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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的春联有生气、更喜
庆。”昨天上午，镇海市民洪文
雅拿着区级文化特派员、镇海区
文化馆馆长王荆现场书写的春联
爱不释手。“我会将这份墨宝带
回家，与家人共享新年祝福。”
她告诉记者。

这是昨天举行的 2025 年镇
海区文化馆“送福送春联”活动
暨文化特派员惠民活动的生动一
幕。

此次活动选择在骆驼街道朝
阳村文化礼堂举行，可谓“别有
深意”——

作为一个从宋朝就存在的历
史古村，朝阳村文人辈出、古迹众
多，村民学习书法蔚然成风，全村
氤氲着独特的墨香。同时，朝阳村
也是文化特派员王荆被派驻的村
庄，所以她特意将这次新春送福、
送文化活动，“送”到朝阳村。

“每年临近春节，我们都会
邀请书法名家到村社、医院等
地，开展写春联送祝福活动，每
年送出的春联及‘福’字超万

幅。”王荆告诉记者，今年她借
助文化特派员工作联盟圈的资源
优势，联合了“后援团”，希望
能为村民提供更高品质、定制化
的文化服务。

王荆的“后援团”堪称强
大——有镇海区书协主席、文艺
名家鲍宗献，以及书法家徐家明、
朱云波、朱云岚、李响等人。在文
化礼堂一隅，他们挥毫泼墨、笔走
龙蛇，将新春的祝福凝注于笔端。

爱好书法的村民簇拥在桌前，
或是精心挑选心仪的“福”字吉
语，或是拍照留念、互道祝福。

与书法活动“相映成趣”的
是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舞蹈

《瑞狮鸣潮》、民乐演奏 《金蛇狂
舞》、男子群舞 《墨》 ⋯⋯依托
镇海区文艺赋美工程，多名歌舞
表演者倾情演绎，为村民带来欢
乐与祝福。

“下一步，我将结合朝阳村
的农文旅产业和村民生活、环境
等实际情况，持续发挥文化特派
员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
沉的作用，助推更多文化惠民活
动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心中。”
王荆说。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裴庚益 尚 媛

“上台后，大家不要紧张，
把握节奏，吐词要清晰，动作要
伸展⋯⋯”

1 月 5 日下午，在尚田街道
第二届村艺全民星赛决赛现场，
奉化区文化馆副馆长王虹雁提醒
即将登台的 8 名印家坑村村民，
注意表演细节，力争为观众带来
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王虹雁今年 38 岁，也是驻
印家坑村的文化特派员。当天，
由她编排、导演的情景剧 《醉美
小畲乡 魅力印家坑》 首次公开
演出。

“自从王老师担任文化特派
员以来，村民的业余生活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她不仅带领大家排
练舞蹈，还推出具有印家坑村文
化 特 色 的 情 景 剧 。” 说 起 这 名

“文化红娘”，印家坑村文艺骨干
俞层丽竖起大拇指点赞。

在印家坑村，有不少 60 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平时，他们很少出
远门，业余生活有些单调。

“我想为印家坑村引进更多

文化、艺术资源，让老年人老有
所享。同时，带着老年文艺骨干
出村表演，让他们老有所乐。”
王虹雁说。

自从去年 6 月担任文化特派
员以来，她不仅组织宁波市奉化
区戏剧家协会等单位的文艺工作
者“送戏下乡”，还在印家坑村
文化礼堂开设文艺培训课，让村
民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王虹雁说，春节前，大家打算到

邻近村庄开展“文化走亲”活
动，让更多尚田街道居民感受到
印家坑村的文化魅力。

与王虹 雁 想 法 相 似 的 ， 还
有 5 名 尚 田 街 道 文 艺 指 导 员 。
在 当 天 举 行 的 村 艺 全 民 星 赛
上，他们带着各自编排、导演
的节目参加角逐，展现了结对村
庄的风采。

“他们当中有热衷于公益事
业的退休干部，也有多才多艺的

志愿者，节目的形式、内容非常
接地气。”尚田街道文化站负责
人介绍。

文化特派员、文艺指导员
“组团”当导演，不仅为尚田街
道“乡村舞台”增光添彩，还丰
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今年，这些文艺团队将加强
文化艺术交流，开展“文化走亲”
活动，一起唱响乡村振兴“好声
音”。

张莹给村民张莹给村民讲课讲课。。
（（市文化馆供图市文化馆供图））

记者 戎美容

在宁海县前童镇大郑村，一
条由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串联起村
东与村西两棵古老的大樟树。村里
但凡有什么新鲜事儿，村民们总喜
欢聚在树下热闹热闹。近日，此处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村民油画
作品展。

暖煦的冬日午后，大樟树下
人头攒动。此次油画展作品丰富
多样，三十余幅作品，为村里的
迎新春氛围增添了浓郁的艺术气
息。

这场油画展是“人人都是艺
术家”项目的一次精彩呈现。此
前，村里开设的舞蹈与合唱课
程，让大郑村的村民走上了更广
阔的文艺舞台。

“是小张老师带领我们开阔
了视野。”村民童见芳作为村里
的“领舞者”，早在 10 年前，她
带领村民开启了村里跳广场舞的

先河。随后几年，大郑村成立了
舞蹈队，这个由 15 人组成的队
伍，只是简单“甩甩手”“踢踢
腿”，毫无章法可言。

直至小张老师的出现，才彻
底扭转这一局面。

童 见 芳 口 中 的 “ 小 张 老
师”，是派驻至该村的市级文化
特派员张莹，也是宁波市文化馆
艺术培训中心副主任。自 2024年
5 月浙江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以
来，张莹就全身心投入此项工
作，扎根乡村基层，携手团队在
村里精心打造“人人都是艺术
家”项目，开办美育课堂，致力
让乡村艺术兼具趣味与深度。

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张
莹通过组织座谈交流、深入实地
走访，精准洞察村民对文化的渴
望。她广泛拓展“朋友圈”，策
划一系列美育活动，培育本土特
色文艺团队，为地域文化建设筑
牢根基——

大郑村代表队在宁海县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群
众合唱大赛中，勇夺金奖；精心
创作的大郑村“村舞”艺术作
品，荣获 2024 全国“村舞”赋
能乡村振兴案例征集二等奖案
例；为村里青少年开办“梦境逸
夏艺术夏令营”⋯⋯在张莹及其
团队的悉心培训辅导下，大郑村
村民的文化生活精彩纷呈。

前童镇文化站站长卢尚志
说 ， 自 2024 年 10 月 大 郑 村 美
育课堂开课以来，以大郑村为核
心，辐射至整个前童镇，先后开
设油画课、扬琴课、舞蹈课、声
乐课等十余项课程，授课上百
次。“大郑村这支文艺团队，此
前七八年未曾获奖，如今屡屡登
台亮相，极大地提振了村民的自
信心与荣誉感。”

“ 文 化 特 派 员 不 是‘solo-
show’， 而 是 需 要 一 个 强 大 的

‘后援团’。”张莹坦言，被派驻的

这段时间，她得到了馆内同事的
鼎力相助，才有了如今村民丰富
的文化生活。

众人拾薪办好一件事，对
此，宁波市文化馆馆长孔燕深
表赞同。她表示，文化馆作为

“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 的 关 键 载
体，近年来，馆内文化工作者
持 续 投 身 艺 术 乡 建 活 动 。 如
今，文化特派员制度的落地实
施，有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
达基层，以一人为核心，联动
一支团队，助力一方实现文化
振兴。

“此次，我们派出了两位文
艺骨干，除了张莹，还有一位是
省级文化特派员沈姿颖，派驻奉
化区裘村镇马头村，助力当地非
遗项目发展。未来，我们将继续
以她们两位为乡村文化建设的

‘园丁’，把文化种子遍植乡村，
让乡风乡韵绽放全新光彩。”孔
燕满怀期待地说。

徐剑锋

近日，海曙区西门街道新芝
社区的老人们欢聚一堂，品尝腊
八粥的美味。为了让老人们提前
感受腊八节的民俗氛围，该社区
的党员志愿者一早就准备煮腊八
粥的食材。喝着软糯香甜的腊八
粥，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1 月 5 日 《宁波日报》 民生
版）。

一碗碗饱含深情的腊八粥，
不仅温暖并滋润着老年人的心
田，也让爱心正能量传遍城市的
每个角落，使传统节日过得更具
内涵、更有意义。

年年岁岁粥相似，岁岁年年
味不同。腊八“施粥”于当下的
意义，更多的是对慈善传统的一
种展示和传承。爱心腊八粥的应
运而生，弥漫着幸福的味道，洋
溢着和谐的气氛。这种“雪中送
炭”的“辐射效应”，为民间慈
善注入了强劲动力，所传递出的

片片爱心弥足珍贵。
可以说，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

八粥，对应的是一份份滚烫的爱
心。

毫无疑问，送人热粥，手有余
香，爱心腊八粥传递的是人间真
情，而且已经成为市民的共识。除
了爱心腊八粥之外，还可以通过慈
善捐助、爱心年货、慰问困难群众
等形式，让温暖过年的覆盖范围变
得更大、更广、更全面。譬如，看
到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不
妨为他们添一件棉衣；遇到那些流
浪在街巷里弄的乞讨者，不妨递上
一床棉被、送上一碗热汤。这样的
爱心行动有了更多的响应，一定能
为急需帮助的人解燃眉之急。

爱心腊八粥给我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慈善文化课，只要我们每个人
心中常存善念、坚持善行，就能为
和谐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爱心暖
流。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爱心腊八粥汇聚民间慈善暖流

昨日上午9:00，宁波市第四中学考点门口聚集了许多学生，他们三
五成群站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可能遇到的题型。当天，浙江学生迎来
了他们2025年首场大考——2025年1月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试。据统计，宁波共有 7 万余名考生报名参
加。 （陈结生 宣佳含 摄）

2025年“浙”里首考

在北仑柴桥这个被誉为“中
国花木之乡”的地方，3500 亩茶
梅正竞相开放，为冬日增添了一
抹艳丽和生机。

昨天，记者走进位于柴桥的茶
梅种植区，看到盛开的茶梅品种繁

多，有朝仓、晚霞等。柴桥街道发展服
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柴桥的这
些茶梅树型娇小、枝条开放，易修剪造
型，不仅是装饰庭院的理想盆栽名花，
也成了市民选购年宵花卉的首选。

（许天长 孙肖 叶晶晶 摄）

通讯员 岑思懿

天气渐冷，但镇海九龙湖镇
“甬爱 e 家”里却暖意洋洋。既
能喝茶休息，又能应急充电，还
能在这里参与培训和报名志愿活
动，让负责九龙湖片区的快递员
陈春梅不由感慨：近年来九龙湖
镇各个“甬爱 e 家”新就业群体
服务驿站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元
和便利。

为切实关怀新就业群体，进
一步提升他们的归属感、获得感
与 幸 福 感 ， 九 龙 湖 镇 “ 甬 爱 e
家”携手辖区内社会组织探索

“驿站+志愿服务”模式，推进新
就业群体基础服务常态化、暖心
关怀精准化、融合治理双向化。

1 月 2 日，龙源社区“甬爱 e
家”携手九龙湖黄背包志愿者协
会举办冬日暖心活动。现场，社
区工作人员和黄背包党员志愿者
为新就业群体准备了“暖冬大礼

包”，还指导他们使用驿站内新设
置的智能便民健康服务设备。

与以往不同的是，“驿站+志
愿服务”活动还在驿站内设置并启
用黄背包志愿者服务联络站点，鼓
励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
务。陈春梅表示，以前她觉得自己
是 “ 受 助 者 ”， 现 在 她 更 想 成 为

“志愿者”，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
社区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该镇的河源社区，社区“甬
爱 e 家”联合半日娴共富工坊设置
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基地。驿站邀
请半日娴共富工坊糕点师和达人入
驻，为新就业群体制定特色课程，
从“输血式”帮扶转变为“内生
式”的共同发展，让他们在助人自
助中，乐有所学、学有所获。入冬
以来，驿站针对新就业群体定期开
展点心制作等培训活动，并分派订
单给参与度高、制作水平较高的参
与者，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关爱的同
时也能增加收入。

九龙湖镇“驿站+志愿服务”
打造新就业群体温暖的家

柴桥3500亩茶梅盛开

情景剧情景剧《《醉美小畲乡醉美小畲乡 魅力印家坑魅力印家坑》。》。
（陈章升 裴庚益 摄）

文化特派员携手文化特派员携手““后援团后援团””送福送春联送福送春联

文化特派员当导演文化特派员当导演
众村民登台秀才艺众村民登台秀才艺

看“动起来”的报纸
唱响乡村“好声音”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