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乡村音乐厅”不仅
成了楼子河村的文化符号，还
成为提升乡风文明、村民增收
致富的“金钥匙”。不少外出
创业者纷纷返乡，投资建设红
色教育基地、开办企业，周营
贤带领村民走上了文化兴村
之路。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河
南省文旅厅的帮助支持下，楼
子河村成立了乡村文化合作
社，获“中国乡村文化能人”称
号的周莹贤当选社长。文化合
作社的成立，标志着楼子河村

迈上了文化兴村的新征程。
现在，加入文化合作社的村民
有150多人，还在周边村开设
了15个分社，包括舞蹈社、戏
曲社、器乐社等。

王巍说：“我在做文化志
愿服务时，接触过很多村干部，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周莹贤。热
爱乡村文化他是认真的，虽然
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但
是没有动摇他文化兴村的决
心。他说村民要想富，先让头

脑富起来。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们联合打造了一个楼子河村
的农民艺术团，这也是一支永
远带不走的文艺团队。”

周莹贤说：“目前，我正在
筹划 2023 年乡村春晚。
虽然我退休了，但是‘乡村
音乐厅’和文化合作
社我是不会丢弃的，
我会尽最大的努
力带领大家
走得更远。”

文化能人 乡村振兴“唱”出来

周莹贤：
文化兴村“唱”出来 乡村春晚美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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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山区的鲁山县瓦屋镇楼子河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5年多来，在村党支部原书记周
莹贤的带领下，设立了“乡村音乐厅”，成立了农民艺术团，用艺术引领村民的文化生活。

如今，楼子河村成为全省首个“乡村音乐厅”示范村，曾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变成
了演员，歌舞小品样样都会，多次参加文艺表演并获奖；村里连续两年举办乡村春晚，面
向全国网络直播，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2020年，在河南省开
展的“寻找村宝——大型文化志愿公益活动”中，周莹贤被评为“最感动村宝”。

3 月 6 日下午，在楼子
河村周莹贤家，红梅开得正
艳，门口挂着“楼子河乡村
文化合作社戏剧培训基地”

“河南公益无限楼子河农民
艺术团”和“河南乡村文化
合作社”的牌子，周莹贤正
和妻子刘画在屋内打扫卫
生、收拾被褥。

“最近因身体抱恙，我
一直在家休息。今天趁着
天好，我们刚把屋里打扫一
下，晒晒被褥，文化志愿者
周 末 来 上 课 了 也 能 休 息
好。”周莹贤一边说，一边打
开了车库大门，里面的架子
上放满了盘鼓，“鼓不能受
潮，隔段时间要通通风”。

一旁的刘画说：“他去
年卸任了，本来想着能在家
好好休息，但他嘴上说休
息，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乡
村音乐厅’和文化合作社以
后的发展。”

今年 68岁的周莹贤曾
任该村党支部书记。这里
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
落后，很多村民靠外出捡破
烂谋生，该村也因此被称为

“破烂王”村。
为了改变村里面貌，周

莹贤决定组建一支农民艺
术团，用文娱活动

丰 富 村 民 的 业 余 文 化 生
活。说干就干，周莹贤组织
村两委开会，召集党员凑出
12个节目后，便去市里争取
试点。2016年12月16日，河
南省“乡村音乐厅”建设在
楼子河村启动，河南省文艺
志愿者团队走进楼子河。
从此，楼子河村的文化活动
就没有间断过。每周五下
午到周日，市区文化志愿者
都会赶来，在村民中开展舞
蹈、戏曲、音乐等方面的培
训。

文娱活动改变了楼子
河村的精神风貌，邻里纠纷
少了，治安好了，村民们的
笑容多了，话题多了，也有
凝聚力了。

“过去天天在家闲着打
牌，要不就是东家长西家短
地聊天。”63 岁的村民雷琴
说，如今她是村里舞蹈队
队长，曾经的牌友也变成
了队友，经常去宝丰、汝
州、郑州等地演出，不仅开
阔了视野，连多年的颈椎
病和腰疼也好了。村里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 立 了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
心、农家书屋、文化广场、
文化大舞台，大家的幸福
感更强了。

文化兴村 改变村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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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莹贤在擦拭盘鼓

“为了‘乡村音乐厅’的发
展，他没少费心，甚至把自家
的车都卖了。”早已被楼子河
村村民当成自家人的市和谐
之声合唱团文化志愿服务团
团长王巍说。

“乡村音乐厅”刚成立的
时候，王巍等文化志愿者来上
课都会自带干粮，因为没有地
方休息，周莹贤就把自家的屋
子腾出几间供他们使用。村
里举办活动，很多人从几十公
里外开车来排练演出，不要一
分报酬。周莹贤看在眼里，心
想不能让人家来了一口热饭
都吃不上。而且，搞活动需要
服装、道具等，都需要花钱买。

村里没有资金，周莹贤决
定把自己花50多万元买的车
卖了，这台车只开了3万多公
里。他把这个想法说出后，儿
女们表示反对，家里为此还吵
了架。他顶着压力，最终以不

到 20 万元的价格卖了车，为
“乡村音乐厅”后续发展提供
了资金支持。

“卖车那天，我们夫妻俩
坐在车里哭了一场。虽然特
别不舍，心里对他也有怨言，
但是为了村里的发展，我只能
支持他。”提起卖车的事情，刘
画不禁又红了眼圈。

2019年，该村第一次举办
春晚，大家提前半年就开始排
练。周莹贤家成了文化艺术
的“集结地”，大家吃住都在他
家。刘画每天从早到晚忙着
为大家做饭，晚上 12 点多还
在拖地、收拾屋子。每送走一
批排练者，刘画就把被褥床单
拆洗一遍，方便下一批排练者
来的时候入住。王巍说：“看着
她忙碌的身影，我很心疼，多次
劝她歇歇。但是为了让大家住
得舒心，她还是忙个不停。”

2019年 1月25日，楼子河

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由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

“春满中原、老家河南”为主题
的百场乡村春晚活动在这里
拉开序幕，5家媒体进行现场
直播。舞蹈、歌曲、戏曲、小品、
情景剧等节目都由村民自编自
演，吸引了十里八村上万人前
来观看，也带动了村子发展。“俺
卖浆面条一天都挣了 800 多
元。”村民乔安提及此事时说。

这也是周莹贤夫妻最忙
碌的一天，他们早早地买了一
口大锅、五六百双筷子。由于
吃饭人多，供应不及，演员们
只能分批来吃，从上午 10 点
多一直到下午4点多，灶台的
火都没停过。

“当时我们还邀请到了国
家一级相声演员范军免费来
参加演出。不少来得晚的观
众没看到他的表演，还深表遗
憾。”周莹贤说。

卖车筹资 发展“乡村音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