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常山 电话：5665678

Email：csb5011777@163.com

2022年3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式：徐俊灵4

地址：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1号 邮政编码：324200 通讯员QQ群：84656362 投递电话：5012573 广告热线：15167069621(短号619621) 每周二、三、四、五、六出

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文化花开满庭芳 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以文聚力促发展
文化是历史遗留的印记，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展示着一个城市的风貌，体现着一个城市的品格，凝聚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加快文化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是大势所趋、发展

所需，更是优势所在、潜力所在。

在常山，文化产业领域新事件、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一批领军人物大胆探索、敢为人先。他们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让文化产业动起来、活起来、亮起

来，为常山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探索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串联民间艺术的古与今
曾令兵

“伏以，好啊！”穿着大红戏服的曾令
兵一声吆喝，众人在旁高声呼应，随即锣
鼓喧嚣，嘹亮的声音响彻乡野。每当常山
有庆典活动，现场都不难寻到曾令兵的身
影。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喝
彩歌谣”第六代传承人、常山县喝彩歌谣
协会会长。

常山喝彩歌谣自古流行在结婚、上

梁、祝寿、春种等民间活动中，已有四五百
年的历史。“千年古镇”招贤镇是常山喝彩
歌谣的主要传承地，也是曾令兵的老家。
年轻时，曾令兵就跟随父亲学习常山喝彩
歌谣，不论是押韵工整、流畅和谐的彩词，
还是一来一往、此起彼伏的喝声，都让他
十分着迷。他从各地收集彩词手抄古本，
收藏喝彩仪式道具，走访民间喝彩师，深

入了解喝彩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从中汲取
灵感创新内容和形式，串联起民间艺术的
古与今。他参与编制的《常山县喝彩歌谣
集锦》入选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课
题，精心编排的《上栋梁》喝彩节目荣获浙
江省民间文艺表演最高奖——“映山红
奖”。目前，曾令兵参加了大小喝彩活动
超400场次，可谓家喻户晓。

在曾令兵的带动下，常山喝彩歌谣迎
来了更优的发展环境，也因此吸引了更多
的群众爱上喝彩、加入喝彩，就业新路径
由此打开。在曾令兵的努力下，常山喝彩
歌谣迎来了更强的展示平台，也因此吸引
了更多的外地游客认识常山、来到常山，
旅游市场被不断激活。

做常山元素、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刘峰

金黄的皮肤，胖嘟嘟的身材，头戴休
闲帽，身着花衣裳，一双大圆眼，嘴角总是
上扬……这就是浙江第一个以地方特产
为原型打造的动漫卡通形象——胡柚
娃。作为中国学派民间装饰艺术风格动
画片的代表作，《胡柚娃》凭借浓郁的中国
特色和有趣的故事情节，斩获了不少好评
和青睐。而在这份荣耀背后，总制片人刘

峰和他的团队倾尽了全部力量。
刘峰是土生土长的常山人，从影20余

年，参与多个影视作品制作并获得不少奖
项。2013年，受常山县委宣传部邀请，刘
峰结合家乡的自然、人文、风俗等元素，为
家乡打造城市宣传片，推广地域文化。夹
杂着无数的汗水，经过一次一次的修改和
打磨，以常山特色农产品胡柚为原型、常

山民俗文化为情节的中国学派民间装饰
艺术风格动画片《胡柚娃》成功亮相。

正如刘峰所期望的那样，《胡柚娃》受
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也经受住了市场的考
验。凭借着一项项荣誉，《胡柚娃》开始被
更多人关注，也因此走向海外市场，参加
了2020年春的法国戛纳电视节，抢先征
战海外市场，为国漫IP输出的冒险之旅打

开了一扇新大门。
动画的成功带动了胡柚产业的快速

发展，《胡柚娃》走进影院、走出国门，常山
胡柚则走出常山、走进千家万户。“《胡柚
娃》让城市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让越来越多人认识了常山胡柚，有利
于推动胡柚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刘峰说。

书写稻田里的文学
周华诚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回归农村，去
寻找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刻，乡土文
化和情结，成为都市人群释放压力的主要
途径。许是看中这一点，衢州市腾云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明就以家乡
为模板，将东案乡金源村打造成国内乡村
旅游的“腾云·现代旅游根据地”。

金源村，是一座始于北宋的千年古村
落，是王氏家族“一门九进士”之一王介的
故里。流淌千年的穿村水系与成片保存尚
好的古民居、历经风雨的古牌坊等景致一
道，构成了一个时光交错的“世界”。

通过租赁农房进行统一设计、统一装
修、统一运营，周建明以金源村“古韵山川”
为绿色底本，结合宋代王介“一门九进士”

文化名片，首创“田园+养生养老+康养”的
“康养旅居”业态。他对古村古房体系进行
系统改造，加快提升村容村貌，打造进士文
化和旅游线路、宋文化网红村等景观节点，
促使单一古村落向文旅融合村庄转型。来
到这里的人们既能旅游，也能尽情感受乡
土文化和生活。

不仅如此，农户可以选择收取租金或

者合作分红两种方式，签订租期参与经
营。除了房屋收益之外，还可以到腾云公
司上班成为民宿的“管家”，实现一个家庭
赚两份钱，增收致富。金源村悠久的文化
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新时代内涵。

周华诚是作家，也是稻田工作者。回
到老家常山天马街道五联村种了一年水稻
田后，他从杭州一家党报媒体辞职，并发起
了“父亲的水稻田”众筹项目，分享种植的
快乐、带动农户增收、点燃农田复兴之火。

2014年，众筹项目一上线，短短两个
月的时间，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抢订一
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南到海南海口，

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
滨，全都加入进来了。周华诚带着城市的
朋友和孩子，一起下田插秧、收割，感受着
乡野的慢生活，一起参与摄影、美术、建筑、
艺术展览、图书出版等水稻相关的文艺创
作活动，帮助古老的农耕文化一代代传承
下去。他还发动艺术家、油画家、建筑师，
来到常山举办“大地的歌者”油画展、“稻之

谷”建筑艺术实践，并把国家级非遗项目、
民间艺术喝彩歌谣请进水稻田，为丰收的
大地喝彩……“父亲的水稻田”被赋予了越
来越丰富的内涵，已然成为了探索农旅文
互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在“父亲的水稻田”项目推动下，水稻
价格从原先的2元/斤卖到了现在的50元/
斤，体验的田地面积从原来的3亩到现在

的500亩，产量从原先的1000斤到现在的
30万斤，特聘农人从原先的1人到现在的
50人。

而周华诚则用细致而温柔的文字与照
片，记录着水稻田里的故事，见证着常山乡
村不断向前发展。

用民资注入文化产业的跨界企业家
周志胜

从一位经营塑料填充剂的民营企业
家，到浙江泓影常山越剧团负责人、泓影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胜实现了
一次跨界。他说：“越剧的传承是情感与
人性的胜利。”

周志胜创办越剧团，最初只是源于
2012年赞助原常山越剧团八旬老艺术家
叶文华编写的新戏《清官樊莹》。常山越

剧团在1987年撤销建制后，团员四散，20
余年再未演戏，《清官樊莹》让原班人马再
次粉墨登场。望着观众们如潮水般的喝
彩和演员激动的泪水，听着越剧长大、玩
过音乐的周志胜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用
经营企业所得的收益出资重新办个剧团。

2013年1月，常山泓影越剧团正式成
立，精心创作、改编、移植了大量古装历史

剧，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艺术严谨、舞台
清新、阵容齐整的艺术风格。代表剧目有
《清简樊莹》《琼奴与苕郎》《王老虎抢亲》
《五女拜寿》等，受到好评连连。在潜移默
化的文化润泽中，人们感受到艺术魅力，
享受到精神熏陶。

然而，创办越剧团花销惊人，每年需
要上百万元的员工工资及各项成本支

出。在利用惠民演出享受政府补贴的同
时，周志胜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将农民身
边的故事搬上舞台，再通过文化大篷车巡
回演给农民看，同时将越剧融入旅游产
业，走出一条“农家乐”发展之路，既能确
保剧团可持续运行，解决员工的后顾之
忧，又推动了常山旅游的发展，还创造了
巨大的精神财富。

文化解密“共富密码”
周建明

胡夏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