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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40余年，丽水“村晚”依旧朝气蓬勃，是守护

与传承的久久为功，更是融合与创新的循序渐进。

英川板龙翻腾舞动、鹤溪木偶戏活灵活现、畲族

民歌悠扬婉转……在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景宁，“非

遗”项目构成“村晚”的核心元素，也成就“村晚+旅游”

的发展模式。

这些元素承载着畲族历史记忆与精神标识，历经

岁月沉淀，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魅力。“游客在‘村晚’

现场能沉浸式感受这些‘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引发

他们深入当地古街、村落，进一步领略传统文化风

情。”丽水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王丽芬表示，这也

使得特色文化体验从舞台延伸开来。

景宁“村晚+旅游”的发展模式，正是丽水市着力

构建“村晚＋”模式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丽水市立足当地特色，将“村晚”与生态农

业、休闲旅游、游学培训等新业态融合，先后推出“丽水

山耕”年货集市、“看村晚、住山居、过大年”等系列民俗

节会活动，打造“仙境中的童话世界游”“浙西川藏线自

驾之旅”等10条年味体验线路，形成“村晚”带动乡村振

兴、乡村振兴反哺“村晚”的欣欣向荣局面。

通过整合文化、旅游、宣传、统战等优势资源，丽

水市研发线上“村晚梦剧场”数字化应用，开发“我要

办村晚”“我要送村晚”“村晚联盟”“村晚管家”四个应

用场景，形成“样本村晚影像库”和“村晚情况热力

图”，引导512个全国“村晚”联盟成员单位入驻，实现

“村晚”发掘共建、资源共享、文化共鸣。

目前，丽水市1662个景区村已开展“村晚”运营探

索，着手建立游客点单、公司派单、村民接单、社会评

单的市场化运作体系，每年实现“村晚红利”15亿元以

上。

走远——创新赋能 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杨怡

丽水“村晚”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是根植中国春节、中国乡村、中国农民的节日文化品牌，它发源丽水、享誉全国、走向世界，被誉为

“中国乡村过年之文化样本”。

多年来，通过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丽水成功将“村晚”从一台晚会升级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平均每年举办超500场“乡村春晚”，激发乡村

发展新活力，实现农文旅深度融合。

1981年，庆元县月山村村民用一副锣鼓、两

把二胡、三支笛子拉开了“月山春晚”的帷幕，农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春晚”就此诞生。

农作表演、农装走秀、乐器演奏……看似“草

根”演出，其实是村民最真挚的文艺表达。但彼

时的月山村乃至整个丽水市都未曾料到，这场晚

会在未来逐渐演变为一个闻名全国的文化IP。

早在2013年，丽水市出台政策大力推动“村

晚”发展，解码月山“村晚”的文化“基因”。

眼下，丽水一县一品的“乡村春晚”品牌已日

渐成熟。

景宁的“村晚”办在畲寨，松阳的“村晚”则在

茶园上演，莲都的鼓词、缙云的戏曲，一台台充满

地方特色的“村晚”成功亮相，这份精彩背后，离

不开丽水推进“村晚”标准化建设之功。

2022 年底，“丽水乡村春晚”建设项目入选

全国第五批农业综合改革（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标准化试点示范创建项目，构建由领导小组、调

研小组、专家智囊团组成的“三位一体”推进格

局，完成“村晚”相关研究课题30余项，率先发布

《乡村春晚建设规范》《乡村春晚演艺指南》《乡村

春晚评价指南》等全国首批市级地方标准。

如今的丽水“村晚”，已从当初月山村的一枝

独秀，发展成千村竞秀的文化盛景；从一副锣鼓、

两把二胡、三支笛子支起一台晚会，到如今贯穿

四季，覆盖9个县（市、区）共襄的盛举。

丽水“村晚”正逐渐成为中国乡村的节日记

忆。

丽水“村晚”作为乡村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不仅

丰富了村民精神生活，也对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

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村晚’是增强村民归属感、责任感、认同感以及

深入培养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之一。”丽水市农业农

村局社会事业发展处处长项宗余表示，“村晚”中大家

齐心协力，踊跃参与，体现的不仅是浓浓的乡愁，更是

村民对于家乡作为“村晚发源地”的自豪感。

在丽水“村晚”发源地——月山村，就有这样一批

青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天南地北返乡，参与“村晚”的

排练，“95后”李雯静便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学就开始参加演出，家乡的‘村晚’始终

是我的保留项目。”李雯静告诉记者，他们这些从小伴

着“村晚”长大、参与舞台演出的“80后”“90后”有上百

人。“我们是‘村晚’传承的生力军。”李雯静笑言。

不仅如此，丽水“村晚”的热闹劲，还带着民族自

信，活跃到了国外，走上与国际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

青田华侨多。2018年初，“侨乡中国年”正式落户

青田，“乡村春晚+侨乡文化”的模式也开始走向国际

舞台，多年来，一台台“村晚”成了青田华侨和外国媳

妇、外国女婿最爱的“中国年味”。

青田县山口镇山口村，依托丰富的侨乡文化资

源，连续多年举办“国际村晚”，邀请国际友人登台表

演，不断强化“国际村晚”品牌塑造，逐渐形成“国际

化、高规格、本土化”的品牌特色。

“今年我们还将打造异域风情换装打卡馆，展示

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服装，包括泰国清迈服

装、印度纱丽、迪拜长袍、意大利威尼斯面具服饰、巴

西桑巴舞裙等。”山口村村委会委员林春香说。

徐爱菊是青田海外宣传文化大使之一。“很多老

外对我说，希望能来青田‘村晚’现场，感受中国的传

统文化。”她告诉记者，蓬勃发展的“村晚”，吸引着许

多国际友人，一台“村晚”成了全新的文化大使，不断

唱响中国故事。

走实——创设标准 多点开花

走深——传承延续 文化瑰宝

缙云缙云““村晚村晚””现场的板龙表演现场的板龙表演。。

青田青田““村晚村晚””现场歌舞表演现场歌舞表演。。

丽水“村晚”何以吸粉

景宁景宁““村晚村晚””写春联活动写春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