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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礼遇·湖塘桥·
美学生活 5月市集，我所在位
置是茶礼区，李老师正给大家
介绍泡茶、斟茶、品茶、添茶
的讲究……”随着主持人的开
场，在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湖塘镇综合文化站内，
一场包含了美育课程、非遗体
验、文创展示等的直播，让不
少市民觉得：“今年的文化服
务不一样了！”
“美学生活市集里的作品

确实精巧。”第一次现场体验
木刻印绘年画，市民张文超欣
喜不已。

在“5·18”国际博物馆
日前后，湖塘镇还通过馆社
联动方式，举办“承续·展
望”———2024 年锦绣湖塘城
市美育新民艺美精品展，通
过“思想 + 艺术 + 跨界”的
融合创新，为市民展呈一批

湖塘非遗瑰宝。
“陶艺雕刻、乱针绣、留

青竹刻、武进铜雕、俞氏棕
编……目前全镇共有 46个非
遗项目、51 位非遗传承人，
数量庞大，项目集聚，美育资
源丰富。”周华介绍，为用好
这些非遗瑰宝，结合春悦、夏
律、秋赏、冬熹“福暖四季”
特点，并携手湖塘老字号、湖
塘文化 IP和新消费品牌等跨
界联动，今年全年要打造 12
场市集，让市民徜徉在器、
艺、食、服、茶等 20余种项
目中，感受艺术洗礼。
“每月第 3 周的周日全天

为市集日，也是我们固定相聚
的日子。”陶艺雕刻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张毓阳表示，市集让
市民接触美、感受美，也让散
落在阳湖大地的非遗瑰宝有舞
台得以“各美其美”。

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
美化。多年来，湖塘镇持续推进
“文化惠民雨露工程”、“全民健
身阳光工程”、“全民阅读燎原
工程”和“文体队伍建设工程”，
不断凝聚构建“大美育”格局的
向“新”活力。

全镇找准文体旅商农融合的
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推动
全领域、全方位、全链条融合发
展。在近日举办的“全域出彩
共赴春宴”湖塘镇 2024年全民
健身、全域微旅、全民阅读城市
美育系列活动中，以对身边“小
确幸”阵地的盘点作为切入口，
现场发布“锦绣微旅途·欢乐湖

塘行”城市美育微旅手册，丰乐
社区、淹城社区、何留社区、江
村社区等 12位社区书记作为城
市代言人，上台推荐身边美景。

手册内串联起淹城、胥城遗
址、何留钟塔、东新雪芹艺苑、
马杭木雕艺术馆在内的一城、二
址、三苑、五馆、八场、十六
园。“我们身边竟藏了这么多宝
藏地，周末想带着儿子来场文化
打卡之旅。”市民周舒感慨道。

近年来，湖塘镇持续深入
“湖塘印记”品牌行动，加码实
施“湖塘杯”强链计划，充分利
用环太湖艺术城、熹平美术馆、
常州市单银娣艺术研究院、品鹭

篮球馆、大喜来工坊等社会力
量，定期推出高品质高规格的展
览和活动，让文体旅商农融合发
展绽放光彩、释放更多红利，形
成多元一体、博采众长的鲜明特
色和湖塘印记，多视角让群众感
受城市美好。
“文化不仅是积淀的结果，

也是流动的结果。今年我们创
新、拓展美学载体，通过破围
墙、化分身，打造‘行走的美育
课堂’及‘锦绣湖塘·君之约’
文创品牌，计划全年开展 600
余场特色活动，推进城市美育在
全镇各个角落绽放。”湖塘镇综
合文化站站长周华介绍。

以“锦绣湖塘 + 系列”主题为抓手，

聚力锻造“最湖塘”IP，今年以来，湖塘

镇创新工作思路和途径，以“城市美育”

接棒“文化服务”，通过强化美育资源供

给，创新美育内容形式，加大美育普及力

度，打造美学生活市集、城市美育微旅手

册、城市美育新民艺美精品展、城市音乐

汇等一批文体商旅农融合宣荐系列活动，

让“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的美育服

务触手可及。

湖塘镇：

近日，由湖塘镇人民政府、
区文化馆、湖塘镇综合文化站报
送的原创作品 《印象湖塘》，在
“歌声里的水韵江苏”首届江苏
“城市音乐汇”原创作品展演暨惠
民演出活动上，从 154首歌曲中
脱颖而出，荣获“优秀作品奖”。
《印象湖塘》由周华、李淑

元作词，恽新苗作曲，是一首代
表家乡的歌曲，勾勒出中国式现
代化湖塘的新图景。近年来，湖
塘镇通过大步向前“走出去”、
因地制宜“引进来”的方式，不
断挖掘本地美育资源特色，持续
拓宽共建“朋友圈”，拓展合作
新模式。

5月初，在新天地公园北广
场，一场由常州市文化馆、湖塘
镇人民政府主办，湖塘镇综合文
化站承办的青春歌会热闹上演。
现场，警察、理发师、教师、学
生等逐个登场，挥舞的荧光棒、
熙攘的人群，呐喊和叫好声划破
夜空。该场歌会同步开启线上直
播，“线上 +线下”共计吸引超
10万人次观看。
自 2020年起，湖塘与上海、

苏州、扬州、盐城等地，形成文化
上的交流、深融，多次组织镇文
化站团队出去学习，并邀请长三
角领域的非遗大家上门讲课。

国家艺术基金“传古拓今”

金石拓创新应用人才、常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高敏老师详细介
绍青铜器全形拓图录和技法研
究；常州民俗专家季全保围绕
“传承龙城文脉 弘扬湖塘民俗”，
生动讲述立春风俗、湖塘历史、
非遗美食以及市井手艺，让大家
深刻了解常州的历史文化和民风
民俗……全镇不断扩充美育课堂
师资力量，邀请名师大家把诊问
脉，并积极吸纳 51位非遗传承
人、45个社区文体管理员、10
位百姓公益大讲堂老师、镇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等进入
文体队伍、化身讲师，让美育课
堂更接地气。

《印象湖塘》颁奖

礼遇·湖塘桥·美学生活市集

青春歌会

育点连线拓面 打造全民美育“新阵地”

跨界融合逐新 扩大美育服务“新路径”

博采众长共生 锻造非遗美育“新课堂”

以“城市美育”接棒“文化服务”

□ 记者 何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