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一版）当过工人、干过编

剧的陆湘汉，接到指令时，正一门心

思筹备刘德华演唱会。从一路飘红

的票房中回过神来，老陆开始仔细

思量一个问题：省委书记为何如此

关注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习近平同志任职浙江省委书记

后，省委提出了实施“八八战略”决

策部署，加快文化大省建设是其中

重要一项。“文化即‘人化’，文化事

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

读了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陆

续刊发的《文化是灵魂》《文化育和

谐》等文章，老陆从字里行间，对省

委书记的深谋远虑，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

由是，他感觉肩上的分量沉甸

甸：作为全省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

创新之举，这朵“小浪花”要卷起“千

堆雪”，成为推动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中体制创新、内容创新、服务创新的

一个重要引擎。

“浪花”招募的第一名“员工”，

就是那台多功能流动舞台表演车。

“现在杭州运河边停着的这台大篷

车，已经是整体升级后的第三代‘变

形金刚’了。”老陆告诉记者，大篷车

长 13.5 米、宽 2.5 米、高 4 米，打开后

立刻就变成一个约 90 平方米的舞

台，车内灯光、音响、舞美道具等一

应俱全，可以深入乡镇、农村，把免

费的文艺“外卖”送到老乡家门口，

每演一场，村干部就在演出凭据上

郑重盖章。

创立之初，“浪花”没有自己的

演员。下乡为百姓演出，得到了省

内各大文艺院团的无私支持，当家

台柱子，梅花奖名角，个个都在大篷

车上亮过相。部分文艺团队还定下

规矩：凡是参与“浪花”送戏下乡的

演员，年终奖多发一笔。

“贴钱上班”为哪般
只因三个“想不到”

“大学四年没发现你有什么艺

术‘细菌’啊？”2005 年 7 月，浙江中

医药大学公共卫生管理专业的老

师，看着富阳姑娘周洁在就业去向

表上写了“钱江浪花艺术团”，十分

意外。

小周笑着解释：“我不是去唱歌

跳舞的，而是做公共文化服务，和本

专业也算触类旁通。”

原来，2004年暑假，听说文化部

主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招募志愿

者，她抱着“开开眼界”的想法报名

参加，具体工作是帮陆湘汉卖演出

票，一老一少就此结缘，她成了钱江

浪花初创团队的“十二罗汉”之一。

如今，跟随老陆送出 3700 多场

大戏、盖了 3700 多回公章，“小周”

已成“浪花”的负责人之一。她笑

着，双眸泛起星星点点的泪光：本想

跟着老陆干上三五年，积累经验再

作打算；不料一干就是 18 年，再也

放不下、离不开了。

在她眼中，“浪花”的魅力也许

就是三个“想不到”——

想不到群众这么喜欢。

全省各村均以过年、娶媳的最

高待客之礼迎接“浪花”：江山百姓

端出“十八碗”，丽水群众送上“两个

丁”（注：即被蛇咬过的猪胃）。村民

们拉起欢迎横幅，看到激动时还跳

上舞台一起拉二胡，更有老人拿着

纸笔挨个找演员要签名：“年轻人演

得太好了，我想记住你们的名字。”

在遂昌县龙洋乡，村民们得知

因山体塌方演出车无法通过时，肩

扛手抬将演出器材和道具拉到了村

里。

在浙皖交界处的安吉高禹镇，

演出开始后，很多安徽老乡开着手

扶拖拉机翻越了一座山头过来观

演。

一场场、一幕幕的感人画面，印

刻在“浪花”每位演职人员的胸中。

他们内心是震憾的，被需要的感觉

是幸福的。

想不到年轻人如此热爱基层的

舞台。

“假如艺术养活不了我，就让我

来养活艺术。”1990年出生的温州籍

演员张佳敏说，大篷车是人生的舞

台，“我从未以金钱来衡量在‘浪花’

演出的价值。”不送戏的时候，她就

做代课老师、商业拍摄赚钱。

爱是一种双向奔赴。1986年出

生的杭州演员林晓，已在“浪花”供

职 12 年，是一个 12 岁男孩的母亲。

她回忆，每到一地，戏还没开锣，会

先来一场“抢人大战”：老乡们抢着

拉演员住自己家，有的拎起行李就

往回跑。

“浪花”下乡，大篷车上装设备，

大客车上载演员。每个座位后面都

配有一面小镜子，方便演员化妆；车

厢中部有布帘，一拉，就隔出了男女

更衣室，这群年轻人上车变装、下车

演戏，他们说：“很艰苦，但很美好。”

想不到能得到省委书记的批示

表扬。

2006 年 8 月，送戏回来的“浪

花”们收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们

获得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批示表扬。他肯定了“浪花”用文

化直通车这种创新的演出方式，丰

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为推进

文化大省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做出积极贡献。

“当时我只有 20 多岁，‘浪花’

组建才 1 年就获得省委书记的批

示，这是每一位参与者一生的自

豪。”事隔多年，周洁依然按捺不住

内心的热烈。

从无到有谓之“创”
从有到无亦是“新”

浦江演出结束后，大篷车的下

一站是哪里？

“正想告诉你们呢，这第三辆大

篷车已经用了 10 多年，也快完成历

史使命、转换舞台了。”周洁笑着说。

原来，2013 年浙江启动农村文

化礼堂建设，截至 2022 年底，累计

建成 20511 家，实现了 500 人以上建

制村“全覆盖”。如今，在文化礼堂

自导自演办一场热热闹闹的“村

晚”，已经成为浙江乡村老百姓春节

期间必不可少的节庆活动。

遥想 18 年前，应对基层文化匮

乏，“浪花”应运而生。此后，嵊州

越剧大巴、衢州文艺大篷车、平阳流

动剧场、景宁文艺直通车、庆元文化

大篷车等常年穿梭于基层，为群众

送去量身定制的文艺节目。

十八载耕耘播种，收获万物生

长。如今，全省村村都有大舞台，文

化礼堂遍地开，“村晚”“村赛”出类

拔萃，浙江城乡老百姓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多彩。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无更

是适应时代进步的探索。现在的

“浪花”正从大篷车时代，迈向抖音、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移动互联网时

代，“用与时俱进的文艺节目服务老

百姓，我们一直都在。”周洁如是说。

和“浪花”的演职人员告别时，

记者胸中心潮澎湃。文艺当随时

代，从一辆流动大篷车到 2 万余家

文化礼堂，从一朵“浪花”一年送戏

下 乡 210 场 ，到 2023 年 春 节 期 间

5800 余场“村晚”的精彩上演，在全

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建设、辛勤

耕耘下，农村文化礼堂已从“盆景”

跃迁为“风景”，不仅成了美丽乡村

的文化地标，更自然而然跻身民有

所乐的“乡村客厅”、传承历史的“乡

愁基地”、凝心聚力的“精神家园”，

呈现出一派生生不息奔涌向共同富

裕的钱江文化大浪潮。

“小浪花”卷起“千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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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湘汉（左）向本报记者介绍

多功能流动舞台表演车的迭代。

“浪花”结对农村困难学生，

开展爱心助学。

“浪花”结对农村困难学生，

开展爱心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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