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袤的乡村是文艺工作者的灵感

沃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而乡村也正缺少能长期扎根、助力乡村

良性发展与治理的文艺人才。两者的

“双向奔赴”，让“艺术乡建”成为浙江文

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路

径。

在浙江省文联指导下，各级文联充

分发挥“两个优势”，创新推出文艺家协

会结对、“文艺村长”、艺术家驻村、高校

团队、乡村艺校等艺术乡建工作模式，

实现艺术家与乡村之间供需的精准对

接。

近两年来，湖州市长兴县累计选派

市、县 20 名文艺骨干，到 18 个有需求的

村担任“文艺村长”。长兴县作协主席田

家村担任小沉渎村“文艺村长”后，着眼

于家风村风建设，将村里有意愿的妇女

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读书会”，以文学

和阅读影响妇女、影响家庭。他本人也

因此被授予“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

截至目前，浙江省推行“文艺村长”

的行政村共有 919 个，文艺村长达 935
名；艺术家驻村的行政村 623 个，驻村艺

术家 1375 名；文艺家协会结对村 952 个，

常态化参与“艺术乡建”的艺术家 10390
人。

在“艺术乡建”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艺术家的作用并不是一时的“送文化”，

也不是简单的“种文化”，而是激发村民

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广大

村民成为“艺术家”。

在衢州市柯城区余东村，全村800多

个村民中，有300多位是农民画家。他们

“白天扛锄头，晚上提笔头”，将浓郁的乡

情乡味画在纸上，画在村头巷尾的白墙

黛瓦上，画出了一个共富的新乡村。从

2021 年起，该村农民画及文创产品产值

每年均超过 2000 万元，带动人均增收每

年均超5000元。

金华义乌市李祖村，通过唤醒原乡

人、唤回离乡人、唤来新乡人，打造了一

个农创客集聚、新老村民融合的众创乡

村。近几年来，李祖村招引文创业态 60
余家，引育 200 余位青年创新创业，成为

艺术创客们向往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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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叶村乡南岱村，一场以“艺心惠民 手绘松阳”为主

题的插画作品展近日刚刚落幕。60幅展出作品，由中国美院动画与游戏学院

的学生在当地采风创作，描绘出松阳古村落的风土人情。

南岱村，是浙江以艺术介入乡村、赋能乡村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浙

江省文联汇聚全省文艺界力量，持续探索文艺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推进全

省域“艺术乡建”先行示范取得积极成效，一个个乡村正在被艺术点亮。

作为“艺术乡建”实践基地，南岱村通过“拯救老屋”行动、艺术家入驻乡

村等方式，成为艺术家们的心灵原乡，而艺术也让这个古老的乡村焕发出新

的生机。

▲台州大陈村村歌大赛现场

每个村庄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精

神气质，它们与艺术碰撞出的火花，也理

应异彩纷呈。在“艺术乡建”中，如何摆

脱“千村一面”，让乡村各美其美？

为此，浙江深度挖掘乡村文脉，依托

众多中国传统村落及浙江省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等独特资源，打造“一会一

品、一地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品牌，让传

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在乡村交融。

比如，依托莫干山的美丽风光与文

化底蕴，湖州市德清县仙潭村吸引众多

编剧艺术家入驻，创作出电视剧《问天》、

动画《奇妙环游记》等一批优秀剧本，成

为远近闻名的编剧村；作为摄影大师郎

静山的故乡，金华游埠古镇通过举办全

国摄影大赛、全省摄影人才研修班等，成

为摄影爱好者心目中的“诗与远方”。

截至 2024 年 5 月，浙江已经培育了

35个首批省级“艺术乡建”特色村、520个

市级特色村，争取到 2025 年底建成百个

和千个以上省级、市级特色示范村。

梁家墩水彩艺术村、菱珑湾农民画

村、墅丰丰子恺漫画村⋯⋯自 2022 年以

来，嘉兴遴选出11个首批市级艺术村落，

在全市域推进“乡村悦心”艺术村落培育

行动，如今，村村开出了各具风情的“艺

术之花”。

在衢州江山市大陈村，上到七八十

岁的大爷，下到四五岁的孩子，人人都

会唱村歌，在村歌的传唱中，村规民约

入耳入心，文明乡风落地生根。围绕村

歌文化，当地还打造了红色村歌主题实

景剧《你好江山》和沉浸式村歌剧《大陈

见面》，不仅让参演的村民站上了更大

的舞台，也唱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致富

之路。

在浙江，“艺术乡建”已然成为活化

乡村历史文脉的“催化剂”，打通城乡要

素资源的“连接桥”，促进乡村整体振兴

的“助推器”。为了将实践性成果转化固

化为制度性成果，2023 年 8 月，浙江省文

联在衢州开启“艺术乡建”省级标准创建

试点工作，推动“艺术乡建”工作向规范

化、制度化、长效化迈进。目前，“艺术乡

建”标准化创建已成功列入 2024 年度国

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近年来，浙江创造性提出“艺术乡

建”，是“千万工程”在全省文联系统的

生动实践，也是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13
年起，浙江省文联先后开展了“浙江书

法村”“国乐乡村”“浙江摄影之乡”等艺

术特色村建设，在一些有条件的乡村先

行先试，探索艺术赋能乡村的路径。

宁波市宁海县大佳何镇葛家村，就

是较早尝试“艺术试验”的乡村。2019
年，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副教授丛志强

走进葛家村，带着村民就地取材，将传

统手工艺融入乡村景观设计，逐渐点燃

村民心中的“艺术火花”。

猪食槽改装绿盆景，鹅卵石砌成

“人大椅”，村民摇身一变，都成了艺术

家。目前，葛家村共建立了十余支团

队，加入乡建艺术家百余名，建起了巾

帼画院、仙绒美术馆、粉小仙手工艺院

等艺术空间业态，从“三无”小乡村化身

网红艺术村。

2021年以来，浙江省文联连续四年

系统部署推进“艺术乡建”，谋划开展

“七大行动”，从启动试点向扩面提档迈

进。

2022 年 5 月，浙江省委宣传部、省

乡村振兴局、省文联共同印发《关于开

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

见》。之后，深化“艺术乡建”被写入浙

江省委全会文件，纳入浙江省营商环境

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浙江“艺术

乡建”工作从“找跑道、上跑道”向“对准

跑道、加速奔跑”转变。

2024年，“艺术乡建”被纳入浙江省

人文乡村建设六大工程之一，浙江省文

联《深入推进艺术乡建打造共同富裕精

神家园》还入选了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 2023 年度乡村振兴最佳创新实

践案例。

▲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成为“浙江书法村

▲首批浙江省“艺术乡建”特色村颁奖现场

▲金华义乌市李祖村里的创客店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副教授丛志强
（中）指导村民创业

▲湖州长兴县小沉渎村“文艺村长”田家
村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找跑道、上跑道”向“对准跑道、加速奔跑”转变

“双向奔赴”，实现艺术家与乡村之间精准对接

形成“千村千面”“万村万象”的多彩景象形成“千村千面”“万村万象”的多彩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