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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恩明

日前，2021年度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先进
个人名单公布，我市 79岁的文艺家叶泽诚被
评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浙江卷”编纂工作
先进个人，是全省 5 个先进个人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

叶泽诚从事民间文化的采集、研究和教
学、开发利用工作多年，内容涉及民间文学（故
事、谚语、歌谣、笑话、俗语、谜语）、民俗学、民

间艺术（工艺类和表演类）、传统村落保护、民
间建筑和民间医药等，曾获部级、省级各种奖
项30余次。

2021 年 4 月，受中宣部、中国文联的委
托，中国民协于 2021 年至 2025 年将编纂完
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包括民间故事卷、民
间俗语卷、民间小戏卷、民间曲艺卷、民间谜
语卷、民间歌谣卷、民间谚语卷、民间传说
卷、民间神话卷、民间说唱卷、民间笑话卷、
民间寓言卷等 12卷。叶泽诚着手参加浙江省

卷的编纂工作。接到任务后，他查阅调研了
大量文史和民间资料，笔耕不辍，以一己之
力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浙江
省卷台州分卷》的编纂，这是全省第一本经
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审核通过的故事卷，共
1000页，1000个民间故事，100万字。此外，他
还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俗语卷·浙江省
卷》《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卷·浙江省卷》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卷·浙江省卷》编撰 50万
文字。

2021年度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先进个人出炉

台州文艺家叶泽诚上榜

本报记者王佳丽

日前，浙江省组织开展第二批大花园耀眼明珠遴选评审工作，共
有 8大类 26个耀眼明珠上榜。其中，我市的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神仙
居、仙居神仙氧吧小镇成功入选。

加上入选全省首批大花园耀眼明珠的天台张思村，我市共有4地上榜。

主客共享，打造城旅融合美好空间

风景如画的天台县平桥镇张思村，村周田畴绣错，绿树成荫，山水
穿村环流，村街曲折入胜。我们可以在飞檐反宇、雕窗画额的古建中触
碰历史，也可以在古民居里了解做红曲酒、编篾席等传统工艺。“近年
来，张思村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
乡村蜕变。在游客高峰期，村集体旅游年收入可达 160万元。”张思村
党支部书记陈海强介绍。

上榜全省首批大花园耀眼明珠“古城名镇名村”后，张思村加快了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步伐，致力于打造宜居宜
乐、主客共享的旅游目的地和生活新场景。“目前，张思村已发展农家
乐及民宿 22家，能够满足大部分游客的需求。今年，已建成的宗渊书
院和即将完工的生命奥秘博物馆，将作为游玩新亮点。”陈海强说。除
了大力发展乡村休闲特色旅游，下一步，张思村还将推动“数字张思”
建设，打造“未来乡村”典范。

三月，临海台州府城景区的樱花如期开放。“但是因为疫情防控需
要，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也无法举办樱花市集，感到有些遗憾。”临海市
民小王说，无论是樱花市集、美食庙会、柴古唐斯越野赛，还是文艺气息
浓厚的音乐会、读诗会、艺术节……近年来，越来越多既新鲜又时尚的
活动在古城落地，不仅提升了游客参与度，也带动景区热度，增加景区
的文化内涵。作为台州府城的“小粉丝”，小王也时刻关注着景区动态，

“如今的台州府城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开放，也更加好玩，吸引了更多像
我一样喜欢创意的年轻人。”

除了越来越美丽的景区环境，越来越丰富的旅游业态，对于景区
内的原住民来说，他们感受到了更多提升生活舒适度、便捷度的“看
得见的变化”。曾经的“空中蜘蛛网”，通过街巷改造和三线入地工
程，已经被清扫一空，干净整洁又“高颜值”的旅游厕所成为公共服
务的新门面。此外，景区近年来新建 6个生态停车场，增设公共休闲
区块 22处。通过打造城景合一，规范景区管理，不断擦亮景区居民的
美好生活成色，实现惠及于民。

为旅游赋能，给文化加码，台州府城的建设步伐始终没有停下，持
续推进景区功能完善、历史文化挖掘和服务品质提升，打造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府城样板”。“今年，临海提出了十大标志性成果打造工程
项目，其中大部分与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息息相关。借助标志性成果建
设契机，我们将着力推动府城记忆工程、道宗溯源工程、巾山诗韵工程
的落地，实现景区整体提档升级。”临海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介绍。

串珠成链，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

“神仙居的如意桥视野特别棒，风景特别漂亮……”在神仙居景区，
除了群山叠翠、溪涧交错的山水风光，如意桥、卧龙桥、圆梦桥、鸿蒙桥
等一座座“网红桥”，同样成为吸睛点。

近年来，随着神仙居景区扩容提质工程的推进，除了“网红桥”的建成
开放，景区内的栈道、游步道、观景平台、仿生态公厕、凉亭等基础设施建
设也越来越完善，AI智能分析、智能管控平台等数字化服务运用越来越成
熟，不断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景区公众知晓度。
2021年，神仙居景区接待游客142.1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62亿元。

借助景区的辐射作用，神仙居景区也带动周边景区镇、景区村庄
蓬勃发展。近年来，仙居县以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鲜活样板为目标，
集中力量打造环神仙居大花园示范区，交出了一张闪亮的答卷。

在高迁古村感受白墙灰瓦、红花绿水的世外人家；在东横街村的研
学基地，亲自体验一把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的制作；在上横街的牛棚咖啡
厅，点一杯咖啡，坐在云甜植物艺术图书馆里发呆；在下叶村来一场充
满乡野趣美的慢旅行，住进当地民宿……将村庄变成景区，环神仙居区
域分布的一个个村庄，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精心打磨“一村一品牌”
的特色旅游文化内涵。通过景区与村庄的联动效应，不仅延长了当地的
旅游产业链，也把游人留在了仙居。环神仙居区域的民宿日均入住率达
到82%，实现了旅游兴村，富民利民。

此次一同入选的神仙氧吧小镇，也在环神仙居区域。自 2020年作
为产业平台类被列入“大花园耀眼明珠”培育对象，神仙氧吧小镇开展
了一系列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加
速产业培育集聚，加快实现小镇康养度假功能。如今，神仙氧吧小镇利
用神仙居景区形成山上山下联动模式，借助山水田园、乡村休闲、健康
养生、文化研学等特色体验，已成为知名的旅游小镇。2021年，神仙氧
吧小镇接待游客达700多万人次，旅游总产出达56亿元。

神仙氧吧小镇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发展，促进当地就
业创业。凭借乡野自然风光和浓厚的旅游氛围，周边村庄大力推进民宿
产业，目前可提供民宿床位数达3000多个。近年来，通过生态樱花走廊
等特色景观工程的建设，神仙居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文化产业的打造，引
进一批高端酒店项目等，为百姓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目前已累计新增
非农就业岗位2.5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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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在近日召开的浙江省2022年文化馆长
视频会议上，各地文化馆接到了一个任务，
即“如何发挥文化馆优势，全面推进全民艺
术普及，助力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先行省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

事实上，在台州，各地文化馆早已主
动担当全民艺术普及的“先锋队”，在助
力乡村实现“文化共富”的路上不断探
索前行。

“看客”变“主角”

近年来，在台州市文化馆公益培训
项 目“ 文 化 超 市 ”的 示 范 引 领 下 ，各 县
（市、区）文化馆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城乡
联动，“乡村艺校”“文艺百师团”“文化
嘉年华”等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公益培训
项目全面开花，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艺术
培训平台。

作为村民家门口的文化综合体，在
台州广袤乡村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农村
文化礼堂，成为各类公益培训项目的活
动阵地。

2020年，温岭市文化馆在原有“书香机
关”“艺飘社区”培训基础上，启动“乡村艺
校”，统筹辖区 16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200余家农村文化礼堂等，实现资源需求精
准对接。

温岭市文化馆馆长张一彦介绍，通过
搭建全民共享平台，“乡村艺校”更好地整
合现有文化资源，建立线上师资库，为各地
文化礼堂总部提供“菜单式”服务，根据各
地需求送课到基层。

上月，温岭市 2022年度“乡村艺校”春
季班报名正式启动，泽国镇文化站站长童
晓晖结合当地文化需求，点单了 34门培训
课，教学点位辐射该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
化礼堂等共计 40 多个。他说：“我们参与

‘乡村艺校’有两年了，开设的课程数目每
年增加，大家学习热情相当高。”

温岭“乡村艺校”全年分春、秋两季，去
年，该培训项目共计开展培训 510班次，招
收学员10731人，受训学员达25.7万人次。

去年，天台县文化馆“文艺百师团”针
对多类群体，先后推出“美丽乡村行”“青春
机关行”“温暖特教行”等活动，培训场次
100多场，受益人群5000人次。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参与过公益培
训活动的学员。

温岭箬横的金军焕 41岁，原来在南京
工作十多年，近两年回到老家后，他发现家
乡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每天傍晚，不少
邻居朋友不是在文化礼堂，就是在去文化
礼堂的路上。”去年，金军焕也报名参加“乡
村艺校”的吉他提高班，“我们也渴望业余
生活多姿多彩，也希望能多开一些年轻人
比较感兴趣的公益课。”

家住玉环市楚门镇的 57岁的王女士，
是该市文化馆“文化嘉年华”排舞班零基础
学员。她对于公益培训课赞不绝口，“不仅
提供了免费学习的机会，而且每期都收获
很多。参加艺术培训活动之后，我觉得每天
都很充实。”

能人变老师

玉环市文化馆副馆长孔丹丹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今年，玉环市文化馆公益培训品
牌“文化嘉年华”提质升级，“百千万艺课
堂”计划即将启动，预计全年完成 2000课
时，惠及范围覆盖该市 11个镇（街道）以及
鸡山岛、海山岛海岸线。孔丹丹介绍，近年
来随着“文化嘉年华”进基层工作不断推
进，玉环市不断发展壮大民间艺术团队伍，
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

借助各乡镇（街道）“三团三社”、文艺
骨干的社会力量，文化惠民的种子才能播
撒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去年一整年，温岭“乡村艺校”模特走
秀授课老师卢青青都很忙。她先后将课程
送入太平街道、城东街道、城南镇、石塘镇
等多个基层文化礼堂。

她发现，模特走秀培训颇受欢迎，“报
名阶段会出现抢报、瞬间满额现象。上课的
时候，也有学员带姐妹过来‘蹭课’，大家
都希望有提升自己气质、展示自己风采的
机会。”

卢青青也感受到学员们的学习热情。
为了巩固学习成果，石塘镇苍岙文化礼堂
的学员会在夜间自行组织练习，“上课时，
大家都学得很认真，平时也会勤加练习，一
季课程下来，水平提升得更快，自身也得到
了成长。”

今年，卢青青又接到了四个乡镇（街
道）的上课“点单”，“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学
员培养兴趣，陶冶情操。”

还有一些接受公益培训的精英学员，
在掌握艺术技能后，以老师的身份回归培
训课堂，发扬“传帮带”作用，将更多艺术爱
好者领进门。

2016年，天台人徐晓海报名天台县文
化馆“文化超市”的相机摄影班，跟随老师
范旭初学习。如今，这位曾经的摄影“菜鸟”
已是台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天台县摄影

家协会理事，同时，他也热忱参与当地摄影
公益培训当中。

2020年，天台县文化馆“文化超市”结
合学员多样化的需求，新开手机摄影课，由
徐晓海担任老师。“我也是从零基础学起
的，能享受这么好的公共文化资源，也想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服务大众。”徐晓海说。

“培育文化力量，让文化真正惠民，
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天台县文化
馆馆长吴彬凌表示，“参加公益性培训
的优秀学员，可以继续对团队其他成员
进行培训，很好地扩大了基层培训队伍
和受训面。”

“盆景”变“风景”

近年来，台州市文化馆通过市、县、镇、
村四级联动，以点带面，深入基层，打造多
个平台，将全民艺术普及的道路越走越远、
越走越宽，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公共文化
服务。

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台州市本级
公益培训项目开设课程470余项，参与群众
157万余人次，各县（市、区）文化馆的公益
培训项目服务期数达 1749期，49148场次，
受益民众约324万人次。

其中，台州各地文化馆配合全省“圆梦
青苗·以艺育美”美育课堂，担负起对农村
未成年人进行文化指导的新使命。如去
年，天台县文化馆首次推出“文艺百师团·
花儿课堂”，针对山区学校开展送教帮扶
活动。志愿者们深入石梁、街头、龙溪、洪
畴、福溪、平桥等乡镇的学校、文化礼堂、
留守儿童之家，开展音乐、舞蹈、美术等艺
术课程。

文化惠民扎根基层有人气、接地气，累
累硕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台州市第四届广场舞大赛暨首届新民
间舞大赛、市全民艺术普及成果展演、2021
市农村文化礼堂团队暨“三团三社”建设成
果展演、台州市第六届“群星璀璨”优秀美
术书法作品展等市级平台，集中展示了近
年来台州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

大平台辐射引领，小平台覆盖基层。椒
江的“村企联盟”、路桥的“九村文化联盟”、
天台的“天天大舞台”、临海的“府城文化百
花园”等基层公益艺术培训成果汇报展演
上，基层学员们用丰富的作品检验学习效
果，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层文化供给。

台州市文化馆馆长俞叶萍说：“全民文
化艺术普及，需要文化主管部门从‘办文
化’向‘管文化’、文化服务方式从‘送文化’
向‘种文化’、农村居民从‘要我参加’向‘我
要参加’、基层文化阵地从‘单一低效’向

‘百花齐放’、文化治理格局从‘分散线状’
向‘共建共享’等一系列转变。”

接下来，台州将在原有培训基础上，出
台《高质量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文化大超
市”行动计划（2022-2025）》，实施市、县、
镇、村四级联动，政府、社会、市场和服务对
象四轮驱动的“文化大超市”，对外一个品
牌，对内百花齐放，做出特色，为全民艺术
普及探索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文化“种”到乡村，百姓精神富起来

台州府城景区台州府城景区 王佳丽王佳丽摄摄

神仙氧吧小镇神仙氧吧小镇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神仙居旅游度假区开发中心神仙居旅游度假区开发中心

温岭泽国的书法培训班温岭泽国的书法培训班。。

天台文化志愿者入村教学天台文化志愿者入村教学。。

台州各地文化馆配合全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美育课堂，对农村未成年人进行文化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