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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浦山村的第一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伟民就给我看了村里的镇村之宝。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7年的老照片，就挂在村文
化礼堂里。黄伟民指着照片介绍：浦山村第一任村
党支部书记雷新福作为民族村先进代表，在北京受
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记
录着浦山村“畲汉一家”的民族团结基因，见证着浦
山村人民共创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

这引起了我对浦山村历史的浓厚兴趣，可惜老
书记已经去世，黄伟民建议我去问一下金志军。他
博闻强识，对村庄的情况了然于胸。

浦山村的历史并不长。清朝的时候，福建宁德、
江西上饶、浙江丽水等地的先民迁徙来此，其中以畲
族居多，大家搭茅铺居住，就叫铺山。新中国成立
后，村里引来水，大家生活条件好起来，才改名浦山。

有了金志军这个活字典，我很快对村里的历史
有了大概了解。

“特派员同志，希望你为浦山村文化工作作出新
贡献。”金志军声音洪亮，富有感染力。

“我先当学生，尽快熟悉情况，尽快开展工作。”
我和金志军说。

村文化员徐文妹正为“我在农家书屋当馆长”活
动的馆长人选发愁。

暑假期间，农家书屋需要经常开展活动，让孩子
们有个去处，既丰富文化生活，又解决安全问题。

我自荐当馆长，可是又不擅长讲课，于是想到了
好朋友毛芦芦，就请她来当外援。毛芦芦是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也是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点在衢江区
高家镇盈川村。

“想请你周六去给孩子们讲讲儿童文学。”我打
电话给她。

“好的，没问题。”毛芦芦爽快地答应了。她说，
可以在浦山村农家书屋举办一场“爱上阅读 爱上写
作”公益讲座。

当我把毛芦芦带到农家书屋的时候，穿着畲族
服装的孩子们一阵欢呼。他们有的听过毛芦芦的名
字、有的看过毛芦芦的书、有的听过毛芦芦的讲座。

毛芦芦分享了自己采访先锋人物的经历，她把
先锋人物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还频频和孩子们
互动。

龙游县委宣传部很贴心，准备了80本毛芦芦的
书。讲座结束后，毛芦芦一一给孩子们签名。

当我看到孩子们兴奋的表情和求知的眼神，就
觉得辛苦没有白费，也体会到了文化特派员的价值。

“把村里的孩子们请到文化艺术中心来参
观。”在和同事们的交流中，这一想法跳了出来。

我征求徐文妹的意见，她马上说好。
同事们帮忙联系了文化艺术中心的各个

场馆，回复都说欢迎，还安排了讲解员。
孩子们走进文化艺术中心，雀跃着过来

和我打招呼，我就和讲解员一起当起了导游。
从美术馆到图书馆，再到非遗馆，东看

看、西瞧瞧，孩子们的眼睛不够用了。他们
看到我，就上前来聊天。

在美术馆的《“我是省运小主人”青少年
儿童美育展》前，有孩子和我说：“画得真好。”

在图书馆一排排整齐的书架间，有孩子
和我说：“我也想来这里看书。”

在非遗馆琳琅满目的展品前，有孩子和
我说：“这个貔貅，我过年的时候在龙游看过！”

参观了文化艺术中心后，我又带孩子去
城市展览馆。在展览馆大厅，大屏幕上播放
着衢州的美景，孩子们伴随着音乐，欢快地跳
起了竹竿舞，引得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和参观
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一
次活动，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
壤，总有机会发芽的。

终于凑到了龚稼慧和徐新德两位老师的
时间，赶紧把他们接到浦山村。

派驻文化特派员的村都会有一项文化需
求，浦山村的文化需求是创作一台《咱们的浦
山》情景剧。

我的专业是新闻采写，编排文艺节目是
外行，只有向市文化馆求助。龚稼慧擅长节
目编排，徐新德擅长剧本创作，两人都获过很
多奖，完成一个情景剧不在话下。

黄伟民带着我们在村里边走边看，介绍
了“千万工程”实施后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的
变化。

“可以从一对夫妻切入，一个畲族，一个汉

族，在村庄整治中，从产生分歧到意见一致。”听
了黄伟民的介绍，徐新德马上有了思路。

龚稼慧接过话：“妻子喜欢跳舞，村里的
舞蹈队成了宣传主力，村庄整治完成后，一起
来个畲族舞蹈。”

边走边聊，节目的框架就成型了。因为
我每周都要去村里，两位老师让我接下来一
起参与编剧。

“通过节目排练，我们组建起畲族特色的文
艺队伍，在文化礼堂和旅游景点演出，可以增加
村民收入。”徐文妹马上想到了以后的发展。

徐新德也兴奋了起来：“可以打造成精品
节目，参加县里、市里的演出。”

夜里，徐文妹发我信息：能不能帮忙写个
倡议书？

我马上打电话过去，原来村里的文化礼堂
每年都要唱一次戏（婺剧演出）。今年有些在
外工作的村民提出要捐款，村两委决定干脆发
个倡议，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筹集唱戏的钱。

“我写来写去，只有几句话，写不好。”徐
文妹像是碰到一个大难题。

徐文妹是个要强的人，每次组织活动都
雷厉风行，能自己解决的事决不麻烦别人，但
遣词造句对她来说确实有些难度。

我做了20多年记者，写份倡议书没什么
问题。

当天晚上，我当了回文书，把倡议书传给

了黄伟民，同时也转过去 1000元，算是我这
个“新浦山人”为村里的文化工作出一点力。

文化特派员采用“1+1+N”的工作模式，
即在所驻乡镇（街道）范围内，重点指导 1个
行政村（社区），结对 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或农村文化礼堂或农家书屋，开展N项工作
任务，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宣传贯彻、理论政策宣讲、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指导、文化服务供给、乡风文明建设、
文化品牌打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
升、文化产业帮扶和基层文化人才发现、指导
与培养，以及其他有创意的文化建设工作。

像写倡议书这样的事情虽小，但村里确实
有这个需求，我去做了，不就是一种文化服务吗？

詹家镇要办 2024乡村文化节暨才艺大
赛，让我当评委。

我五音不全，本能地拒绝了。
主办方安慰我，现场有专业评委，我相当

于是大众评委。又说，这次镇干部不参加节
目评选，文化特派员代表镇里当评委。

既然说到了“文化特派员”，我就不能不
认真考虑了。

晚上六点半，演出开始，詹家镇各个村的
节目一个接一个地上演。

浦山村的节目是舞蹈《山哈红酿》。畲族人
自称山哈，这个舞蹈展现了畲族人酿酒的过程。

舞台上是一只硕大的道具酒缸，雷利群

在上面翩翩起舞。雷利群热爱舞蹈，白天在
厂里上班，晚上回村里排练。在台下，她有些
拘谨，走上舞台，她是那么的放松，跳得行云流
水。其他人也是这样，陶醉在音乐中，就像他
们的祖先在丛林里，用舞蹈表达欢快的心情。

坐在评委席上，拿着打分表，我告诉自己，
艺术是相通的，好节目一定是有感染力的。

最后公布，浦山村的《山哈红酿》全场分
数最高。

我把评选结果发在了浦山村两委干部工
作群里，还发了三个烟花的表情表示庆祝。

后来《山哈红酿》参加县里的比赛，又得
了第一，我由衷地为“我们村”感到自豪。

派驻到每个县（市、区）的文化特派员都
有一个组长，我有幸成为龙游组组长。

文化特派员不脱产，大家平时都有自己
的工作，见面机会并不多，有事情基本上都是
线上联系。

我一直在寻找大家见面的契机。
我所在的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有组织副

刊作者采风的惯例，作者们见见面，联络一下
感情。

今年在讨论采风活动的时候，我建议放
在浦山村举办。一是，希望作者到浦山后，多
多创作美文，最后结集成册，为浦山村留下一
份有文化的宣传资料；二是，趁此机会在浦山

村召开一次龙游组的工作例会，大家一起聊
聊心得体会，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在县里、镇里、村里的大力支持下，“两合
一”活动顺利举办。

先是畲族婚嫁体验，副刊作者和文化特
派员跟着迎新队伍走到村中，在起哄声中，观
看拜堂成亲仪式。然后大家在村中草坪上看
歌舞表演、听民乐合奏、尝特色小吃。

蓝天白天，秋日暖阳，微风不燥，树叶间透
出色彩浓烈的畲族风情墙绘，草坪旁，一只硕
大的凤凰雕塑昂首挺立，似有一飞冲天之势。

我静静地坐着，听着周围的欢声笑语，竟
有些恍惚，就像是我家里办喜事一样。

今 年 6

月，我作为衢州市首批

文化特派员，派驻龙游县詹家

镇浦山村。

文化特派员是浙江省在全国首创

的探索性工作，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半

年来，我在学生、馆长、导游、编剧、文

书、评委、组长等多种身份间转换，

为的就是能够架好“优质文化资

源直达基层”的桥梁。

馆长馆长

导游导游

编剧编剧

文书文书

评委评委

组长组长

秀美的浦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