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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大舞台”是我县从

“送文化”到“种文化”基层文化
供给侧改革的一次尝试，通过政
府搭建文化平台、群众开展自我
服务的方式，打造低成本、高质
量、合口味的文化大餐，提升农
民精气神。如今，“百姓大舞台”
办得有声有色。

那么，如今风生水起的“百
姓大舞台”是否会变成“一阵
风”式的形象工程？自然不会。
为了推进“百姓大舞台”可持续
发展，我县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专门从繁荣群众文化政策中切出
145万元经费，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予以扶持，要求各乡镇 （街
道）设立工作经费，列入 2017年
度宣传工作考核，形成县级奖
补、基层配套、村级自筹、企业
赞助等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模式，
以文件形式严肃活动纪律，倡导
节俭办会，形成了小制作、大回
报、好反响的良性循环。

现在，有越来越多企业和社
团加入“百姓大舞台”行列。茶

院村“百姓大舞台”暨五水共治
公益宣传晚会是与宁海县宁泽茶
叶有限公司、宁海阳光商贸有限
公司、宁海县华天休闲有限公司
合作举办；道士桥村“百姓大舞
台”暨优秀学子现场表彰会是与
上海今海集团、杨家苑百合花基
地合作举办……“政府托底，村
企共演”，“百姓大舞台”在众手
共育下变得枝繁叶茂。

同时，针对“百姓大舞台”
逐渐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节目
质量参差不齐、节目内容艺术性
不强、模仿性内容过多，难免引
起审美疲劳。我县建立了质量保
障机制，制定事前申报、事中备
案、事后认定的全程检查制度。
举办晚会前要求提交申报表及节
目单，由宣传文化部门进行把
关；在举办的过程中实时发送节
目视频和照片，进行网络同步查
看；晚会结束后由县委宣传部综
合判定是否计入场次。今年 1-8
月份，全县共举办“百姓大舞
台”113 场，其中，村企合办 26
场，占到总数的23%。

见习记者 卓佳洋

提及乡村文艺晚会，不少人浮现的印象是偶尔到乡间演出的一台戏曲或是露天电影。在群众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当下，曾以
“天天演”“千场电影百场戏剧进农村”等“送文化”为主的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我县尝试的“种文化”模式——“百姓大舞台”正
在乡村开花结果。

前童鼓亭馆、一市下洋陈村、桑洲南岭村、茶院许民村……近日，一个个新颖又接地气的节目在这些小乡村轮番上演，人气爆
棚。从去年7月起，全县三分之二的建制村陆续被热闹的“百姓大舞台”唤醒，村民自编自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给群众文化生活
增添了许多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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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院乡许民村文化礼堂

里，锣鼓声一响，村民叶小珠
一袭旗袍，踱步上台，把越剧
《白蛇传》选段唱得细腻婉转，
一曲唱罢，台下观众纷纷鼓掌
叫好，一些熟识的村民赞不绝
口，还不停地举着手机拍照录
像。“她可是我们村里的大明星
了，身段唱腔都很好。”

“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
来。”在这句口号的号召下，像
叶小珠这样的草根明星如雨后
春笋般不断涌现。在“百姓大
舞台”的规则里，镇村群众自
编自导自演节目需占到整台晚
会的 60%以上，因此，上台展
示自己风采的村民越来越多。

34岁的陈优娜是一名全职
主妇，由于家境富裕，曾经她
的闲暇时间几乎都用来泡吧、K
歌。但是“百姓大舞台”的兴
起，使她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
化。“去年一次老公单位的年会
上，我结识了小品名角葛圣明
老师，通过跟他聊天，我发现
表演小品很有意思。”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陈优娜向葛圣明

“拜师学艺”，搭档表演小品，
没想到这就与舞台结下了不解
之缘。“我们排的小品内容都很
接地气，在演出的过程中，我
也在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比
如小品《母亲的生日》，陈优娜
饰演一个非常泼辣的媳妇，“角

色的故事提醒着我自己，在生
活里要孝敬长辈，婆婆和妈妈
都一样要尽孝心。”如今，她几
乎将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演
出排练上，“现在村村都有大舞
台，展示的平台多了，节目都
来不及排，哪还有时间浪费在
其他的娱乐方式上。”

百姓大舞台老少皆宜。在
桃源街道下桥村，平时喜欢在
村口凉亭里唱京剧的 76岁村民
金思富一身京剧装扮登上“百
姓大舞台”，来了一段字正腔圆
的《锁麟囊》，赚足了掌声也过
足了戏瘾。“我这么大把年纪还
能上台表演，特别开心。”金思
富笑着说。

“村民原来是搬凳子来
看，现在变成了舞台上的主
角，从‘围观’变‘主演’，尽
管有些节目的质量不是特别
高，但是上台表演的村民很容
易和台下产生共鸣，比如，哪
户人家的闺女上台就会变成这
家人共同的荣誉感。”县委宣传
部文化科科长娄姣敏表示，城
市化建设过程中，人与人之间
的隔膜越来越大，通过搭建

“百姓大舞台”，大家的距离拉
近了，也顺势带动了广场舞等
其他文体活动，村民搓麻将的
声音渐渐少下去，舞台上的声
音日渐多起来，百姓舞台百姓
演，真正实现了群众文化共建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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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大舞台”真正成

为百姓的舞台，关键在于文艺
人才的培育，变“文化输血”
为“文化造血”。“以前农村办
晚会都是外邀主持人，费用少
则每名上千元，多则上万元，
一个乡镇一年举行各项晚会、
庆典等活动不下十来场，这一
项加起来就是个不小的数目。
我们要求打造本土文艺人才
链，每个乡镇街道培育本土主
持人 1 到 2 名，包括台上的演
员、道具等也基本要求本土
化，减少舞台运营成本，真正
实现了党政搭台，群众唱戏的
目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章伟
银介绍。

强蛟镇文化站工作人员柴
雪松就是通过“百姓大舞台”
迅速成长起来的一名专业人
才。“一开始当主持人纯属赶鸭
子上架，上台时特别紧张。”柴
雪松说，他找了一名搭档，是
镇妇联副主席何莹莹，两人都
不是主持人科班出身，欠缺经
验，但是经过精心准备，上台
锻炼了几次之后，也能挑起大
梁了。自从他俩成为强蛟镇的

“御用”主持人后，演出经费明
显节约了，“以前请两个主持
人，最低价格每场 1000元，十
场就是上万元，现在这笔费用
就省下来了。”更令柴雪松感到
惊喜的是，今年，县里面特意
举办了主持人培训班，邀请县
内著名主持人给他们这群“草
根班子”讲课，“你还别说，这
个培训太有用了，老师从最基

本的站姿、走姿讲起，现场教
学，一对一纠正，回去之后不
少村民都夸我的台风好了不
少。”柴雪松高兴地说。

为了培育文艺“全人才
链”，推动“送文化”向“种文
化”转变，我县“百姓大舞
台”与“一人一艺”全民艺术
普及工程深度融合，建立梯次
导师队伍，开展“菜单式”帮
扶。统筹全县文艺人才资源，
组建“群星”文艺志愿队伍，
采取“2+2+N”的形式，为每
个乡镇街道配备2名“百姓大舞
台”工作指导员，2名专家型文
化志愿者、100余名各文艺类别
专长志愿者，“菜单式”帮助基
层培育原创节目，指导节目质
量。月平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30余次，受惠群众达 800余人
次。组建本土组织人才。率先
在全市实现各乡镇（街道）文
联全覆盖，为363个行政村各配
备一名专职文体管理员，负责

“百姓大舞台”工作的策划、组
织、运作，公开向村民征集文
艺节目，鼓励普通群众上台展
示才艺。

培育草根文艺人才，利用
全县群文讲堂、正学讲堂、四
季公益讲堂等平台，免费面向
乡村提供文艺人才培训，并每
年开展优秀业余文艺团队、文
化带头人评比、乡村主持人大
赛等，培育本土演艺人才、主
持人才，激活公共文化服务内
在活力，据悉，目前已挖掘基
层特色文化团队600余支，培育
文化带头人4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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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舞蹈、小品、戏曲、

朗诵……“百姓大舞台”上节目
形式多样，内容也丰富多彩。其
中不可或缺的一类是主旋律节目。

茶院乡许民村的“百姓大舞
台”的节目中间穿插了“好媳妇”颁
奖，让全村村民都了解这些好人好
事，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宣传作用。

“以文化人，就是百姓大舞台所承
担的职能，我们把党和政府的方针
政策、重大举措、会议精神，以节目
形式传达给老百姓，凝聚精气神，
推动‘三美’宁海建设。”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弘扬家风的颁奖之外，
我县根据县内中心工作，在“百
姓大舞台”节目库里划分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迎接十九
大”及“五水共治”“最多跑一
次”等六大版块，基层可以按需
点单，节目涵盖了小品、相声、
歌舞、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同
时，各乡镇街道还围绕重要节点
开展主题活动，如黄坛镇等乡镇
在七一时举办“党群同心 不忘
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
六周年文艺晚会；元宵节期间，
全县共举办 11 场“百姓大舞台”
丰富传统节日内涵；在活动中设
置主题宣传环节，如茶院乡增设

“剿灭劣Ⅴ类水”知识问答环节，
推动“五水共治”工作入脑入心。

“百姓大舞台”还让一些鲜
为人知的乡音乡调重现风采。在
桑洲镇的“百姓大舞台”上，一
些年纪大的村民听到了曾经颇为
熟悉的“山坑调”，“在舞台上演
听起来效果更好，没想到本土戏
曲也能唱出一番滋味。”台下观看
的桑洲镇村民说。

据了解，“山坑调”是桑洲镇
的“乡音”，有“挖花洞”“紫竹
调”等多种唱法，具有上口动
听、高亢有力、催人奋进等艺术
特点，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桑洲外出人口较多，加上农村思
想观念保守，对继承发扬民俗文
化并不看好，“山坑调”逐渐走向
没落，一度无人关注，面临失
传。随着“百姓大舞台”的兴
起，这类乡土味浓厚的文化节目
纷纷回归舞台。最好的传承是活
态的传承，“百姓大舞台”成了乡
村传统文化复活的最好载体。长
街山歌也是其中之一，它曾入选
宁海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却也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僵
局，直到“百姓大舞台”给了它
展示的机会。同时，长街镇在老
的长街山歌基础上，改编创作新
长街山歌，给传统文化植入新的
生命力。

种出乡村的文化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