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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才

“以文艺化导人心”，这是“品质
剧匠”、九旬演员游本昌，在不久前上
海举行的“剧耀东方 2023 电视剧品
质盛典”上，送给年轻同行们的一句
箴言，这也是他挂在家中的一块牌
匾。1985年因演济公闻名、去年又在
电视剧《繁花》中演爷叔火爆，游本昌
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

“文化”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广义上
涵盖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积淀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其
中，“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逢年过节，各类文艺活动在城乡蓬
勃开展，为社会大众增添了丰富多彩的
生活内容，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这个新春佳节，台州推出“和合迎新
春，文化进万家”五大系列主题活动，为
市民和游客送上“台州味”十足的新春
文化盛宴。此举可见政府和社会团体在

“文化惠民”上用心用情用功之深，平添
了民众节日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以文艺化导人心”，不是生硬的

灌输，而是潜移默化，让人们在会心
一笑中不经意地接受某个事理人情，
悄悄地引导人心向真、向善、向美，进
而形塑日常的嘉言懿行、公序良俗。

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
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撷取火热生动的素材，捕捉
时代的脉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
作出大众喜闻乐见、意蕴丰富深邃的文
艺作品，达到以文娱人、以文育人之目
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手机屏
幕普遍“见多识广”，他们欣赏春晚等文

艺演出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也无
形中抬高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门槛。

台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已连续18个
年头，推出台州市春节联欢晚会，这在
全省乃至全国地市媒体中，都首屈一
指。今年台州春晚，由中心与新吉奥集
团联合主办，冠名“江南长城之夜”，节
目推陈出新，彰显浓郁台州特色，连同
多年举办的台州商人春晚、老年春晚、
少儿春晚，带给观众欢乐的心情、美好
的享受和观念的启迪。一个方言小品

《我是“教授”》，以诙谐的表演，在令人
捧腹之余传递了人生观、价值观的转
变，这与绍兴进京演出的现代越剧轻
喜剧《祝家庄里的年轻人》如出一辙。

文以化人，文以明人。

以文艺化导人心

台传媒记者陈 赛

锣鼓喧天闹新春，喜气洋洋迎新
年。2月 11日一大早，温岭新河镇披
云村文化礼堂大院里热闹不已，村民
们从各处拥来，欢聚在一起，等着观
看新春文艺演出。

“哇，好厉害啊！”9点半，整场演出
在舞龙表演中拉开序幕，精彩表演引
来现场村民阵阵喝彩。“一看大家就是

下功夫了。”一直拿着手机记录精彩表
演的李女士说，“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
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这个年很热闹！”

舞龙、大鼓、腰鼓、舞蹈、太极扇……
一个个年味十足的节目轮番上场，收获
了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据了解，这次演
出汇集了新河镇塘下村、坦头桥村、硐
天新村、渡南头村、披云村、上桥头村、
下张村等多个农村文化礼堂的表演团
队。150多位表演人员中，年纪最大的78

岁，最小的20岁出头，参与度很高。
“村民是这场演出的主角，从主持

人到节目表演，所有角色都由本地村
民自行担任。”新河镇文化礼堂分部管
理员金永坚说，“每个节目都由村民精
心编排，自导自演，这也是我们乡村艺
（体）校培训成果的一次文艺展演。”

“保持微笑”“走位要注意”“下个
节目可以候场了”……在演出现场，来
自塘下村的黄巧文无疑最为忙碌，自

己既要上场表演，还要兼顾整场演出
顺利进行。“很多节目都是我教的，这
次演出也是挑选了平时学得比较好的
节目。”黄巧文说，“演出受欢迎，我很
自豪，这个春节过得也很有意义。”

刚结束腰鼓表演的何桂云是披
云村村民，今年59岁，参加乡村艺（体）
校培训六七年了。“除了腰鼓，我还会木
兰扇、纸扇舞、太极拳等。我们每个月在
礼堂小剧场有一次表演，大家参与的
积极性都很高。”提到农村文化礼堂的
活动，她很是兴奋，“往年过年就出去旅
游了，今年这样过年更有意思也更热
闹，这些表演让年味更浓。”

村民自导自演 礼堂年味十足

台传媒记者颜 彤

“嘭嘭嘭——”2月 9日晚，在临
海灵湖公园，鞭炮声、烟花声此起彼
伏、震耳欲聋。

台州学院国际学院的留学生李小

龙，正在和朋友一起欣赏漫天璀璨的
烟火盛宴，绚烂的烟花、热闹的节日氛
围令他兴奋不已。这是他首次过春节，
为了庆祝中国新年，李小龙早早地就
和朋友们商量好，要在除夕夜一起制
作家乡的美食——Biryani（印度香饭）。

前不久，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新
年联欢晚会。当晚，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
名留学生与台州学院的教职工们相聚一
堂，一起唱歌、跳舞、玩游戏、包饺子、写
春联，体验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大团圆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

随着音乐响起，食堂的叔叔阿姨们将
一碗碗刚剁好的牛肉饺子馅摆上了
桌。紧接着，台州学院的几名老师走到
人群中，开始教大家包饺子。有的留学
生边学边做，对着最终成品满意地拍
照留念，有的则我行我素，蒸笼里中不
乏奇形怪状、独具特色的“成员”。

另一边，一张长桌上铺满了红
纸，学生们正手握毛笔，在一张张方
块纸上认真书写自己的中文姓名或

“福”字。桌子一角，“新年快‘了’”四
个字令人忍俊不禁。（下转第二版）

从饺子到烟火

留学生沉浸式体验中国年

台传媒记者李寒阳

2月11日，来自辽宁铁岭的李师
傅仍在椒江大陈供水连岛工程施工现
场坚守。从去年正月十六出门，李师傅
已有一年没回老家。为了早日实现工
程完工，李师傅等37名工人今年春节
选择留在台州，确保该项目稳步推进。

近年来，由于开发力度较大，大
陈岛上用水量逐年增加，近 10年来
用水量增长翻倍，供水形势紧张。
2022年，台州市水务集团和椒江区
政府着手谋划大陈供水连岛工程，投
资4400万元，在上、下大陈岛之间铺
设一条长4700米的海底管道及新建
一座加压泵站，保障大陈岛供水。

今年开年，台州市水务集团加大
该项目推进力度，施工人员挂图作
战，倒排工期，抢抓1000米钢管焊接
和定向钻扩孔的进度，并完成大陈供
水连岛工程水下地形图测量。

“工程建成后，上大陈岛较为丰
富的水源会得到充分利用，两岛之间
将实现供水管线互通，岛上的供水安
全性也会大大提高。”台州自来水有
限公司总经理阮华建说，目前该工程
的初勘报告和可研报告获批复，初步
设计报告正在积极编制中。

2月 1日，在工人们不惧寒冷天
气加班加点抢修后，台州市南片水资
源优化利用工程飞龙湖点位的“最后

一公里”比计划提前10多天完工。
“迷笛音乐节计划4月在飞龙湖

开展，该点位的提前完工，为后续美
化等工程预留了充足时间。”台州城
市水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江思
思补充，该项目现沉井施工11座，已
开挖2公里，预计一季度完成路桥段
挖掘工作。

台州市南片水资源优化利用工
程是台州市水务集团推进的另一重
点项目，旨在满足椒江、路桥的发展
用水需求，与现有供水系统形成互联
互备，提高应急供水保障能力，更好
服务于台州南片的社会经济发展。

今年，台州市水务集团强化供水
项目谋划建设，推进产业项目多元布
局，初步谋划和实施重点项目12个，
概算总投资约 38.26亿元，安排年度
投资5.81亿元。

其中，黄岩区土地整理、市区小
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高品质饮用水
（直饮水）、市区净水厂臭氧预处理及
自控改造等项目已在年初开工。

“随着四期引水工程陆续建成，
台州南片已形成‘三纵三横’的供水
骨干网络，大型水厂的布局也已基本
满足今后若干时段的供水需求。近阶
段，我们将着重谋划和实施三区的管
网互联互通和供水保障能力提升项
目。”台州市水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俊说。

2024年安排投资5.81亿元，台州市水务集团——

实干争早春 全力抓项目

台传媒记者王恩兴文/摄
2月 11日傍晚，路桥区十里长街

谢家里，飘着浓浓的火锅香味，游客
们结伴而坐，一边吃着热乎乎的火
锅，一边欣赏精彩的变脸表演。

自 2 月 10 日开始，路桥区每天
设定一个主题，举办“一条龙福”“欣
欣向龙”龙年市集、“大展龙图”十里
长街龙元素特展以及“龙颜大悦”和

“福星阁见面吧”等系列精彩活动。
谢家里举办的“新春谢家宴”正是其
中一项。

老街中心广场上，巨龙造型的花
灯美轮美奂，映衬着熙熙攘攘的人
群，浓浓年味扑面而来。“坐游船、吃
美食、看灯光秀，老街很潮，很好玩！”
趁着春节假期，市民郭翠带着小孩来
老街感受传统的魅力，并拍照分享到
微信朋友圈，与朋友共享新年的喜
悦。除了龙灯、春灯、水母灯等各色花
灯，十里长街共布置“龙”元素展陈30
多处。

沿着青石板路，来到廊桥上，只见
一艘花船缓缓驶来。船上游客悠游十
里长街，沉浸式感受路桥文化底蕴。

18点 15分，虽然灯光秀表演开
始还有十几分钟，但福星阁的对岸，

已经站满了翘首以盼的游客。
（下转第二版）

路桥：古街潮玩感受十里繁华街潮玩感受十里繁华

图为福星阁灯光秀图为福星阁灯光秀。。

台传媒记者王 艳

正月初一，泛舟湖上，品茗一壶红
茶，欣赏官河美景，尽享宋韵年味……
正值龙年新春，黄岩官河水街又迎来
新一轮蝶变，新春系列活动如火如荼
开展。悠悠古韵碰撞浓浓年味，吸引
着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打卡”。

千年永宁，悠悠官河。自官河古
道项目建设以来，黄岩频频出圈，其

中官河水街沿线通过打造永宁市集、
鹭洲树屋·永宁幸福岛、全国首条户
外数字经济元宇宙街区等爆点，塑造
了黄岩全新潮玩地标。

“今年春节，为进一步烘托年味，
我们结合官河水街现有设施，引入宋
朝‘风雅过年’元素，推出了永宁茶
舫、观光游船、‘官河印象’沉浸式演
绎、‘千年官河 宋韵雅集’春节游园
等新春系列活动，再现南宋时‘但为

新年忙’的春节场景。”黄岩城投集团
副董事长陈海红介绍。

冬日午后的惬意，藏在一壶“团
圆”茶里。永宁茶舫的精彩亮相，最先
俘获市民芳心。该茶坊设在内湖之
上，12艘游船沿窄桥停靠，木制船饰
搭配工笔挂画，点一壶茶谈天说地，
颇有古时煎茶斗浆的氛围。

“第一次感受到古代过年的氛
围，没想到是在自家门口，很有意

思。”刘洋一家四口住在官河周边，听
说水街“上新”，新春第一天特地步行
前来。品品红茶，看看风景，聊聊家
常，欣赏湖面音乐会，一年的疲劳仿
佛都消失了。“正月初四开始，这里还
有打铁花表演，到时候叫上亲戚朋友
都来。”

若是觉得品茶不尽兴，还可一试
另一侧盛大启航的官河游船，将官河
古道的蝶变美景尽收眼底。“游船服务
开设在西江河、南官河部分河段，共有
3种类型可供挑选，适合亲子、情侣、家
族乘坐。”永宁茶舫负责人介绍。

阳光正好，鹭洲树屋里人头攒
动，一场“千年官河 宋韵雅集”春节
游园活动正在开启。（下转第二版）

桨声灯影里梦回宋朝

黄岩官河水街“风雅过年”

2月 11日，游客们
在玉环市上栈头村景
区，体验“空中漫步”“高
空骑车”“丛林飞跃”“时
光隧道”等项目带来的
刺激和乐趣。春节期间，
玉环市民就近旅游，享
受春日里美好时光。
台传媒通讯员吴达夫摄

村庄景区
人气旺

台传媒记者张 怡

崭新的春联、喜庆的年画、红彤
彤的灯笼……这几日，充满年味的逢
祥书屋人气颇高。返乡学子们在静谧
的环境中捧着书阅读，在热闹的过年
氛围中寻找内心的宁静。

“新年快乐，为读者营造愉悦的
阅读空间。”农历大年初一晚，王逢祥
发朋友圈向大家拜年。而这，正是他
创办逢祥书屋的初衷。

萌芽
王逢祥，1983年出生，天台县平

桥镇峇溪村人。在外打拼多年后，他
于2016年回乡创办公益书屋——逢
祥书屋，致力推广全民阅读。

学生时代，王逢祥并不爱读书。
1999年，王逢祥初中毕业，选择跟着
村里的师傅学习木雕手艺，开始接触
到工具书。从那时起，他才慢慢喜欢
上了看书。

3年后，王逢祥学成出师。凭借
一身好手艺，他前往广东、山西、辽宁
等地打拼，一年能挣三四万元。在当
时，这个收入十分可观。

2006年，王逢祥来到杭州工作，
在叔叔的介绍下，与著名画家、乡贤王
德惠相识。两人因志趣相投，成了忘年
交，常常结伴去各地看画展、书展。

“和王德惠老先生出去，每次都
能学到不少东西。”随着去的地方越
来越多，看的书越来越多，王逢祥的
眼界也越来越开阔。

2015年农历正月十六，王逢祥
与朋友去常州旅行。两人怀着好奇之
心，来到了一家 24小时自助书屋。

“河畔边，听着轻音乐，看着书，这种
感觉太美妙了。”王逢祥内心产生了
的一种冲动，想回家办一个公益书
屋，供村民免费看书。

“办书屋是件好事，我建议先多

淘些老书。”回到杭州后，王逢祥将办
书屋的想法告诉王德惠，得到了他的
大力支持。

当时，峇溪村正在筹建王德惠书
画馆，计划2016年10月开馆。王逢祥
在心里默默做了个决定：逢祥书屋要
和王德惠书画馆同一天启用。

为办好书屋，王逢祥前往上海、
杭州、苏州等城市的优秀书店取经。
慢慢地，乡村理想阅读空间的样子在
他心中逐渐清晰。

实践
2016年9月，在做完G20杭州峰

会的志愿者后，谋划已久的王逢祥回
到峇溪村，拿出所有积蓄打造书屋。

“我希望用最少的改变，来突出乡土
建筑之美。”从书架选材、空间设计到
书本摆放，王逢祥事事亲力亲为。

2016年 10月 1日，王德惠书画
馆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人前
来观看。当天，王德惠特意为逢祥书
屋揭幕，帮其引来了第一批读者。乡
村书屋在当时是个新奇玩意，一传
十、十传百，吸引了周边不少村民前
来参观。

“当时由于资金有限，只装修了
一楼，二楼还闲置着。人一多，就显得
有些拥挤。”王逢祥说。

2017年，王逢祥鼓起勇气参加
北京卫视《跨界歌王》节目举办的全
民梦想征集活动。经过层层选拔，他
成为23名“梦想家”之一，获得了5万
元书屋升级改造资金，这才造就了逢
祥书屋现在的样子。

在逢祥书屋门口的书架上，摆放
着500余本连环画，这是小孩子最喜
欢的阅读区域。步入屋内，映入眼帘的
是分门别类、摆放整齐的满墙书籍。顺
着木梯来到二楼，木梁屋顶、青砖墙、
掉了漆的桌椅与柔和的灯光交相辉
映，给人一种怀旧之感。（下转第四版）

一个人 一栋房 一屋书

王逢祥：点亮乡村阅读之灯

彰显核心价值观·身边的感动

图为王逢祥在阅读图为王逢祥在阅读。。（（采访对象提供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