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文化底蕴深厚，人们生活祥和。

自绍兴文旅高质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以来，

文化润乡、文旅共富成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题中之意。在这过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基层

的道路变宽了也变平整了，崭新的文化礼堂传来

了曲艺的声响；老旧民房经过修缮，白墙黑瓦重新

焕发出了生机，新建的城市书房、乡村博物馆、非

遗体验基地为村子助入了青春的活力。

人居环境好了，基础设施提上去了，一大批新

兴业态开始入驻基层，文艺建乡、引入合作、打造

IP，一系列举措既丰富了基层的各项服务内容，也

进一步盘活了基层的现有资源。在推进过程中，

供需对接，提质增效，高质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发

展，为基层百姓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

徜徉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典型示范村，你会

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快乐，

这个表情告诉你，这是物质的丰裕，也是精神的

富有。

党建统领 以文赋能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

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现精神富有中具有重

要意义。今年以来，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要

领导带队赴基层考察调研，“问诊把脉”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的痛点、难点和堵点，从实地调研中找准

共性和个性发展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定制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方案，打通服务“最后一米”。

坚持以变革重塑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促进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的跃升。

绍兴文旅紧紧围绕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

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命题，持续擦亮“历史文化名

城、东亚文化之都”两张金名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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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建党建联建共同体，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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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

坚祥表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为顺利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举

全局之力，实施以重点突破为示范的高质量发展

举措。

今年6月，局党委制定《高质量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基层联系点实施方案》，局机关支部、市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绍兴艺术学校、市演艺集团等

党组织根据各村发展现状和需求，通过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三为实践活动”等方式下基层、抓落

实，因村制宜开展送图书、演出、讲座、展览、文艺

辅导、旅游推介等方面的精准服务，探索打造“一

村一品”特色文化旅游品牌。逐渐形成供需对接、

开放多元、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运行

机制。

推进文化标识建设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辨识度

柯桥区的叶家堰村是“鉴湖渔歌风情带”项链

上的第一枚“珍珠”，漫步叶家堰村，一路一桥，一

草一木，充满了江南水乡风情，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叶家

堰村成功打造了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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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家堰村以酒为媒，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

引进了绍兴黄酒酿制技艺非遗体验基地，也打造

了受年轻人追捧的“会稽山1743黄酒吧”。在酒

吧内，以黄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气泡米酒令年轻人

眼前一亮。黄酒奶茶、黄酒棒冰、黄酒巧克力又给

予了一份新鲜的体验和尝试。

这家1743黄酒吧，将刻在绍兴人骨子里的黄

酒文化完美地进行了释放，时尚又传统，含蓄也张

扬，在这方江南水乡村落里有效诠释了黄酒文化

标识，打造了酒旅融合的新业态。

信步叶家堰，品丝丝酒香。叶家堰村还入驻

了扇面画非遗传承工作室，二次元偶像剧场、个性

化民宿“青沉居舍”、特色西点美食店“寻常惦·M

咖”等，以及融汇东西南北菜品的埠头酸菜鱼和绍

兴本帮菜馆--鹅庄。诸多业态共同充实丰满着

“鉴湖第一曲·酒源叶家堰”的文旅IP。

柯桥区的六峰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

得天独厚的优雅环境和严谨的教学风格自古便吸

引着文人雅士。浓厚的书香氛围造就了六峰村独

具个性的文化特色。

村里重修的“山下书屋”原名“秋斋”，曾是周

恩来的高祖周元棠读书、教学的私塾。2019年故

址重修，并命名为“山下书屋”。目前，建筑面积

300余平米的“山下书屋”四合院式建筑已完成，

收藏了周元棠《海巢书屋诗稿》等藏书，按历史场

景，真实还原“秋斋”的布局。如今，“山下书屋”成

为了中小学生参观、体验、启蒙的研学之地。绍兴

图书馆也在六峰村设立了图书流通站，并开展了

送书、送讲座下乡活动，合力打造“山下书屋”，帮

助提升其文化标识度。

据悉，六峰村希望借助打造一个周恩来主题

的“山下书屋”，进而打造山水六峰的旅游品牌形

象。

深挖激活乡土文化
做精做深乡村文旅融合大文章

近年来，新昌县澄潭街道的梅渚村着力打造

“宋风美学”文旅生活小镇，开启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新路径。

“其实我们新昌的文化资源禀赋与其他地区

比起来还是有点匮乏的。”新昌县文广旅游局公共

服务科科长丁少卿坦言，“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深度

上做文章，把现有的文化资源给它做精了，以期形

成我们自己的文化品牌。”

梅渚村依托新昌县委县政府重点建设以澄潭

江为主轴线的未来乡村示范带的重要契机，深度

挖掘宋韵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不断将宋代

生活美学植入古村建设，系统构建“沉浸式”文化

空间，以文塑村，打造宋韵小镇。

丁少卿介绍道，由教授专家为梅渚规划“一

廊、两街、三区”空间格局，在民居集群与街市场景

中，展示非遗技艺、传统美食、历史台门等文化亮

点，再现宋风雅韵的古村生活方式。同时紧扣“宋

风美学”定位，用心修复古建民居、古街小巷，倾情

打造“三街八馆八园八坊”，推进村庄入口、景区沿

线、台门古街等风貌整治，宋村意境从局部覆盖至

全村。

“宋风美学”的打造，是一次宋韵文化和全域

旅游的深度融合。梅渚村与新昌县旅游集团建立

了“村+企”合作模式，资源入股，专班运作，实体运

营，解决了运营和资金短板。同时建立古村业态

激励机制，打造观光、住宿、餐饮等七大产品体系，

引入深夜食堂、新昌优选馆、新播客等新型业态项

目33个。

随着宋韵小镇成功打造，上海金石书法篆刻

家、老电影机收藏者等文人雅士闻讯而来；当地的

“十番”“剪纸”等非遗项目也开始走出“深闺”、迈

向市场；“三年免房租”政策，吸引着各类艺人、匠

人进村入驻，创业在梅渚蔚然成风。公共文化服

务激活了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

丁少卿说道，随着游客纷至沓来，餐饮、民宿、

工艺品等越发走俏，村民的口袋鼓起来了，脑袋富

起来了，生活好起来了。

以民俗文化活动为纽带
塑造新时代乡村生活样板地

九板桥村位于柯桥区漓渚镇集镇西侧，山水

形胜、民俗文化保存完好。鱼灯舞、莲花落、绍剧、

越剧、剪纸、书画等地方戏曲和传统艺术爱好者众

多，组建有戏曲队、舞蹈队、戏迷票友社多个。甜

酒酿、扯白糖、煨番薯、粽子艾饺等传统饮食小吃，

百工手工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羲之墨池书画等，

至今仍为当地群众所共享、传承。

据了解，九板桥村每年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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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非遗展示活动，区非遗中

心、镇文化站提供指导、协调等服务。定期开展非

遗品牌展示活动引流，推进非遗活化，带动发展民

俗风情旅游、民宿、农家乐休闲等文化休闲旅游，

每年吸引省内外游客5万多人，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100余万元。

倪梁村位于上虞区小越街道，是明末名臣、著

名书法家倪元璐的故乡。村内素有剪纸、竹雕等

民间工艺非遗传承，文化底蕴深厚。倪梁村充分

挖掘本村特色文化，专门开设剪纸、竹雕作品展览

室，修复了倪元璐故居遗址，先后落成元璐书房、

倪元璐纪念馆和鉴知馆。

倪梁村将散落在村内的“倪元璐文化”、剪纸、

竹雕这三颗文化珍珠完整地串起来，村内文化长

廊展览彰显民俗文化底蕴内涵，剪纸非遗传承人

孙汲闻等开展剪纸培训，弘扬传统剪纸艺术。倪

梁村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阵地，建立一支20多人的

乡村文艺演出骨干队伍，市、区、街道文化机构指

导帮助培育文艺队伍和“三团三社”，举办春节戏

剧七天乐演出、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腊八节

等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艺术驻村 以文塑魂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越城区鉴湖街道坡塘村地处“稽山鉴水”中的

稽山片区。近年来，坡塘村利用天然的生态禀赋，

深厚的文化底蕴，找准“都市隐逸、乡村旅居”发展

定位，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营造创意艺术氛围、丰

富各类文化供给。

2021年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陈炯教

授及其“艺乡建”团队在云松自然村开展2期驻村

艺术创作，打造近10个可供游客滞留的文化景

观节点；艺术化改造村内老旧台门、民房；发动村

民群众共同参与融入艺术创作，开设微艺课、手

作展览，培养提升村民美化观念和美学知识；设

计与坡塘村文化基因相契合的竹编、布艺、剪纸

等手作产品；设立绍兴莲花落传承基地，市文化

馆曲艺干部、中国曲艺牡丹奖得主“白牡丹”陈祥

平每周都会抽出1、2天的时间来村里教村民唱

莲花落，吸引了本村30多位村民加入曲艺爱好

者队伍，另有“陋室画家”位光明工作室、坡塘乡

村艺术馆等驻建在该村。艺术家驻村极大地丰

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了村民的学习兴

趣与热情。

安桥头村位于越城区孙端街道西部，历史悠

久，是鲁迅先生的外婆家。祝福广场是安桥头村

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文化载体和见证。

在这里成功举办了两届鲁迅祝福文化节，现场原

汁原味还原了鲁迅笔下的《祝福》场景，吸引了约3

万以上的各地游客。

越城区文广旅游局文化科科长沈伟告诉记

者，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我们在组织文

化活动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尽量将举办地下放到

基层。同时非常欢迎艺术家驻村，文化机构和文

联会员来落户搞艺术乡建。

在安桥头村演社戏的祝福广场边，有一个

鲁迅美术学院动漫创作基地，基地里到处展示

着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鲁迅笔下人物的动漫形

象。

动漫基地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鲁迅美术

学院客座教授周令飞和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

院院长王亦飞老师共同主持，他们带领硕士生团

队，对鲁迅《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经

典名著进行动漫化课题研究和创作。

“周令飞工作室”也落户在了安桥头村，致力

于弘扬鲁迅文化，带动乡村振兴。首届社戏文化

活动在安桥头村和皇甫庄村联袂举行，越城区文

广旅游局、绍兴市演艺集团、绍兴市文化馆等为

其带来了丰富的社戏演出和非遗集市，协助开通

从绍兴古城鲁迅故里到鲁迅外婆家的旅游班车，

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迈向文旅融合的高质量

发展之道。

深耕细作 赓续越剧根脉
数字化管理凸显乡村活力

施家岙村位于嵊州市甘霖镇，是中国女子越

剧诞生地，施家岙村充分利用深厚的越剧文化和

历史资源，在擦亮女子越剧诞生地“金字招牌”上

深耕细作，打响了越剧文化品牌。

现在的施家岙村“娘家戏班天天演、越剧旋律

处处有”，举行各种越剧表演赛、越剧即兴演唱赛、

民间说唱大赛、乐器大赛；承办全国性比赛，“相约

越乡”全国越剧票友擂台赛、全国越剧节年年在这

里举办；邀请越剧艺术家来良臣公祠内的绳武堂

公益授课，举办“小小十姐妹”评选活动，让越剧在

青少年一代传承。通过一系列越剧活动，施家岙

村娘家戏班接待省内外企事业单位来访宾客达千

余场，累计接待超过10余万人。

施家岙村还通过互联网+模式，采用电商直播

的形式发展经济，开通了中国首个越剧主题户外

实景网红直播间——越響直播间，让游客亲身体

验越剧文化的乐趣。同时，施家岙村培育了首个

越剧女主播团队，以全新的理念向全球传播中国

女子越剧诞生地的独特文化情韵和别样美丽风

采。施家岙村用数字化管理“乡村会客厅”，集接

待、商贸、餐饮于一体，凸显数字乡村活力。

施家岙村做足女子越剧发源地文章，走上文

旅融合共富路，开发建设“十姐妹街”，推出沉浸式

越剧馆、越剧潮玩空间、国潮越剧音乐酒吧、沉浸

式戏曲密室、闺蜜手作工坊等越剧主题文旅业

态。走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路线，让施家岙村充

满了生机与活力，施家岙的成功，打造了文旅融合

助力共同富裕的嵊州模板。

立足地域特色 提升文旅融合
转化资源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近年来，诸暨市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历史和内涵挖掘，探索新时代和新形势下，西路乱

弹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逐步实现以文化人、以

文促游、以文富民的最终目标。

作为诸暨唯一的地方剧种，西路乱弹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折射着诸暨本地民俗习惯、

方言、戏曲和社会、政治、地方史的变迁，是记录越

地文化的重要载体。

2011年12月，东和乡十里坪村被正式授牌成

为西路乱弹传承基地。2018年，十里坪西路乱弹

党支部成立，为戏曲传承增添党建引领。为更好

地发挥“诸暨西路乱弹”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十里坪村通过文化入股的方式，与运营方共同

成立“强村公司”，采取演艺团、村集体和运营单位

三方协作，通过市场化运行的方式推动人才培育

和传承发展。

发展文旅融合产业，提高文旅融合度，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和发展。十里坪村以文

旅结合为主题，谋划乡村振兴“先行村”发展特色，

以“十分有戏”为宣传口号，通过将戏曲文化融入

村级特色景点，打造具有西路乱弹辨识度的非遗

体验基地和“打卡点”。以“演艺团+村集体+运营

单位”模式，在西路乱弹演艺中心定期推出戏曲艺

术表演节目，承载起吸引游客和延长游览时长的

功能，实现“1+1>2”的效果。

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位于诸暨市东南部，

斯宅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村落始建于五代后汉

乾佑二年(公元949年)，村内至今完整保存的清

代古民居建筑有14处之多，被称为斯氏古民居

建筑群，最具代表性的千柱屋(斯盛居)、下新屋

(发祥居)、华国公别墅三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

历史，规模宏大，造作讲究，保存完整，其中木

雕、石雕、砖雕装饰工艺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

特色，是研究我国江南地区清代民居建筑的珍贵

实物资料。

围绕古村落独特的资源优势，斯宅村有效盘

活闲置农房，赋能文旅产业服务圈。村集体租用

新谭家老台门闲置农房，装修改造成抖音、视频

号短视频拍摄基地，宣传斯宅美食文化。引入

“斯宅壹号”乡村会客厅、伴读社区等多个文化项

目，与研学团队合作开发研学课程，与高校合作

成立诗教基地、科普基地、研学基地等不同文化

教育基地。引进发展民宿产业，以民国风为主题

的“异乡记精品民宿”项目，已为村集体增收80

余万元。

围绕“东白子”IP形象，推出“东白子带你游斯

宅”为主题的系列文化产品，为游客提供移动式讲

解等数字化服务，有效提升游客体验感。

创新服务机制，构建“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全面构建以身心健康、幸福生活为内涵，集政

策宣讲、健康医疗、文化娱乐、休闲健身、便民志愿

于一体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场景。

高质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是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赋能之策，党建统领以文赋能

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变革之措，绍兴10个村

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文化服务促进文旅融合落

地之举，这也为浙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打造“浙江品质文化惠享·浙里文化圈”一站式文

化服务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呈现了一个

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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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乡村振兴 助力共同富裕
绍兴文旅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 记者 郑海锋

◎ 通讯员 梁智渊 唐凯莉

路变宽了也变平整了，崭新的文化礼堂传来了曲艺的声响；老旧民房经过修缮，白墙黑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新建的城市书房、乡村博物馆、非遗体验基地为村子助入了青春的活力。

一大批新兴业态开始入驻基层，文艺建乡、引入合作、打造IP，一系列举措丰富了基层的各项服务内容，也进一步盘活了基层的现有资源。

绍兴文旅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是什么？10个村的10大典型案例或许能告诉你答案。

▲安桥头 鲁迅美术学院动漫基地

▲斯宅 诗经研学活动

▲倪梁村 剪纸▲梅渚村

▲叶家堰 共富集市

▲九板桥 墨池▲九板桥 墨池

▲坡塘 银杏树▲坡塘 银杏树

▲十里坪 西路乱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