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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种文化”
——平湖文化特派员扎进乡村一年间

走在广陈镇山塘老街的青石板上，耳
边传来的钹子书声婉转悠扬，日日开唱的
吴侬软语成为老街特有的“风味”。

“丰收在望喜盈门，村民个个笑盈
盈……”走进老街的钹子书馆，一曲《唱
唱山塘美丽乡村》在文化特派员王伟良的
指导下演绎，唱腔优美、情节跌宕起伏，乡
音绕耳引人驻足。

王伟良何许人也？今年59岁的他，是
平湖农商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天对账
盘数是他的本职工作。他有一项兴趣爱好
就是唱钹子书，17岁就师从名家，造诣颇
深。今年年初，他拥有了一个新身份——
山塘村的文化特派员。一年时间里，他从
银行柜台走出，带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从银行柜台走进山塘村，让钹子书艺术在
这里焕发新生机。在他的带领下，钹子书
演唱者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演唱地点从
舞台延伸到田间地头，这项传统艺术在这
里变得更贴合群众、更接地气。

文化特派员作为一条全新的支流，正
向文化之江缓缓汇入，滋润着乡村土地，
山塘村的变化就是一个缩影，但这个过程
并不容易。原来，在2023年下半年，嘉兴

在全省率先探索文化特派员选派下乡机
制，我市作为试点之一，也开始了探索之
旅。“文化特派”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市
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长马国强形
容这一切为“摸着石头过河”。

2023年12月，我市发布了首个“文化
特派员”征集令，但基层很“迷茫”。当第
一份特派员名单摆在马国强桌案上时，他
心里起了疑问：“这些陌生的名字真的了
解本村文化，善于深挖文化根脉吗？他们
能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乡土文
化，承担起文化特派员的重任吗？”

“不，还得深挖！”破题之法，就在基
层，选对了人，等同于挑选出了最好的种
子。2023年底，文明创建指导科工作人员
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用了一个多月的
时间，走遍各个镇街道，对话了百余位基
层干部群众，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些能将
我市乡村文化支流引向大江的舵手。王
伟良正是在那时，由多位村民推荐、专业
人士认证后，被挑选为文化特派员。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黄伟慧来了、非遗传承人宋
喜妹来了、嘉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方熙来

了……20位文化特派员陆续“出炉”。随
着各路“大咖”齐聚，我市聚起了一支各有

“功夫”的文化特派员队伍，同时按照“因
村派人、因人定村”的原则派驻入村。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
教授岳钦韬是一位跨省域的文化特派员。
去年，独山港镇在建设抗战历史宣教中心
时，邀请了研究抗战史料方向的岳钦韬涛
教授进行指导，而独山港镇金沙村红色文
化资源不少。为此，文明创建指导科工作人
员多次拜访，并借助市镇两级力量，最终成功
邀请岳钦韬教授担任了村里的文化特派员。

更让人惊喜的是，今年省级“舵手”——
省文化特派员谢宜“入驻”了曹桥街道马厩
村，文化特派员队伍壮大到21人。马厩村
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天然的水域赛道、赛
艇特色项目，盘活这些已有资源，将传统意
义上的小村，打造成具有人气、文气、烟火气
的文化大村、强村、明星村，还需要加强顶层
设计和更高的平台资源。为此，我市积极
向上申请，实现了来自省文旅厅的谢宜下
派到马厩村，带动了省级相关文化艺术资
源下沉一线，推动“文艺赋美”，并推出多项
可以实现马厩村长远发展的项目。

派谁去，怎么派——

一次探索，聚起文化特派员队伍

立足实践，锻造“文化平湖Pai”品牌
派进村，做什么——

文化特派员不光是“送文化”、菜单式
点选、订单式配送，更在农村“种文化”，帮
助村民从“沿河张望”变“下海掌舵”、从做
观众变成唱主角，也帮助农村深挖那些文
化基因。

“望娘鱼，云中来，倾盆大雨是孝泪。
孝善文化村里传，白鱼望娘永不忘。”如今
这首童谣，在新仓镇杉青港村的孩子中间
广泛传唱。听着孩子们稚嫩的声音，村里
老人们的嘴角止不住地上扬。白鱼望娘
是流传在村里的孝道故事，过去被村里人
代代口口相传，但后来却出现了传承危
机，村里的老人一度担忧这一优秀文化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后辈遗忘。

走访挖掘资料、培养宣讲演出队伍、
留下文字作品……文化特派员黄伟慧驻
村后，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一一挖掘
出来，用笔记录下来，用语言讲述出去，用
歌声传唱开来，让这个传说又“活”了起

来。如今，他组织的“孝善花开杉青港”文
化项目，让孝善文化在村民心中生根发
芽，更成为了孝善文化的播种者。

“笔落惊风雨，墨香润心田”，派驻当
湖街道南市社区特派员潘国平挥毫泼墨，
让书法艺术传承不息；“针线舞翩跹，色彩
绣春秋”，派驻广陈镇泗泾村特派员冯玉
珍让绒绣画技艺焕发新光彩；“古方新韵
传乡里，草药四溢暖人心”，派驻新埭镇大
齐塘村特派员缪露萍将中草药接力棒送
到村民手中，让健康永驻……这些文化特
派员正在将文化“种”入百姓家，让文化的
河流在平湖大地上流淌得更加宽广。

文化特派员们在村里干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努力如同阳光穿透云层，拨开迷
雾，照亮了一条具有平湖特色的文化下村
道路。今年 6月，“文化平湖 Pai”品牌由
此诞生。何为“文化平湖Pai”？品牌背后
有三重含义：“Pai”是探索传承无限可能

的“文化平湖‘π’”，“Pai”还是“激起千层
浪”的“文化平湖‘湃’”，“Pai”更是特色鲜
明的“文化平湖‘派’”。“这一品牌诞生于
文化特派员工作在平湖的广泛实践，又反
哺一线，为特派员长期驻扎工作提供了方
向和目标。”马国强说。

在“文化平湖 Pai”品牌引领下，文化
特派员们深度融合各村特色，精心打造了
如“乐享篮球”体育嘉年华等21个特色鲜
明的文化品牌项目。他们不仅带来了平
日里难以接触的优质服务体验，如中草药
研磨、专业赛艇试划等，更是首创了“特派
直通车”模式，与兄弟县（市、区）共同推出

“双师同堂”文化特派课程，让群众在文化
的海洋中享受到了“幸福加倍”的乐趣。
截至目前，共举办 620余场文化特色活
动。

一年前种下的文化种子，在小城的各
个角落，开出了绚烂的花。

星火燎原，培育“文化+”多样成果
扎下根，结硕果——

文化特派员如同星星之火，在农村
大地上点亮了文化之光。基层文化队伍
发展壮大，文化品牌、文化项目做深做
实，以文化为桥梁，城乡深度对话深入推
进……在文化元素的加持下，乡村找到
了新的生命坐标。

越来越多的文化队伍建立了起来。
今年50岁的金水平是林埭镇徐家埭村的
文化特派员，村里拥有独特的舞龙文化
和不少舞龙爱好者，从下派之初他就琢
磨着怎样把这一文化发扬光大。第一个
月，他就在村里的两支广场舞队伍中招
募队员组建了女子舞龙队。从零起步，
如今这支队伍已有20多人。“在金老师的
指导下，舞龙这一非遗技艺走进了我们
的生活，变得可学、可用，让我们感受到
了其中魅力。”女子舞龙队成员曹华英
说，目前她们正在筹备村晚节目，准备岁

末年初在舞台亮相。
目光转向曹桥街道马厩村，一艘赛

艇也划出了各色场景。通过文化供给服
务，来自街道综合文化站的文化特派员
陈忆健在这里培养了一批赛艇爱好者，
组建起了村镇两级赛艇队伍。同时，吸
引了单位职工代表队、海归博士代表队
前来训练、切磋。过去小众的赛艇运动
项目成为基层群众的新宠。

目前，我市拥有这样的特派员群众
文化队伍共25支，同时还探索建立了“一
会一学一比拼”的培育机制，定期开展座
谈交流、专项培训、路演比拼，引导特派
员队伍互学互比、共同提升。

除了“送文化”，文化特派员还需深
耕“种文化”，他们要思考如何挖掘、提
炼、转化当地优秀的乡土文化资源，实现
长效赋能。在这一点上，独山港镇聚福

村的文化特派员宋喜妹无疑是成功的。
“杜布是一项本地非遗，但过去于村民而
言，只是陈列在展览馆里的一件旧衣、一
块旧帕。”宋喜妹说，派到村里后，她开始
带着村民学杜布技艺、做杜布文创，从零
钱包到特色扇面，杜布制品从少人问津
变得炙手可热。“如今村里老小，人人都
会做几样杜布文创，这也成了村里人特
有的技能。”聚福村村民倪照华高兴地
说。上海、杭州、深圳、广州……不到一
年时间，村里的杜布文创走进了全国十
几个城市，参加了上百场展览，成为聚福
村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当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便成为激
发村强民富的引擎。在王伟良的推动
下，平湖钹子书研究会在山塘村成立，研
究会吸引了一批本村学员。浙沪边界、
跨省景区，北有露天大舞台、南有室内听

书馆，学员在两大阵地同时开唱，农村文
艺浓厚氛围吸引着更多戏曲爱好者、老
年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对村民来说，是
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生活；于游客而言，则
能领略到文艺且质朴的江南农村风情。”
山塘村党总支书记金建东说，如今村里
的康养酒店邀请钹子书团队定期前往

“驻唱”，这为山塘景区带来新客流，今年
截至目前，接待游客数量达97.1万人次，
比去年全年接待人数多3万余人次，目前
景区收入也较去年全年提升了 100余万
元。

四季轮转，昔日播下的文化种子，已
结出累累硕果。乡村的每一寸田野，文
化礼堂的每一场“盛会”，都让和美乡村
的色彩越来越丰富。文化特派员们还将
在农村大地上勾勒出怎样的美丽图画，
我们满怀期待。

百姓点赞

采访札记

放下饭碗就赶场、男女老少同堂乐、小孩也能学
非遗……如今在平湖农村，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改
变了过去农村文体生活单一、群众热情不高的旧貌。
变化的缘起，是文化特派员的到来。

下村一年间，文化特派员们活跃在乡野大地、
田间地头，把文化注入乡村，激活乡土文化活力，壮
大乡村文化产业，与群众共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
园”，实实在在让文化在农村“活”起来、“热”起
来。

于农村群众而言，多了一份文化获得感。文化
特派员立足各村文化特色、利用不同公共文化空间，
为各村带去了一系列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
动。从“送文化”到“种文化”，从“草根”秀、“民星”
登台到“群众演群众看”，文化特派员不断引导农民
亲手打造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接地气、冒热气的
内容形式，让文化惠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到。

于基层文化而言，点燃了多彩花火。文化特派
员是乡村文化资源挖掘者，派进村里，就要讲好本村
的故事。这一年，文化特派员们围绕“一村一文化”，
定制了主题鲜明、接地气的节目“菜单”，无论是“孝
善花开”文化项目、“稼书文化学堂”项目，还是“星火
转角湾”红色研学项目等，都发展了村里文化事业，
增强群众精神力量，更让传统文化脉络重回寻常百
姓家。

于乡村发展而言，提供了振兴动力。唯有提
升乡村文化吸引力，才能成为文旅融合的“金招
牌”。独山港镇金沙村成为串联起红色旅游风景
线上的重要一环；曹桥街道马厩村的赛艇项目，以
赛会友，吸引了一批爱好者前来打卡；广陈镇山塘
村钹子书表演，让游客流连忘返……文化特派员
造“IP”、促产业、兴链条、育人才，为乡村文化振
兴引入“源头活水”、带来了农文旅融合的新契
机。

文化特派员的到来，激活了基层文化的“一池
春水”，开启了群众享受多彩文化生活的新渠道。
然而，如何书写“好上加好”的文章，让文化在农村
真正“热”起来，还需要持续发力。一方面要从需
求端出发，分层分类了解群众文化需求，形成清
单，逐级建立选派人员“供给清单”，实现“双向奔
赴”；另一方面，加强文化特派员之间的经验交流，
互通有无。同时，还要给予更多扶助政策加持，如
派前动员、派时激励、派后评价等措施，让文化特
派员工作形成闭环，干有方向、干有激情，干出成
效。

以文惠民如春雨，以文化人润无声。文化特派
员的“种文化”之旅，必将涵养基层文明新貌，筑牢
村级发展人文基础，为乡村振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

■钱澄蓉

把“特”事
持续办“热”

李思漫
（新仓镇秦沙村村民）

我从小热爱篮球，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得到专业
的训练。文化特派员张诚悦老师来到村里后，组建了
篮球青训营，我和身边热爱篮球的小伙伴都积极参
加，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文化特派员走访村史馆文化特派员走访村史馆

““文化平湖文化平湖PaiPai””品牌发布品牌发布

文化特派员指导舞龙文化特派员指导舞龙

文化特派员文创产品文化特派员文创产品

书法成果展示书法成果展示

沈丽娟
（林埭镇徐家埭村村民）

过去看舞龙只觉得热闹，亲身参与后却发现，这
项技艺更考验力量、配合。从刚开始练基本功，到后
来舞单人单龙、三人小龙，我们在参与中感受到了这
项非遗的乐趣。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站在舞台上，
成为传统技艺的展示者、传播者，这让我们无比自豪，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一起舞出
风采。

张岳明
（广陈镇山塘村村民）

钹子书在过去就是大家口口相传的本地戏曲形
式，文化特派员来了以后，男女老少都重新学了起来，
新平湖人、北山塘的村民来学的也不少，村里变得热
闹起来了。如今，来学钹子书的人越来越多，希望还
能有更多擅长演唱、编曲的老师来指导我们一起做好
传承，也让村里“流量”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