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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风风雨雨，县文化
馆通过一代代群文工作者的
辛勤耕耘， 在开化群众文化
史上乃至浙江群众文化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去年， 开化县文化馆建
馆百年，耗时三年、总文字量
超过 200 万字的文集《百年
馆事》编撰完成。 它全面、系
统地记载了县文化馆的历
程，是一套有价值的“文化财
产”。而完成这套丛书的正是
一群新老文化馆人。翻开《百
年馆事》， 县文化馆 70 年来
的持续繁荣历历在目。 可以
发现，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
发展， 县文化馆承担的任务
比以往更重，连年组织、举办
各种文艺节会活动， 大型主
题欢庆活动、 商交推介和文
化交流演出活动一个接一
个，同时也收获了累累硕果。
至今， 文化馆业务干部创作
和辅导创作的各类文艺作
品， 在省级以上发表或获奖
的，就达 400 多件，群众文化
发展百花争艳、遍地开花。

据县文化馆馆长韩勇介
绍，从现在来看，全县每个乡
镇都有自己的文化品牌。 特
别是城乡文艺大汇演， 更是
把开化的群众文化事业推向
新的高潮。

如今， 新的县文化馆已
经开建，4600 平方米的新
馆，预计将于 2021 年投入使
用， 开化的群众文化事业又
将迎来新的篇章。

盘点 70年间轰动开化的文化演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化是一个经济落后又远离省城的山区小县。 但就是这个看似闭塞的山城却不甘落后、敢于创新，在几代群文工作

者的努力下，70 年来，开化群众文化持续繁荣，在浙江群众文化的长河上，留下激情澎湃的乐章。 日前，几位几十年未碰面的老群文工作者
再次聚在了一起，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通讯员 汪建能 叶琴

“你看，多漂亮！这还是我们化了妆的照片。”今年 92
岁高龄的孔兰芳在翻阅县文化馆编撰的《百年馆事》时，
看到了自己的老照片，不由发出了感叹。 县文化馆前身
叫通俗讲演所，之后经历了民众教育馆、人民文化馆，于
1951 年更名为开化县文化馆。 新中国成立后的县文化
馆，群众文化事业得到空前发展。 1950 年至 1951 年，开
化县第一支文化宣传队和第一个业余剧团相继成立，为
配合斗争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重大政治运动，他
们积极排练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节目，不分寒暑，翻山
越岭步行至各乡村进行巡回演出，庆祝土改胜利、歌颂
党和社会主义。 当时，正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孔兰芳就
负责辅导并带领这些宣传队下乡演出。

今年 79 岁的汪柏树见到许久未见的孔老十分激
动。 他曾是放牛娃，因为被孔老看中，在开化县第一个业
余剧团———城关业余剧团担任小生演员。 汪柏树说，当
时演出不收费用，村里只供大家吃饭。 晚上，睡在祠堂、
破庙等一些空房子里，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出于对党
的热爱，对文艺的喜好，热情高涨。

这样艰苦并快乐的演出，剧团持续了十多年。 在这
些年里， 开化全县先后建起农村业余剧团 100 余个，农
村俱乐部 270 个，文化氛围十分活跃，这些业余文化组
织也多次获得县、地区、省的表扬和奖励。

随后，十年动乱，开化的文化工作经历了一定的曲折。 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群众文化活动又迎来了春天。 1982年，我县乡乡建立文化站，各种大型文化艺术表
演、展览会和艺术培训活动相继开展，期间，文化馆悉心辅导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将
开化群众文化活动推向欣欣向荣的局面。

县图书馆退休职工汪尉廷回忆道：“上世纪 80 年代，县里刚好开始第一次公开
对外招考，我是那个时候考进文化馆的。 当时业务培训很频繁，上世纪 80年代刚开
始流行交谊舞的时候，我是学男的，另一个人学女的，学完了以后我们到华埠化肥
厂、东岸电厂等厂里去教大家跳。 ”

1977年，周珍梅从学校毕业后，就在北门小学当音乐老师。第二年，孔兰芳老师
就带她到浙江歌舞团去学习，让她参加文化馆的各类培训。 有件事周珍梅至今记忆
深刻，1980年，学校举行文艺演出，组织学生演唱《闪闪的红星》，她用门板制作了一
个流动舞台，效果一出来，当时轰动全城。

30多年来，周珍梅作为文化馆文艺骨干参与了全县不计其数的文艺演出，还培
养出了许许多多的文艺工作者。 同时，她所在的这支文艺骨干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如今已发展到 300多人，无论什么演出，县文化馆都能找到合适的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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