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浙江省桐乡市洲

泉镇马鸣村的将军湖广场上，不

时传来“哒哒”的胶片走带声。百

余名群众围坐在电影幕布前，与

影片中的人物共享欢乐与感动。

2020年以来，依托当地四代
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 70年的
故事，洲泉镇发起“光影润人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在江南水

乡上演了“培育”“破茧”“新生”

的三幕式。项目开展 4年来，在
全镇范围内累计放映近 1800场，
惠及近 13万人次。

第一幕院培育

从最初在船上放电影，到“扁

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

幕”放电影，再到“义马乡兄弟电

影队”骑车下乡送电影、村里建起

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在洲泉镇

马鸣村，王志华、朱文炳、朱生荣、

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

电影长达 70年，他们用一帧帧胶
片画面，串联起洲泉镇的变迁史，

也在当地群众心中埋下了光影的

种子。

2020年，洲泉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发起“光影润人心”新时

代文明实践项目，桐乡市湘源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

与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合作开

展工作。

他们依托“志愿浙江”等志

愿服务网站，招募到 240余名志
愿者，培育了以马鸣文学社社

员、青年志愿者、党员志愿者为

主的放映队伍、讲解队伍和电影

文化推荐队伍，将光影文化的传

播从简单的放映扩展到特色宣

教、跨域文化交流。同时，组织开

展电影《人小志大》上映 65周年
交流会、水乡电影交友会等活

动，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队伍。

第二幕院破茧

群众观影需求多样，“光影

润人心”项目策划了“老电影专

场”“特色电影文化周”“露天电

影文化节”等系列活动，推出“中

青年汽车影院专场”，提升年轻

群体的观影体验，让其自发成为

露天电影的传播者。

渐渐地，村民的观影模式从

“路过顺便看”转变为“预约主动

看”，放映频次每周 1次。项目将
露天电影和时尚、旅游结合起

来，打造“电影+乡村旅游”模式。
新设的 3处露天电影放映点，推
出红色电影旅游等乡村旅游项

目，通过光影助推文旅，让电影

文化最大程度惠民。

在此基础上，“光影照亮共

富路”电影文化运营项目推出。

截至今年 6月，累计开展各类电
影主题培训、研学 128 场次，吸
引超 20万人次参与。如今，马鸣
村露天电影成了“网红打卡项

目”，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电影爱好者来打卡。“非洲国家

的友人都慕名来我们这个小村

庄一睹‘光影润人心’的风采。”

电影放映员朱强说。

第三幕院新生

2023年 2月，马鸣电影机展

示馆迎来“新生”———“光影故事

馆”全新亮相。这是浙江省第一

个露天电影文化主题馆，也是当

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之一。

400平方米的场馆，不仅展示了
水乡电影的发展历程，也保留着

百余台电影放映机及各类老电

影胶片，成为乡村电影文化交流

的重要阵地。

湘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金依萍介绍：“通过和各

类院校合作，我们开发了‘老电

影，新传承’‘第七艺术’等精品

课程，将‘电影文化科普’和‘放

映体验活动’送进学校、青少年

宫，让光影记忆代代传承。”

此外，公司还以“四代电影

人”故事为核心，打造水上电影

宣讲巴士以及电影茶馆，推出

“寻迹光影 感悟历史”红色研学

路线。“光影故事馆不仅是电影

的展示窗口，更是乡村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光影

的方式，让更多人沉浸式感受红

色文化和水乡非遗文化。”洲泉

镇相关负责人说。

渊据叶半月谈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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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这个村的露天电影
为何能吸引世界各地电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乌镇野小梧桐冶院
在志愿服务中留下青春身影

11月 22日下午，2024年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下简

称“乌镇峰会”）的志愿服务结束

后，“小梧桐”林心瑜回到同济大

学浙江学院。辅导员和班主任来

欢迎“小梧桐”们回校，并给每个

同学送上一杯暖暖的咖啡。

乌镇峰会志愿服务工作由

共青团浙江省委牵头，“小梧桐”

是乌镇峰会志愿者的昵称，寓意

着他们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自 2014年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举办以来，近万名

“小梧桐”在乌镇留下青春身影。

曾在 2016 年做过志愿者
的“小梧桐”王飘飘，今年以“小

梧桐”带队老师的身份回到乌

镇。已经成为浙江科技大学教

师的她，翻出当年与外国嘉宾

合影的照片，直言青涩的自己

在当“小梧桐”时收获了成长。

今年，王飘飘带着 30 名“小梧
桐”来到乌镇。

今年，840 名“小梧桐”中，
00后占比超过 99%，还有超过
24%的志愿者是 05后。其中 238
人参与过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的志愿服务，34 人服务过往届
乌镇峰会，还有 4人参与过北京
冬奥会的志愿服务，1人作为志
愿者赴法国服务过巴黎奥运会。

考上大学后，林心瑜在部队

服了两年兵役，身上带着军人的

英气和纪律性，这让她在参加各

种志愿服务选拔时，更容易获得

“加分”。2023年，她在杭州亚运
会火炬传递时承担了志愿者“小

青荷”的工作。她说：“志愿服务

期间，学校老师全程陪同。工作

人员也总是关照我们，提醒我们

休息，感觉很温暖。”

今年乌镇峰会开幕式当天，

凌晨 4点 10分，来自浙江工业
大学的“小梧桐”齐雨晴就起床

了。她也曾是一名“小青荷”。来

乌镇前一天，她刚刚结束 2024
年“一带一路”国际女子板球赛

的志愿服务。除了必须掌握的乌

镇知识、会议议程外，齐雨晴还

和同学一起跑步提升体能。她和

第一次当“小梧桐”的同学们分

享经验，如何成为“问

不倒、答得好、累不倒”

的“小梧桐”。

在乌镇，日行超过

两万步，是“小梧桐”们

的工作常态。20岁的
龚楚灵来自浙江传媒

学院，是记者接待及新

闻中心服务组的“小梧

桐”。从大一起，她就盼

望着参加乌镇峰会的

志愿服务，可惜因为时

间冲突，直到今年才如

愿。她专门向“前辈”请

教，准备了穿着舒服的

鞋子。

浙江传媒学院大

玥四学生张宝 ，今年第

三次成为“小梧桐”。作

为一名资深礼仪服务“小梧桐”，

她总是提醒新晋“小梧桐”，准备

好创可贴、暖宝宝这些可能用上

的小物件，扎一个饱满的“丸子

头”发型，时刻保持服务状态，树

立礼仪服务“小梧桐”的良好形

象。在一次次志愿服务中，张宝

玥历练得越发从容。

“我与乌镇共成长”“我眼中

的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传统文

化与青年参与”……在乌镇的志

愿者之家，每天都在举行“青春

思享会”。10天，10个主题，高校
带队老师代表、“小梧桐”代表纷

纷走上分享台。他们用火热的实

践“教材”，让青春大思政课更富

活力。

“小梧桐”王欣怡是浙江大

学第 27届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
之一。她在“青春思享会”上讲述

所在支教团如何在社会实践的

过程中读好“无字之书”，践行教

育助学、公益助学的支教任务，

传承好发扬好浙大西迁精神，将

小我融入大我，为西部地区的教

育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湖州学院“小梧桐”林嘉诚

的岗位就在志愿者之家。他说：

“大家很累，但没有抱怨。志愿者

之家就像是个中转站，温暖汇向

这里，又传递出去。”

通过在乌镇峰会一线打造

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小梧桐”

在参与志愿服务中涵养家国情

怀，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风采。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记者 11月 21日从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了解

到，近年来，兵团持续加强志愿服

务组织建设，志愿者队伍不断壮

大，注册志愿者已达 27.3万人、各
类志愿服务组织 3174支、志愿服
务项目 1.5万个、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43个。

今年以来，兵团各级社会工

作部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不断

健全党对志愿服务体系的领导体

制机制，推动形成政治坚定、素质

优良、服务专业的志愿服务队伍。

同时，积极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

氛围，拓展志愿服务领域和内容，

精准把握老百姓在教育、医疗、文

化、法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引导

教师、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等

专业人员深入连队、村、社区，为

基层群众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

志愿服务。广大志愿者们积极响

应号召，始终紧扣群众的真实需

求，传递党的关怀和温暖，积极投

身到助老助残、关爱儿童、生态保

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志

愿服务活动中，受到了兵团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下一步，兵团各级社会工作

部门将不断增强对广大志愿者的

政治引领、精神引领和文化引领，

不断创新志愿服务的内容、形式、

场景，丰富志愿服务的思想内涵、

文化内涵，团结带领志愿者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凝聚强

大力量。 渊据叶新疆日报曳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注册志愿者超 27万人

端午节期间袁马鸣村举办野国风端午冶特色民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