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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 润物无声 滋养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振兴乡村文化，便是要完成从文化自省自觉到文化自

信的重构，在振兴中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价值。

时间定格在1979 年，彼时地处安徽农村地区的郑集

镇，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觉醒，找准定位，发挥优势，

敢为人先，在全国率先兴办农村文化中心，成为全国农村

文化中心发源地。1990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先进文

化站”。

岁月变迁，时光流转。郑集镇延续着文化改革基因，

寻找新的文化发力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

的文化需求。

如今，新建的郑集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郑集镇文化

站），已成为郑集镇新的文化打卡地之一。

俯瞰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篮球场、健身步道、文

化宣传长廊、景观曲桥一应俱全，居民可健身、可阅读、可

赏景、可养性。近观文化中心主体建筑外貌，清雅不失传

统、古典不失韵味，文化气息十足，内设8室2厅2展馆，各

厅室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制度规范、环境温馨，能充分满

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郑集镇依托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打造最美文

化空间，让人民群众共享美好文化生活。“现在，大家的物

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文化生活更不能少。我们会经常

举办各类文体活动，诸如‘我们的节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一小时巡演’、摄影大赛、乡村三人制篮球赛等一系列文

体活动，以此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指

数。”郑集镇党委宣传委员刘文荟这样说道。

除了文化站，“书香郑集”也是她的名片之一。

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中国’”……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

化支撑。

过去，以耕读传家的郑集人，把读书当作修身经世的

第一等好事，形成了家喻户晓的书香传统。新时代，郑集

镇围绕“书香郑集”建设，让全民阅读这件民生实事落地生

根，并成功创建安徽省“十佳书香之乡”。

目前，郑集镇已在文化站和7个村（社区）、2个企业新

建十处书香阅读点，藏书总量42000多册。通过“书香郑

集”创建活动，营造全民读书的氛围，起到了时时处处、一

景一物都以文化的方式来启迪人、教化人的效果。

走进文化站内的书香阅读吧，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一排排木质书架简约古朴，一排排图书次序排列书香

盈溢，穿过玻璃窗洒落下来的阳光，则使安静的书吧平添

几分文艺气息……

在周末闲暇的时候，附近居民经常带着孩子来读书，

书吧里的书籍种类齐全，有适合孩子读的，也有适合大人

读的，在这里，阅读已经成为居民的一种习惯，也成为镇子

里的一种新时尚。书香阅读吧是错时开放的，里面安排了

志愿者提供服务，尤其是晚饭后，爱跳广场舞的居民可以

放心把孩子安排在书吧读书、写作业，不仅满足了居民的

精神需求，也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书香阅读吧的功能还不止于此。郑集镇利用书香阅

读吧开展书画讲座、手工制作、诗词品鉴、科普体验、文创

展示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为人民群众搭建一个施展才

华、陶冶情操、开拓视野、休闲娱乐的文化空间。其中，郑

集镇利用书香阅读吧为全镇的中小学生免费提供书法培

训，助力郑集镇中小学创成滁州市书法特色学校。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擦亮新名片

如果文化是诗，那么旅游就是远方。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则是一场“诗”和“远方”的双向奔赴。

在郑集镇的入口处，来往游客最先看到的，就是书有

“耕读传家”四个大字的文化主题美陈。进入郑集镇，“耕

读轩”“向阳台”“感恩亭”“宽和塘”“678乡愁记忆馆”等主

题建筑，以及绘制经典读书故事、怀德报恩、施善传馨等内

容的文化墙，无不深刻体现着当地的乡土文化、人文底蕴。

乡村旅游最具吸引力的就是乡愁。郑集镇深挖乡愁

文化，创造性地将其融入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形成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旅产业名片，让文旅消费“火起来”“热起

来”，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的活力。

“678乡愁记忆馆”和郑集镇历史展览馆便是郑集镇留

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的宝贵成果。

“678乡愁记忆馆”，还原了“60、70、80”年代和人民公

社时期的场景，它就像是一本“故事书”，记载了从土坯房

到砖瓦房、从农具耕作到机械生产，从“面向黄土”到“面向

产业”的探索发展，沉淀出一段段岁月留下的珍贵记忆。

郑集镇以这样一种方式，最大程度传承了老一辈留下的文

化宝藏，让游客记得住乡愁的同时，也让郑集人吃上了“文

旅饭”。

以“向阳花开”为主题的郑集历史文化展览馆，则浓缩

着小镇的过往，记录着小镇的现在，寄托着小镇的未来。

馆内的设置在特色乡村文化上下功夫，“那年花开，阡陌芳

菲”“浮峰毓秀，古韵淳风”“以文化人，美业入画”“乡村振

兴，蓝图擘画”等四个板块，全面向人们展示小镇的历史沿

革、人文精粹、非遗传承、书香墨韵、特色文创，为广大市民

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在郑集，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一日不唱戏，心中无

所寄；一天不听曲，食中无滋味。

郑集镇向东距扬州仅60公里，深受扬州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扬剧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郑集以扬剧为载体，对

郑集文化中心老剧院进行提升改造，设立郑集大舞台，开

展扬剧周周唱，建立戏剧文化展示馆和游园，在省级美丽

乡村川桥村设立川桥戏剧大舞台，并从扬州邀请名角到场

助阵，创作《弃官寻母》《生命之光》等一系列既弘扬主旋律

又贴近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自 2020 年以来每年演出

200多场，服务群众8万多人次，成为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景

观节点上一道靓丽的艺苑风景线。

“近几年，我们依托丰厚的文化资源，挖掘农耕文化、

传承乡村文脉、厚植文化情怀，建设了678乡愁记忆馆、郑

集历史文化展览馆、农耕文化研学基地，大力发展乡村文

化旅游，以文旅融合撬动了乡村振兴的流量密码。”郑集镇

文化站站长郭中华介绍说。

以文兴业 强镇富民 唱响新乐章

美画小镇，可不仅仅是风景如画！

这里的“画”，是郑集产业蓬勃发展的金钥匙。

近年来，郑集镇在“画”字上做文章，围绕美术产品生

产，集聚了一批文化类企业，其中代表性的有国内画架龙

头企业——双丰文化、颜料龙头企业——嘉丰画材及纸品

企业——雪山纸业等20多家文化企业，主营画架、画框、

画笔、颜料、画本、画纸等全系列美术产品。

郑集镇文化产业的源头是现在的天长市双丰文化用

品有限公司。过去，该企业是当地的一家生产木材的家庭

式作坊，经过发展壮大，如今成为当地的画架龙头生产企

业，并吸引了一批诸如颜料等美术画材生产企业，形成了

美术文化类产业集群，建设了800余亩文化产业园区。

走进郑集镇文化产业园区，厂房林立，机器轰鸣，呈现

出一派全民创业的繁荣景象，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该镇工业经济发展重要支撑，截至

2023年底，园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15亿元，

实现税收5000万元，出口创汇约1.24亿元，年创利税近1

亿元。

“目前，郑集镇产业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美术产品生产，

还招引了众多诸如干花、宠物玩具、智能玩具等文创产品

生产企业，文化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下一步，我镇将构

建集文化用品生产设计、文化交易展示、文化体验休闲为

一体的全产链文创产业体系，目前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园近

600亩，一期启动390亩。”郑集镇工业指导站站长唐剑锋

介绍说。

随着该镇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

业增收，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生活品质也越来越高。

此外还吸引了一批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事业

提供坚实的物质后盾和智慧源泉。

“我已经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了，每月收入能达到七八

千元，过年过节，厂里也会给我们发放礼品，一家四口的日

子过得还算滋润，最主要的是厂子离家近，不用离开家乡

外出打工，在老家也能在挣钱的同时照顾家人。”天长市双

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工人陈忠杰乐呵呵地说。

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无形的文化，联结着有形

的田园村庄，将乡亲们牵系在一起。面向未来，郑集镇扬

起文化自信之风帆、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曲，绘就

更加绚丽多彩的以文兴业新画卷。

美画小镇美画小镇 多彩郑集多彩郑集
——天长市郑集镇以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

周周 彬彬

天气澄和，风物闲美。
时值深冬，走进天长市郑集镇，远看云卷云舒、屋舍俨然，近听流水潺潺、村民笑语，感受书香墨韵、人文情怀，一幅如诗

如画的美卷跃然眼前。而这正是中国大地上万千美好乡村的缩影之一。
郑集镇作为全国农村文化中心发源地，传承基因、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大力推进乡村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文化艺

术、文旅产业、文创产业势头强劲，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生活徐徐启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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