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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最后一米”

11月6日-7日，以“推进文化和旅游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人民

网、新华网、中国青年报、浙江日报、《浙

江共产党员》杂志、江南游报等 16家国

家级、省级、市级媒体组成媒体采风团对

绍兴以党建引领开展基层公共文化和旅

游服务、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做法、成效

等进行实地采访。

绍兴以提升“文旅幸福指数”为抓

手，探索制定文旅促进共同富裕路径，着

力推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推

行以精神富有为标志的文化发展模式，

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在共同富裕中实

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

先行。

“今年 3月起，我们在越城区、柯桥

区、上虞区三区 12个村建立了‘高质量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基层联系点’，聚焦公

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创新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方式，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米’。”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书记、

局长何俊杰说，我们聚焦农村文化服务

需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结

合实施“百年社戏 绍兴有戏”公共文化

服务下沉计划，绍兴文旅赋能乡村“三百

工程”即：建设 100家乡村图书馆、100个
乡村博物馆、激活 100个名人故居，乡村

旅游共富计划，深入挖掘 12个联系点的

发展需求，抓住各村在公共文化方面的

痛点、难点，提供精准有效的公共文化服

务，将服务工作提档升级，更好地激发基

层群众的参与热情。

组建文旅特色党建联盟
服务基层

绍兴市文广旅游局擦亮党建“契约

化”名片，拓展共建范围，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组织力，并将其结合到重点工

作和服务窗口中来。秉持“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积极推进机关与农村结对共

建，探索建立党建共同体，拓展了契约共

建的主体和实施范围、实现方式，推动基

层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有效提升，使文化

发展先行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坚祥

说，串联优质的乡村文化与旅游资源，通

过建立 12个公共文化服务基层联系点，

以“因需而建、因需而联”为原则，以基层

党组织为主体，组建文旅特色党建“多跨

联盟”，形成“党建联盟、文化走亲、抱团

发展”的新模式，加强各村的交流和走

亲，将各村的文化遗产、文化活动、红色

景点、民间人才、人文景观等优质资源有

机地串联起来，发挥各自区位优势，实现

文化共通，景点共串、资源共享、精神共

富，提升整体社会影响力。鼓励企业家、

乡贤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乡村文化建

设，积极探索开放多元、充满活力的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和运行机制。

杨坚祥表示，绍兴把 12个基层联系

点作为绍兴市高质量推进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的示范点，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三为实践活动”等方式，把基层党

组织的组织力充分发挥出来，结合到重

点工作和服务窗口中来，因村制宜，打造

“一村一品”的特色文化，探索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撬动全市其他乡

村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现文化

服务全覆盖，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乃至走心走实的“最后一米”，赋

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激活乡村村民才艺
促进共同富裕

四面花田，竹林、风车、名人碑、木

屋、亭台……沿溪而建。媒体采风团首

站来到位于柯桥区漓渚镇集镇西侧的九

板桥村。记者了解到，该村先后投入600
多万元建设了百工非遗特色馆、百工非

遗商贸老街，因村制宜重点培育具有典

型性、代表性的传统民俗项目——百工

非遗类项目。村每年投入 20多万用于

组织开展非遗兴乡巡游、非遗活态表演、

传统戏曲书画进礼堂、周末剧场大家唱、

手工技艺大比拼、丰收节农产品展示等

10多次非遗活动。

柯桥区漓渚镇宣传委员鲁耀芳说，

九板桥村先后引进发展茶艺、康养、特色

非遗小吃等商业业态，研发文创旅游产

品，打造荷花宴、兰花宴餐饮文化。引进

了汉服机构、剧本杀机构、古风主题民宿

及夜经济商家，借助非遗活动和节会，推

进“沉浸式古风”体验，打响非遗景观、民

俗文化品牌，年吸引游客达3-5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五百万元，并带动促进村民

共同富裕，进一步提升了乡风文明。仅

仅2021年，村级集体收入达300余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51230余元。

上虞区小越街道倪梁村位于小越街

道东北面，东临上虞东大门，毗邻余姚

市；329国道横穿村南面，是明末名臣、著

名书法家倪元璐的故乡，文化底蕴深

厚。村内素有剪纸、竹雕等民间工艺。

“我们修复了倪元璐故居遗址，新建

了倪梁村文明实践站，还实施了总投资

857万元的倪梁村精品示范村项目。在

特色挖掘和打造上再发力，先后落成了

作为省级书香礼堂试点和区级“儿童之

家”试点的元璐书房，承载本村历史与精

神风貌的倪元璐纪念馆，“三师两员”回

归家乡的活动场所鉴知馆，以及提升了

志愿服务与培训的“大本营”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倪梁村党支部书记倪建君说，

我们还充分展现倪梁村五星级文化礼堂

的优势，打出了倪梁村周末“快乐汇”品

牌活动，引导鼓励村民们自编、自导、自

演、自娱、自乐，并大力欢迎其他各地的

文化志愿者走进倪梁，登台演出，在倪梁

村周末“快乐汇”舞台上进行交流互动，

才艺切磋，使文化礼堂真正成为村民们

心中的精神家园。

艺术建设乡村
留住人们更多乡愁

6日晚上，媒体采风团来到位于越城

区孙端街道的皇甫庄村，恰遇这里正在

举办 2022绍兴首届“水乡社戏”活动，在

水乡会市 20多个绍兴历史文化摊位面

向游客开放，展示着诸如剪纸、竹刻、越

窑青瓷、绍兴花雕等当地文化符号。在

这里，市民亲身体验到了绍兴千年传承

之下丰厚的历史底蕴。

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告诉记

者，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更是鲁迅文化传

播的首站，也是鲁迅文化基金会最终在

绍兴落成的原因之一。未来“水乡社戏”

还将作为对鲁迅文化精神的追忆和传播

符号，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地上演。

7日上午，媒体采风团走进绍兴越城

区坡塘村，大约2500年前，这里是范蠡养

鱼之地。传说越王勾践打败吴国班师回

国，命范蠡在南池挖池，在坡塘挖塘，“聚

土为坡，积水成塘。”“坡塘”之名由此而

来。

“2016年，我刚上任时，那时候人们

都叫我们‘破塘村’的，坑坑洼洼的道

路，胡乱搭建的房屋，乱堆乱放的陈年

垃圾……那时候，你到我们村来，肯定

扭头就走。”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坡

塘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国海告诉

记者。

据介绍，2016年绍兴全市 151个“五

星 3A村”中优选出 13个，进行先行村培

育，坡塘是其中之一。但这里曾是越城

区 10个后进村之一，直到 2016年才“摘

帽”。坡塘村的蝶变之路从 2016 年开

始。那一年，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开启。为了“乡村振兴”，村村都

在发力，如何避免“千人一面”呢？坡塘

村找到了文化这个切入口。这方面，坡

塘可谓得天独厚。范蠡养鱼地、“绍兴莲

花落”泰斗唐茂盛出生地、金子定烈士故

居、千年古道、百亩茶园……“风雅坡塘”

的称号名不虚传。

罗国海还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

授、“艺乡建”创始人陈炯带着团队入驻

坡塘，请他们为坡塘注入更多时尚艺术

的魂。古老乡村同样可以很当代，通过

“艺乡建”，帮助这个村留住更多乡愁，给

乡村生活带来更多风雅。

媒体采风团来到最后一站叶家堰居

村，该村位于柯桥区柯岩街道西南部，东

临柯岩景区，南濒古迹鉴湖，西接十里湖

塘，北依繁华的中国轻纺城。“近年来，叶

家堰居成功打造了独具“鉴湖古韵、枕河

村落、风情水街”的特色江南水乡村落风

貌，唱响了“鉴湖第一曲·酒源叶家堰”文

旅品牌 IP。叶家堰居村支部委员钱慧林

表示，村内现有传承黄酒文化的会稽山

1743黄酒吧、专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二

次元偶像剧场、以香文化为主题的个性

化民宿青沉居舍、日系风格的乾雍纺织

数字印花智创院，还有特色西点美食店

寻常惦·M咖、麦麦点心局；有融汇东西

南北菜品的埠头酸菜鱼、原汁原味绍兴

本帮菜馆鹅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