定了象山县墙头镇溪里方村作为“一人一艺”乡村计

划的启动和实施试点。“一人一艺”乡村计划依托溪

里方村文化礼堂，通过乡村原有公共文化设施的服

务功能，全新设置定位，创建涵盖文化和旅游双效服

务功能的乡村文旅中心。

溪里方乡村文旅中心首次提出以游客服务站、

文史展示厅、乡创工作坊、艺普讲习所四大板块为核

心，以专业团队运营管理为手段的“4+1”架构模式。

四大板块中，游客服务站将提供日常信息发布、咨询

接待、休闲服务等；文史展示厅常年展示有关村史村

貌、民风民俗、乡村亮点成就等内容；乡创工作坊为

乡村文创特色产品或项目提供展示、孵化及销售平

台；艺普讲习所借助“一人一艺”云平台的数字设备

和资源，定期开展艺术培训、文化讲座、文化活动

等。“一个手段”指的是依托原有基层文化馆（站），按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吸引社会组织加盟运

营，共同组建一个运营管理团队，逐步实现文旅中心

专业化、社会化运作。

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的成立，是推动“一人一

艺”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将充实农村文化礼堂，

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加精准地助力宁波名城名

都建设。

打卡壹艺坊，示范到乡村

“快来尝尝！”伴着老人热情的吆喝声，艾草麦糕

热腾腾地出炉了，香气瞬间弥漫开来。穿过成片连

排的老屋，一家以糕点为特色的农家的入口，明黄色

木质标牌钉在显眼处，两盏火红的灯笼高挂在门前，

上面印有“一人一艺”字样。目前，溪里方村物色了 5

家有盆景、糕点制作、竹根雕技艺、农特产品加工等

能力的村户作为首批壹艺坊的示范户。

“一人一艺”乡村计划推出的壹艺坊是乡村计划

集展示、销售与游客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文化

旅游互动窗口。“乡村中选取具备特色技艺或文创能

力且能够有效将技艺、创意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村

户，通过‘一人一艺’专业化的辅导、培训等一系列扶

植举措，增强村民在品牌策划、包装及对外宣传等方

面的能力，实现‘前店后坊’，并使之成为乡村特色旅

游、游客互动体验的场所。”宁波市文化馆馆长林红

说，今后，随着村民生产技艺的提升，壹艺坊的数量

将逐步扩大，希望将文化创意融入乡村特色产品，形

成可复制、可再生的品牌孵化体系。

文旅一日游，体验深一度

“我超级喜欢，真有意思！”宁波财经学院文化产

业管理专业 2016级学生曹湘颖在乡村文旅中心体验

了一把雕版印刷后连连感慨。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

触传统技艺，她小心翼翼地涂上墨汁，把纸覆盖在凸

起的文字上，轻轻拂拭纸背，毛泽东的《卜算子·咏

梅》就留在了纸上。这是设立在乡村文旅中心的文

化体验互动项目，类似的亲子艺术体验、文化技艺学

习项目遍布村内 5家壹艺坊、美术馆、圃舍民宿等地，

每个场地都很有人气。

互动参与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力，而文化的

融入加深了乡村的品位和质感。“一人一艺”乡村计

划着重推出了以旅游度假为形式、文化体验为内核、

村庄野外为空间的乡村特色文旅一日游路线，并制

作手绘和数字版文旅地图。目前，乡村计划相关实

施团队已制定出以溪里方、下沙村为主景点的“文旅

一日游”的两条旅游线，并制作了手绘与数字版的文

旅地图。以溪里方为主景点的“雅居线”，游客通过

走访、观赏溪里方村的文史展示厅、壹艺坊、美术馆

等旅游点，可以感受溪里方村的诗情画意。以下沙

村为主景点的“赶小海线”，游客通过观赏传统渔家

婚俗表演、和村民一起学唱村歌、体验赶小海等方式

来感受该村独特的渔家民俗。

数字乡艺行，服务触手及

宁波市文化馆还依托“一人一艺”云平台的功能

与资源，为乡村文旅中心提供专业的数字艺术服务，

实现村民学艺、赏艺、秀艺、授艺线上直达，艺术生活

触手可及。

此次针对乡村文旅中心提出了“数字乡艺行

动”，其中的数字体验空间是在乡村文旅中心开辟专

门的数字艺术体验空间，内设“一人一艺”一体机、资

源宝、学习大屏等数字化设备，海量资源随心选；数

字文旅地图则是为乡村定制研发，集图文介绍、语音

导览、视频推介于一身的乡村游览、文化探究的生动

载体。在数字资源定制方面，针对乡村文化特色和

实际艺术需求，选购优质数字艺术资源打包配送进

村，策划并定制本村文化特色专题片（或艺术慕课），

培育乡野艺术民师团。此次推出的溪里方村专题资

源库就包含古建筑篇、环境篇、美丽庭院篇 3个篇章，

并策划拍摄了一部影视手法的唯美宣传视频短片，

为首个乡村文旅中心注入艺术与美学内涵。

乡野艺术节，潮范在田间

稻田里的音乐会、田埂上的创意画、老宅院办起

美术馆……一连串潮流时尚艺术出现在田间地头、

农家小院，让潮范儿艺术在乡野田间碰撞出奇妙的

火花。带来这一连串惊喜的正是为配合“一人一艺”

乡村计划同步推出的 2018乡野艺术节。乡野艺术节

是为了推动文化产品向旅游产品的转变，把城市时

尚带到乡村田野，让村民感受美好生活的同时，把城

市的游客也带到乡村，让他们在乡村体验现代时尚

的另一种风貌。

2018 乡野艺术节包括乡野音乐、乡野活动、乡村

汇演及乡野集市四大板块，为喜欢时尚、潮流的年轻

人规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乡野音乐”分为

一个主会场、两个分会场。主会场的乡野音乐现场

召集了目前活跃在宁波乐坛一线的乐队及歌手，以

电音、说唱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表现形式为主，

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分会场之一的稻田

音乐将设立在一片约为 1500 平方米的稻田里，原生

态的环境配合由宁波灯塔音乐团队带来的极具现代

感和文艺气息的乐器和音乐表演，带来极大的视觉

冲击力和极佳的宣传效果。另一分会场的民谣音乐

会在夜晚的农家小院开启。

遍布全村各处的“乡村汇演”包含着象山民俗表

演、互动文艺体验、特色手作参与、亲子盆景制作等

丰富的内容，与此同时，在乡村文旅中心古戏台上的

“艺术名家展演”中，“天一荟”相约文化礼堂活动带

来了王锦文、张小君等宁波市名家的精彩演出，让曲

艺汇演与潮流音乐交相辉映。

“乡野活动”方面，艺术节现场设置了寻宝打卡、

红牡丹教学体验、艺术写生现场和青溪诗会等内

容。“乡野集市”上集中展示销售象山当地的 50 余种

特色农产品、文创和手工艺产品，还设立了技能体验

区域，让更多人在了解象山特色产品的同时，体验手

工艺术的乐趣。

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成立
2018乡野艺术节火热开幕

郑志玥

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万亚伟表示，把乡村全民艺术

普及工作，与农村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有机集合，注重特色的

物化、活化和转化，形成“自然+人文”“现代+传统”“风景+风情”

模式，“一人一艺”在乡村的普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

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表示，“一人一艺”来到乡村，带来了美丽

乡村的概念，有助于培养人们在生活中的艺术素养，使日常生

活审美化。溪里方村的乡村文旅建设，是“美丽乡村”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如何转型的典型案例，为其他乡村在建设过程中提供

了三点借鉴：一是溪里方村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美学阶段，村

民生活有了新的文化艺术追求；二是溪里方村建设以绿色为特

点的美丽乡村，达成了绿色生态与诗意的结合；三是“乡村振

兴”有机会和文化旅游等现代产业融合在一起，这里的产品和

运营模式不仅体现了艺术美学的价值，更为旅游产业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种借鉴。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

授李国新认为，乡村文旅中心成立是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走

向深入的标志。农民艺术素养的提升，是全民艺术素养提升的

标志。宁波在这方面做了一个示范，这是乡村文化旅游融合的

一次有益探索。将文化的因素嵌入到旅游中，通过旅游给公共

文化场所带来更多的人气，为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相信这种示

范效应很快就会见效。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

研究员巫志南表示，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产业振兴，以文化艺术

普及为切入点，带动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现实、可行的路径，溪

里方村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当“一人一艺”工程完成布局

后，就能形成一个平台，从而能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一个

新的乡村旅游形态，使产业得到持续发展。

宁波市文化馆馆长林红表示，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人和资源

向乡村的转移，比如乡野艺术节，意在面向更多的年轻人，从而

带动旅游；再如宁波市文化馆扶持建立的壹艺坊，意在增加乡

村产品的附加值。宁波市文化馆致力于让乡村文旅中心从“盆

景”变成“花园”，把已经具备条件的乡村作为第一批开发对象，

从而带动更多的乡村建设与发展，这是“一人一艺”乡村计划的

目标。

各方观点

稻田音乐会上的非洲鼓表演 阿乐 摄

魔术表演人气旺 高远 摄

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成立 高 远 摄 青溪诗会吟诵表演 高 远 摄

外国友人在溪里方美术馆学画中国画 高 远 摄

乡野集市热闹非凡 高 远 摄

下沙村民俗婚庆巡游 薛 刚 摄

整洁美丽的溪里方村 李 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