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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州，为什么“村村有戏”？
◎ 阮帅葛雪琪

新闻集装箱

（上接1版）

思 考

护航成长，层层考验亟待突破

随着社区“带娃服务”知名度的提升，
“共享妈妈”的需求量正持续攀升。然而，如
何确保这一便民服务项目惠及更多家庭？如
何稳固并扩大“共享妈妈”队伍？如何提高服
务质量与效率？这些问题，成为居民关注的
焦点。

育红社区党委书记李红莉表示，与居
民需求精准对接并建立有效沟通是项目发
展的关键。她表示，社区将定期组织座谈
会，广泛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构建居民派
单、社区接单的服务模式，确保服务内容贴
近孩子和家长的实际需求。同时，社区要不
断推陈出新，丰富活动课程，为孩子们打造
一个温馨、有趣的成长环境。在人才队伍建
设上，李红莉提出，可利用“共享超市”等志
愿服务激励机制，如积分兑换、表彰等，激
发“共享妈妈”的工作热情，提升“共享妈
妈”服务质量。

临湖社区巢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杜海
燕则强调，精准定位和差异化服务是“共享
妈妈”便民服务项目成功的基石。社区要注

重平衡营商环境，为项目持续稳健发展创
造有利条件。她建议“共享妈妈”服务应在
人员配置、课程设置、目标定位等方面与市
场机构形成差异化优势。通过整合链接社
区各类资源，如场地、设施、资金、志愿力量
等，为项目提供有力支撑，从而扩大影响
力，让更多人受益。同时，她还建议社区要
建立人才资源库，通过技能培训、网络课堂
等方式，为“共享妈妈”提供成长平台，提升
她们的专业素养，不仅解决家长的“接娃”
难题，也为全职妈妈提供反哺社会、实现自
我成长的平台。同时，还能增强邻里之间的
信任、互助与支持，为社区基层治理提供新
的思路。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华军认为，“共享妈妈”模式满足了社会的
现实需求，对保障儿童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要使这一模式持续发展，需从政策层
面给予支持。他建议，可使用社区基金购买
相关服务，解决经费的保障。此外，应充分利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图书馆、科技馆等公
共设施场地及资源，让“共享妈妈”服务惠及
更多人群。他强调，虽然“共享妈妈”为家庭
减轻了负担，但父母仍需落实自身的教育主
体责任，提供高质量陪伴，为孩子创造更优
质的成长环境。

近距离体验液氮、空气炮的科学魅力；14
件流动科普展品，智能机器狗完成跳跃、舞蹈
等动作，自制趣味“弹力飞机”；各种文艺表演
展及游园活动……6月 13日，2024 年长沙市

“圆梦工程”学雷锋送教送关爱首场示范暨集
中宣传活动在湖南省浏阳市举行，学生在游戏
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体验到“我能行”的自
豪感。据悉，长沙市此次“圆梦工程”针对乡村
儿童送出130场次课程和活动，包括心理健康
辅导、安全防护、医疗急救、传统文化、文艺熏
陶、科普活动等。

14件科普展品体验科技的神奇

“干冰的温度是零下78.5℃，液氮是零下
196℃。”上午，在浏阳市文家市镇泉井小学的
操场上，长沙市科协志愿者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液氮表演。只见志愿者往一个已充气的气
球上倒上液氮，气球就迅速瘪了下去，再拿起
置于空中，气球又很快恢复了鼓鼓的状态，

“这就是热胀冷缩的原理。”随后，志愿者又用
液氮进行了多个试验，赢得现场学生阵阵掌
声和喝彩声。

不远处，几个学生围着一条机器狗。这条机

器狗在一名学生的遥控下，做着各种动作。只见
机器狗一会四脚腾空起跳，一会加速前进或后
退，又一会倒地撒娇或跳舞。更令人惊讶的是，
机器狗还会两只后脚站立起来向人群作揖，十
分惹人喜爱。

“给学生们带来了‘有味科学秀’，以及智能
机器狗、自制‘弹力飞机’等14件流动科普展
品。”长沙市科协副主席夏立新介绍说，希望通
过送教送关爱活动，让学生们在“玩”的过程中
体会到科技的神奇。

让学生体验“我能行”的自豪感

“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乐于助人，看到别
人有困难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忙。”“我是一个爱
笑的人，平时对同学、老师、家长都一副笑脸。”

“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每天都能按时完成作
业。”在心理游园会的“我要大声说出来”的项目
上，学生们排成长队等待上场。志愿者挨个引导
学生拿着话筒介绍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原来这是长沙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中心志愿辅导员芙蓉区心理名师欧凌为乡村
学生量身定制的心理游园项目。游园会分高低
年级开展，共8个项目，分别是“超越梦想”“自

信表达”“能量传递”“定格友情”“搭高快乐”
“手脚并用”“并肩同行”“火眼金睛”，学生在游
戏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体验到“我能行”的
自豪感。

让乡村娃接受文艺熏陶

当天下午，在浏阳市永和镇新实完全小学
还上演了一场文艺展演和送教活动。学生们不
仅欣赏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还上了一堂生动的
口才、尤克里里和奥尔夫律动课程。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捐赠仪式，捐助了助学
金、书籍和乐器。

据悉，首场示范活动后，长沙市文明办将组
织15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陆续送出130场次
课程和活动，针对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健康辅导、
安全防护、医疗急救、传统文化、文艺熏陶、科普
活动，助力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

据统计，长沙市共有未成年人160万人，其
中农村留守儿童1556人。目前，长沙已建设市
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1个、区级8个，
校级心理咨询室844个，2023年各级心辅中心
接待来自农村学校的学生及家长的心理咨询服
务631例。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在浙江省嵊州市，几乎人人都能用婉转的曲调
哼唱这一越剧经典唱段。

乡村文化礼堂里，总有戏迷吹拉弹唱；古戏
台上，50多岁的阿姨演越剧折子戏，唱念做打颇
有专业范儿；偏僻的小村里，30多人的专业越剧
团不仅编排整场大戏，还“接单”外出表演……在
嵊州乡村，几乎每个角落都能邂逅越剧，称得上
村村都有戏。

为什么越剧能够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近
日，笔者来到嵊州寻找答案。

古戏台又“活了”

“老到白胡须，少到开裆裤”，嵊州人人都能
哼上几句越剧。

110多年前，越剧以“落地唱书”形式从嵊
州甘霖镇的田间地头诞生，自带贴近乡村、亲近
民众的“基因”，逐步成长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积
累了深厚的民间基础。

在嵊州崇仁古镇，村民裘小亚从服装厂下班
后，忙不迭叫上几个姐妹，认真化好戏妆后，来到
古镇的玉山公祠，找到了“戏迷角”的负责人裘愉
林，他正带领几名游客参观公祠里的古戏台。

“裘老师，我们想上台唱一会越剧，有没有
时间帮忙伴奏一下？”

裘愉林今年74岁，拉得一手好二胡，退休
后担任“戏迷角”民乐队的领队，经常组织开展
各种越剧活动。平时，总有戏迷来喊他伴奏。

“这戏台可有200多年历史啦，傅全香等越
剧名家都是在这里‘首秀’呢，站上去唱几句，那
感觉可不一样。”从一旁的小房间取出二胡，裘愉
林对已经举起手机准备拍摄的游客说。

在裘愉林的记忆中，童年时代玉山公祠里
的这座戏台是远近最热闹的地方，初出茅庐的
越剧演员在这里登台亮嗓，台前的小广场和两
侧的看台总是挤满了人。

热爱越剧的嵊州人非常珍视这些戏台。近
年来，嵊州对古戏台进行了保护和修缮，全市
200多处古戏台又“活了”，依旧是热闹的百姓
大舞台。

崇仁古镇对玉山公祠和古戏台进行了保护
和修缮，修缮后的古戏台由专人进行管理，并对
乡亲们免费开放。

如今，玉山公祠成了古镇里最热门的“打卡

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崇仁古镇还会在这里组
织越剧展演、交流活动，本地戏迷看得过瘾、演得
尽兴，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热闹时
古镇一天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带火了文旅产业。

沃土长出“民星”

在嵊州，好戏连台，越剧天天演，还有各种
文化惠民活动不间断，不仅营造了氛围，也让广
大戏迷有了更多追梦的机会。

“我天天盼着这堂课！”在浦口街道东郭村，
村民张咩珍早早赶到文化礼堂占座。每周五，从
嵊州市越剧团退休的过君英都会来这里讲课，
教村民们越剧唱腔、手势、台步等知识和技巧。
她的学生有60多岁的老戏迷，也有10多岁的
孩子。

为了帮助戏迷入门、提升，嵊州在乡村、社
区开办越剧特色公益课堂，请来专业的越剧演
员、教师，面向戏迷免费授课，还计划把越剧公
益课送到更多文化礼堂、老年学堂、中小学校。

“过老师接下来还要给我们排戏，我希望有
一天能站上舞台表演。”张咩珍憧憬地说。

她的梦想，触手可及。
去年，嵊州举办首届“村越”好声音活动，这

场大型越剧活动不设门槛，鼓励“草根”上台亮
嗓，村里的戏台和文化礼堂成了“擂台”，戏迷登
台比拼唱功，台下专家当评委，海选、复赛场场
座无虚席。决赛由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带
队“PK”，线上同步直播，流量火爆。

决赛中，理发师罗雪洪将越剧《祥林嫂》中的
“贺老六”一角演得活灵活现，成功夺得冠军，不
仅圆梦大舞台，还把大奖——一辆比亚迪汽车开
回了家。如今，罗雪洪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嵊州的
各种越剧文化活动中，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星”。

一场活动“炸”出了一批民间实力唱将，更
多普通戏迷也走上舞台过了一把戏瘾。

“百姓自己的舞台自己演，我们非常欢迎民
间戏友登台，秀出风采。”6月1日，第二届“越嵊
州越有戏”乡村越剧联赛的“PK”选拔赛打响
了，嵊州市文化馆馆长姚华江说，这次活动全面

“升级”，个人赛变成团体赛，还向全国发布“英
雄帖”，竞争更激烈，比赛会更加精彩。

去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台《加快推进
越剧繁荣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明确要将浙江建成长三角地区越剧传承发展的

核心区域和全国越剧文化中心，将越剧艺术打
造成为浙江鲜明的文化标识。

嵊州积极响应，推出“2024越剧文化年”系
列活动，并启动了“富乐嵊州·村村有戏”越剧大
展演活动，面向全市200多个行政村，进行全覆
盖式越剧大戏展演，不仅有专业越剧团轮番登
场，还鼓励民间戏迷团体编排节目来表演，场场
大戏人气火爆。

小村也有专业剧团

“家门口”好戏连台，打开了嵊州人的格局，
他们对越剧有了更多憧憬，不再满足于“小打小
闹”，而是“抱团”组建越剧社团、俱乐部，甚至在
一些小村子里也能找到数十人的剧团，服装和
设备一应俱全，逐步从自娱自乐走向专业化的
舞台表演。

仙岩村不大，嵌在嵊州北部的山林里，全村
1200多人，沈柏松是村里小有名气的厨师。平时
放下锅勺，他喜欢拉着朋友在门前唱上几句越剧。

去年，仙岩村翻新了文化礼堂，能同时容纳
数百人活动。登上新礼堂宽敞的大舞台，沈柏松
的心似乎一下子被打开了。

“随口唱唱不过瘾，不如走专业化路线！”于
是，他带着戏友就地组建“仙韵戏迷角”，广纳

“英雄好汉”，大家常泡在礼堂里唱戏听曲。
听说村里有了戏迷角，热衷唱越剧的村民徐

美萍第一时间加入，她嗓音底子不错，动作学得
快，很快成为“种子选手”；在国网嵊州供电公司
上班的年轻人王珏跑来报名，虽然唱不了几句，
但搭台布景、摆弄设备，他是一把好手……

戏迷角迅速壮大，沈柏松有了更大的野心。
他带头出资购买服装道具、幕布，淘来音

响、彩灯、造雾机等舞台表演设备，还聘请专业
越剧演员来当指导老师，戏迷角“升级”成了“仙
韵越剧团”，团员们各司其职，排起《何文秀》《五
女拜寿》《王老虎抢亲》等整场大戏。

“现在剧团闯出了一点小名堂，市里也来请我
们去表演呢。”剧团副团长费幼萍是一名退休的财
务人员，她说，以前大家闲来无事，总是打麻将、刷
短视频消磨时间，现在大家一有空，都往文化礼堂
跑，排戏、切磋唱功，生活比以前充实多了。

村村都有戏，乡村越剧团也很红火，这是这
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嵊州百姓对越剧艺术的
热情，也是民间追求精神富足的一个生动注解。

本报讯（记者 袁矛）“大爷，我们又
来看您了，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平时
饮食上要多注意……”6月 13日上午 9
时，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罗波乡官
斗山村，家庭医生团队正在董大爷家
里开展“健康敲门行动”，为老人带去
贴心服务。

董大爷是一名慢阻肺患者，长期受
到疾病的困扰，生活起居多有不便。家庭
医生团队不仅为他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
查，还耐心询问了他的病情、用药情况、
生活习惯等，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了个
性化的健康指导和建议。

在基层村（社区），像董大爷这样因
年老体弱或行动不便，导致看病就医难
的老人不在少数。为解决这部分群众看

病就医困难的急难愁盼问题，自2022年
以来，青神县以各基层医疗机构家庭医
生团队为服务力量，开展“健康敲门行
动”。截至目前，青神县共有8家基层医疗
机构、60个家庭医生团队、170余名医务
人员参与失能老人“健康敲门行动”服务
工作，共服务失能老人1661人次。

“家庭医生团队通过上门服务的
方式，为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健康咨
询、心理疏导等，让老年人能够享受到
更为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青神县
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深入开展“健康敲门行动”，不
断满足失能老人健康服务需求，增强
失能老人健康获得感，畅通老年健康
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黄鉴）“这一天下来，玩也玩
了，学也学了，亲子关系还越来越好！”近
日，在湖北省孝感市青少年生态公园，该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专家带领
15个家庭开展室外境教亲子体验活动，
通过心理游戏、野餐等方式，放松身心，
共度假期。

现场活动结束后，室内课堂在晒书
台社区开课，专家总结分享上午的活动
收获，分析各个家庭的互动模式，指出成
长的方向，家长现场提问，专家一一进行

解析答疑。
据悉，第二届孝感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通过在该市选取有
教育意义的景点，以还原地球、人文境
教、时空历史轴三大主题，以心理游戏、
心理解惑、照片打卡、心理营养补充等形
式，帮助参与者产生亲子共鸣、情感链
接、思想同步，发展未成年人觉知、完整
人格，丰富心理体验。目前该活动已开展
三期，后期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吸引更
多家庭参与。

本报讯（彭媛媛）近日，笔者从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政局获悉，民政
部、国家数据局日前公布48个全国基本
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地区，南宁成为
广西唯一入选的城市。根据安排，计划
2025年 12月 31日前，南宁实现养老服
务供需精准对接和养老服务行为全流
程智慧监管。

家住江南区的黄女士向民政部门咨
询为父亲申请助浴服务事宜时得知，家
属可以直接从“南宁数字民政”微信公
众号进入办事大厅，点击“我要办”养老
服务板块的“老年助浴申请”服务事项，
按照步骤填写相关信息，等待民政部门
线上审核通过后即可收到申请预约服
务短信通知。“有了数字化信息的‘牵
线’，市民办事渠道越来越便利。”黄女
士高兴地说。

据悉，除了可以在线申请办理老年
助浴服务，在“我要办”养老服务板块中
还设置有养老机构地图、公益性床位轮
候申请、长者饭堂查询、高龄津贴生存认
证、居家养老服务预约等服务事项。群众
只需轻点手指，即可在线完成申请和认
证，以及基本养老服务信息查询等服务，
极大满足了群众办事需求。

南宁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南
宁市将依托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和
南宁数字民政平台，通过数据交换、系
统对接、功能拓展等形成养老服务综合

平台，推动“养老服务+监管+资源调度”
“医、养、康、护”等业务一体化，提升基
本养老服务便利化、精准化、数字化水
平，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高质量养老服务
需求。

在办理流程便利方面，将对接至
政务服务平台，便利高频服务事项网
上办、掌上办、一次办，重点推动老年
人福利补贴“无感智办”、“免申即享”、

“主动发放”、老年能力评估结果互认、
护理补贴发放管理等功能系统，进一
步升级完善养老服务电子地图和公益
性床位管理系统的应用，加强关爱探
访服务与民政救助板块的工作联动
等，实现各项基本养老服务流程的梳
理和再造，保障服务供需精准匹配和
快速对接。

在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方面，
将通过推动技术对接和数据汇聚的方
式，在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老年人能
力综合评估、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
爱、养老机构管理服务、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等方面深入挖掘数据应用场景。
如：建立养老服务主体登记和行政监管
基本数据集；实现信息一站式查询和综
合监管一网通查；增加“AI智能巡检”功
能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监管；针
对机构安全四大风险（消防安全、食品
安全、欺老虐老防范、个体风险防控）完
善监管措施等。

让乡村儿童体验“我能行”
——湖南长沙市“圆梦工程”送教送关爱

◎ 胡锐

6月12日，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
柱县中小学生校园篮球
运动会开幕，来自该县
中小学的 69 支参赛队
828 名运动员进行了为
期 5 天 183 场次的激烈
角逐。近年来，天柱县中
小学广泛开展体育竞技
活动，形成了“年年有比
赛、校校有活动、人人都
参与”的良好氛围。图为
篮球比赛现场。

潘存栋摄

四川眉山市青神县
开展“健康敲门行动”为失能老人送健康

湖北孝感市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走出课堂

广西南宁市
入选全国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