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宁波文艺宁波 2022年09月08日 星期四
编辑：郑海锋 / 美编：安 瑜 0909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助力乡村共富
宁波文艺界探索“艺术乡建”新路径

◎ 记者 陈 冲 通讯员 王 吉

艺术如何助力乡村共富？宁波文

艺界探索"艺术乡建"新路径。9月 1日
至 2日，2022年宁波文艺界暑期读书会

暨“艺术乡建”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宁海

县举行。

会议提出，在未来三年，宁波全市文

联系统将着重开展艺术特色村发展工

程、村民艺术素养提升工程、基层文艺人

才强基工程、乡村题材文艺精品哺育工

程、乡村在地场景融合提升工程等五大

工程，搭建一批“艺术乡建”交流展示平

台，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艺术乡建”品

牌成果，推动“艺术乡建”成为打造共同

富裕先行市和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鲜明

标识。

宁波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杨劲表

示，要深入基层调研，对各地农村文化资

源进行全面排摸，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

“走下去”，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走差

异发展、特色发展之路。要加强宣传引

导，带动村民由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鼓

励更多文艺家、“文艺两新”人才将工作

室开到乡村，实现从“送”到“种”再到

“创”的升级转型。宁波市文联将充分吸

纳文艺界代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

《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力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并于近期正式

发布。

文艺界代表
建言献策“艺术乡建”

会上，宁波 10个区（县、市）文联和

12个市文艺家协会进行了“艺术乡建”结

对签约仪式；区（县、市）文联与市文艺家

协会、宁波“文艺两新”联盟等文艺界群

团组织就“艺术乡建”工作的开展现状和

下步打算作了交流发言。

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文学港》杂

志社主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荣荣说，

宁波市作协将开展面向村镇层级的文

艺培训活动，加大“草根”作家培养力度；

鼓励乡镇一级文学刊物加入宁波市文

学期刊联盟，共享优质文学资源；鼓励

本土作家根据区域特点，挖掘书写乡

村文明。

宁波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市甬剧研

究传习中心主任、梅花奖得主王锦文表

示，针对“艺术乡建”，市剧协将开办“共

富有戏”宁波市民营剧团及基层文艺骨

干研修班，提升乡镇戏剧人才专业素质；

打造以“周信芳戏剧艺术馆”为品牌的

“艺术乡建”系列活动；开展原创剧本评

选活动，组织编剧走进乡镇采风，创作乡

土戏剧精品。

宁波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戚颢表示，

市摄协将继续围绕“艺术乡建”做好文艺

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

以全家福拍摄、敬老公益拍摄等方式走

进村镇，用镜头记录百姓幸福生活；做好

青年文艺人才下基层帮扶活动，为基层

文艺团队、乡镇宣传干部及村民开展专

业摄影课；推荐多个乡镇、村为省级摄影

小镇等。

宁波各区县市
涌现多种创新做法

“艺术乡建”是浙江省文联在全国率

先提出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目前还处于

点上探索阶段，可借鉴的现成经验不多，

但是宁波已经提前铺开了工作，涌现出

许多创新做法。记者了解到，慈溪市文

联推出以“文艺村长”为核心的艺术乡建

模式。通过摸底调查，找准村（社区）特

色和需求，从文艺家协会中筛选出具有

奉献精神、艺术特长过硬、有一定组织协

调能力、社会工作经验丰富的文艺专才，

聘任为“文艺村长”，实行年度绩效考

核。首批任命 24名文艺村长，开展培训

300余次，下村 4500余小时，组建特色文

艺团队 105支，培养农村文艺骨干百余

人。该项目入选2021年全省党史学习教

育“三为”实践活动最佳实践案例、荣获

全市2021年度宁波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大奖。

宁海县文联深耕校地协作。与中国

人民大学等 10余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

三年来引进丛志强、陈庆军教授等高层

次人才 24批次，并成立“艺术振兴乡村”

人才学院，内育外引乡建艺术人才 1588
人。建立“高校导师+村民导师”双导师

制，启动长三角 12所院校毕业设计联合

行动，开展毕设作品落地转化，探索长三

角青年艺术人才在地联合培养新模式。

该县艺术振兴乡村模式入选省级共同富

裕典型案例、乡村振兴十大模式和全国

十大对外传播案例、全国“携手奔小康行

动案例”。

象山县文联完善扶持政策，助力乡

村振兴。制定《象山县艺术乡建三年计

划》，推进墙头镇方家岙“省书法”村、黄

避岙乡大斜桥“童话艺术”村等项目。提

供20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全面实施文艺

名家培养工程、优秀青年文艺人才培养

工程、民间艺人扶持培养工程，认定县文

艺家工作室5个，非遗工作室55个，民间

文艺优秀人才 78名。建立“竹文化艺术

馆”等村艺术场馆10余家，在当地民宿建

立乡村文艺之家。培育优秀文艺团队，

取得丰硕成果，如墙头镇下沙村文艺队

创作的村歌《下沙村赞》荣获全国村歌大

赛金奖等。

此外，海曙区文联率先全省推出文

艺家协会与农村文化礼堂结对帮扶创新

举措，让文联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找到新

方位；江北区文联在慈城镇半浦村探索

建立首个村级美术馆，通过“教授驻村”

以艺术设计赋能乡村美学实践；镇海区

文联与乡镇村社联动，建立“领衔人+联

络员+创作先锋队”艺术乡建工作专班

模式；北仑区文联挖掘本地资源，积极

推进文艺特色街道创建；鄞州区文联构

想“让艺术走向大地”，摸索出院校介入

式、合伙人入驻式、协会结对式等“艺术

乡建”成功模式；奉化区文联推动“一村

一品”建设，涌现了林家书法特色村、条

宅布龙特色村、莼湖腰鼓特色镇等一批

优质艺术村镇；余姚市文联推出文艺家

与乡村合唱团、书画社等“三团三社”结

对共建活动，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优

质共享。

做好顶层设计
重视专家智库建设

宁波市委农办、宁波市委宣传部、宁

波市教育局、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宁波市

文联等7个部门日前联合出台《关于大力

实施艺术赋能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

出，到 2025年底，宁波全市建成 10条艺

术赋能特色风景线（共富带）、150个艺术

赋能村；引育艺术家团队50个、驻村艺术

家 150名；培育乡土艺术人才 1000个以

上。推出一批艺术赋能省级典型案例和

特色示范村，搭建一批艺术赋能交流展

示平台，形成一批特色凸显的艺术赋能

品牌成果，艺术赋能村居民收入、集体经

济收入显著增长，成为农业农村共同富

裕的鲜明标识。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宁波市文联扶

持基层文联特色项目 20个，结对帮扶基

层文艺社团 50 个，开展文艺辅导 400
场。确定重大题材创作项目5件、年度重

点创作项目42件，推出广播剧《血染的抗

币》、长篇历史小说《大裁缝》等一批优秀

作品。在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馆举办

艺术家个人展 4场，组织各文艺门类奖

（2020-2021）评选。成立了全国副省级

城市首个“文艺两新”联盟，首批吸纳成

员单位 233家。落实数字化改革工作部

署，以象山、慈溪、海曙等地文联为试点，

支持加快建设“艺象心”“艺陶宝”“艺曙

家”数字化应用。

下一阶段，宁波市文联将办好第四

届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全

国优秀青年雕塑家大展、第九届宁波市

青少年中华才艺“未来之星”评选等重点

活动，抓好长篇小说《命运的岔路》、舞蹈

诗剧《宋韵九章》、主题美术创作《港口硬

核力量》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宁波

卷）等重大题材创作；大力推进基层结对

帮扶，引导“文艺两新”开展文艺润村、文

艺润校等公益活动，举办“文艺大咖面对

面”文艺讲堂，多措并举推进“艺术乡建”

工作。

杨劲表示，宁波全市文联系统要把

“艺术乡建”摆在“两个先行”的高标准下

来对标、摆在助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的大局中来谋划推进。要做好顶层设

计，重视专家库和专家指导组建设，加强

与宣传、农办、文旅、教育等部门的联系

联络，形成上下协同、左右协调、一体推

进的“艺术乡建”工作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