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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文旅在打造“处州小剧场”和“村晚梦

剧场”城市乡村两大“文艺赋美”双场景的同

时，也积极借力多媒体平台，通过在线多渠道

宣传推广，让丽水“文艺赋美”工程广泛传播，

深入人心。此举在时空上也进一步扩大“丽水

文艺赋美产品”的受众，也吸引更多的人群参

与。

“丽水市文化馆”微信号和“文化订制”网

站是丽水文艺赋美发布各类演绎动态的主阵

地，通过这两个平台让市民群众及时了解丽水

全市各地的文艺赋美活动信息。据统计，截止

目前两平台共发布相关信息 120余条，视频号

发布视频135条。丽水“文艺赋美”宣传也得到

丽水各大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积极宣推支

持。今年2月3日上午9点半，丽水正式开通了

FM94《文艺星火之声》广播节目，成为服务丽水

270万群众的全民艺术普及专栏。去年 8月举

办的市民纳凉音乐节上，青田“云境之歌”流行

乐团、丽水流行乐团电声乐队、缙云“寻人启

事”乐队、云和“九弦”乐队、遂昌“莫”乐队、龙

泉“首派乐队”、丽水“街角乐吧”社团联袂演

绎。这次市民纳凉音乐节，丽水电视台直播带

来了 30万+的现场直播点击量，吸引观众近 2
万人次。在场的市民群众也都自发打开手机

参与直播，现场的精彩的节目和超爆的氛围被

热传到无限的朋友圈，丽水“文艺赋美”品牌活

动就这样经常“出圈”。

数字化手段也在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助力丽水文艺赋美传播的“速度”，提升了其

展示效果。今年 1月，“村晚梦剧场”数字应用

场景正式运行，聚焦星火点位散、活动组织

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四大子场景纵

向贯通市县乡三级，实现村晚星火展演“一键

式”组织和“一站式”管理。一个月来，已通过

平台组织文艺活动 180余场。接下来，力争实

现与省厅的“浙里文化圈”互通，推广形成一

张网。

秀山丽水，文艺有光。作为国内地级市中

首个“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是一个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的城市。近年来，丽水城市文化

空间不断拓展、数字文化资源更加丰富、特色

文化服务愈发普及、民间文艺团队发展更盛。

2021年10月，丽水市文化馆创立“处州小剧

场”全民艺术普及品牌，提升群众的文化幸福

感和城市的艺术品位。2022年，搭乘浙江省

“文艺赋美工程”东风，“村晚梦剧场”接续发

力，让文艺星火点燃广大乡村地区。目前，丽

水文旅聚力打造的“文艺赋美”几大场景，给市

民和游客带来满满幸福感和美好体验。

“处州小剧场”接地气聚人气景城城市
场场

“处州小剧场”，是丽水市文化馆打造的公共

文化服务品牌。下设有“艺·生活”“街角乐吧”

“街头音乐会”“戏迷角”“处州古韵”等子品牌活

动，涉及舞蹈、戏曲、演唱、器乐、话剧等艺术门

类。目前处州小剧场演出的地点已经遍布处州

府城、应星楼、丽水大剧院广场、两湖公园、江滨

公园、丽水老年大学等，向广大市民真情演绎，成

功打造了一个个在社区里、城墙边、公园内、街角

旁，城市区域随处可见可供文艺爱好者表演的舞

台。如今，遍布丽水城市街区、街头巷尾的“处州

小剧场”，三人可成戏、一人即成角，市民在街角

不经意间就能邂逅“文艺星火”。这些遍地可让

市民享受艺术的小小剧场，给丽水市民带来满满

幸福感。其中“街角乐吧”是最具人气、最接地气

的小舞台。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社会文化艺术志

愿者，人称“城市艺术师”。“城市艺术师”招募英

雄帖，236个文艺团队、584个艺培机构、2111名志

愿者积极响应。他们之中有 73岁的“快板王”林

浙泸，有 5岁的幼儿园“街舞王”沈千寻。到目前

为止，“街角乐吧”表演已达 87场，直播 60场。“处

州小剧场”开演一年多来，深得广大群众喜爱，据

不完全统计，参与群众文艺社团近 200个，现场参

与群众人数 12万多人次。

“村晚梦剧场”好日常新体验

“村晚梦剧场”是丽水市文化馆于 2022 年打

造的乡村艺术普及品牌。它无需搭建舞台，不需

华丽灯光，田间地头、村口树下，随时可演，随时可

乐。其实，丽水的文化艺术早就全国闻名。“丽水

乡村春晚”发轫于 1981年，在丽水最偏远的山村

——庆元县月山村，村民们自编、自演、自导举办

首届“月山春晚”，开启了近40年从没间断过的“乡

村春晚”大幕。此后，丽水市通过由点拓面，深化

引领，着重推广萌生于民间、根植于乡村、来源于

群众的“乡村春晚”模式，成功打造乡村春晚品牌，

重铸乡村群众精神家园。短短几年时间，丽水的

乡村春晚从最早的“月山春晚”一枝独秀，发展到

九个县（市、区）遍地开花，再到 2019年丽水“乡村

春晚”成为全国乡村群众迎接新年新文化习俗、中

国乡村过年之文化样本。有此基础和基因，“村晚

梦剧场”以乡村村晚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民间资源

为依托，以丽水九县（市、区）的民间文艺团队、艺

术培训机构、文艺志愿者、非遗传承人、高等院校

的文艺力量为抓手，以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文化驿站、文化礼堂、乡村民宿为平台，融合社会

和政府力量，联动城市和乡村资源，让丽水各地独

具特色的非遗、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在乡村广布

常态化文艺星火点，使文化从深度和广度层面融

入农民生活，推动乡村全民艺术普及和乡村赋

美。各地打造的“村晚梦剧场”展演内容特色鲜

明，喜闻乐见。其中松阳县“松阳故事”、景宁县

“畲家燎原”、莲都区“莲都有艺思”、青田县“侨乡

大舞台”、云和县“童话大舞台”、庆元县“大爱菇

乡”、遂昌县“星耀遂昌”龙泉市“梦幻瓯江”、缙云

县“艺享缙云”均成为百姓文化生活的好“日常”，

为游客来丽水休闲带来新“体验”。 2022年 7月，

一场萨克斯风专场音乐会在缙云岩宕上演。现

场，一曲曲充满年轻活力、古今交融、中西碰撞的

萨克斯风音乐缓缓涌来。蝶变后的缙云岩宕成为

了网红打卡点，吸引了无数网友前去打卡。

“多平台传播”引受众常出圈

丽水“文艺赋美”工作聚力推进，场景美丽，不但收获市民群众认可，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

广胜也多次对丽水“文艺赋美”呈现的成果予以点赞。未来，丽水“文艺赋美”如何加码推进。丽水市文化馆馆长

季彤曦告诉记者，首先，使现有几大场景展示内容更丰富，点位布局更扩展，文艺产品更优化。其次，集聚全市艺

术培训机构和民间文艺社团，凝聚丽水“文艺赋美”更广泛的力量。第三，文艺赋美服务内容要拓展到景区、民宿

及更多的公共服务场所，共促文旅融合，共筑乡村共富。还要结合节庆活动和文化市集，让“文艺赋美”组织者资

源整合，参与者活动联动，体验者收获更多。

“让艺术走进生活”“让生活有更多的美好”，这是丽水“文艺赋美”工作的初衷。我们相信，“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丽水一定能让文艺星火，释放火的热情，如水一般浸润人心，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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