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这段时间，即将升入高三的丁浩然
很忙碌。因为除了文化课学业，他还要主攻
声乐考试。

“今后想走音乐道路。”这个不满18周岁
的帅气大男孩，已然有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
标。

从小喜欢唱歌，是左邻右舍对丁浩然的
固有印象。“以前经常接到邻居们的投诉，
说浩然唱歌太大声，影响到他们休息。”丁
浩然的妈妈郑小英回忆道。

郑小英和丈夫都喜欢唱歌，对孩子的爱
好总是小心呵护，也很支持。有了父母的鼓
励，丁浩然从小便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经
年累月熏陶下，丁浩然年纪虽不大，唱起流
行歌曲来，却声声肺腑，饱含情感。

在学校，丁浩然常参加音乐比赛。个性
爽朗、歌唱得好，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
——“小薛之谦”。“我确实喜欢听薛之谦的
歌，还有周杰伦的歌。”他说。

去年，在北附学校音乐老师推荐下，丁
浩然参加了“夜三明”百姓大舞台文化活
动，经层层对战，丁浩然凭借薛之谦的《天

外来物》，获得了评委
们的高分以及网友们的
青睐，成为“少儿组”
冠军。

“这场比赛让我受
益匪浅，不仅学习到了
不少唱歌技巧，也更加
坚定了我追求音乐梦想
的决心。”丁浩然说，
他很感谢评委老师，也
很感谢对手。

“下一季可以参加
青年组了，不过，这个
阶段我得先认真准备艺
考，期待来年再战。”
虽然学习忙碌，但有了
梦想和奋斗目标的丁浩
然，每天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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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形式将更多样化

百姓大舞台，敢秀你就来。
从2020年首届“夜三明”百姓大舞台文化活动拉

开帷幕，这场点亮三明人民夜生活，提升三明夜经济
活力的文化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

据介绍，以城市中心广场为依托，采用百姓擂台
赛+文艺节目演出模式，打造百姓喜闻乐见、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夜唱”活动，其目的不仅是提升三明夜间
经济文化品质，还在于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的多元共建共享方式，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

灯光、音响、欢呼；海选、攻擂、晋级……随着
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知名度越来越广，这场全民狂欢
的活动，吸引了不少省内外的音乐爱好者，舞台上留
下了一个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精彩瞬间。

“在即将开始的2022年度第三届‘夜三明’百姓大
舞台活动中，我们不局限于歌唱，只要你有能力，热
爱表演，音乐、舞蹈、器乐、小品、相声、戏曲等各
类文艺节目，甚至包括三元龙船调、泰宁梅林戏等非
遗类节目，都可以参赛。而且，参赛者可以是个人参
赛，也可以是以团队形式来参赛。我们非常欢迎所有
热爱文艺的群众在舞台上尽情展示自身的才艺，真正
做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三明客家文化艺术中心
副主任张春英认为，更为多样化的比赛形式，不仅更
契合“百姓大舞台”这个主题，也将吸引更多参与
者，满足群众夜间文化生活的差异化需求，激发夜间
经济潜力。

上半场擂台赛，下半场文艺演出……随着
一场场精彩活动如约而至，现如今，“夜三明”百
姓大舞台文化活动早已成为三明人心目中展现
才艺和开展群众性文化惠民演出的重要平台，
璀璨了三明夜生活。

今年5月20日，“夜三明”百姓大舞台文化
活动2021年度颁奖晚会在市区万达广场举行，
灯光、音响、欢呼声汇聚成欢乐的海洋。阵阵掌
声中，周瑛、文会、丁浩然三位选手脱颖而出，分
获各组冠军。

成功的背后从不缺少汗水。摘得桂冠的他
们，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有哪些收获？记者
进行了采访。

夜幕降临，清风徐徐，宁
化县水茜镇水茜村的维藩桥
上，村民们正纳凉聊天，“加装
夜灯后的屋桥，明亮又好看。”

“屋桥有人维护，有人保洁，真
不错。”……村民们对焕发新
机的古朴维藩桥交口称赞。

但在2021年以前，历经
风雨的维藩桥，由于缺少日常
管护，存在漏雨、老化等问题。
而水茜镇面临的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重建轻管”现象，在宁
化其他乡镇同样存在。

2021年10月以来，宁化
县抓住被列为全省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工作重点推广
县的机会，积极探索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345”模式，
即打造三级管护体系、探索
四种管护模式、强化五个管
护保障，在理顺管护体制机
制、创新管护模式、完善管护
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进，让小
管护惠及“大民生”。

三级体系
明确谁来管护

清晨，薄雾笼罩着方田
乡方田溪，几只白鹭正踱步
戏水，而乡里的生态综合管
护队队员，开始了巡河、河道
清理等工作。

这支生态综合管护队，
由生态保护网格员、护林员、
河道专管员、农村道路专管
员、联防队员等5支队伍融合
组成，主要对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进行全方位管护。

方田乡的美丽乡村画卷，得益于宁化县在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管护工作上的有力探索。宁化是农业县、山区县，多年来陆续
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完善灌溉水渠、农村公路、污水网管等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广大农民从中受益。但重
建轻管、责任不明、模式单一等问题，却没让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中看”更“中用”。
如何解决谁来管的问题，变“应急管理”为“常态管护”，宁

化县致力打通管护工作“最后一公里”。县里明确县、乡、村三
级管护责任，构建起权责清晰的县、乡、村三级管护体系。县级
层面由县发改局牵头，县各行业主管部门分工负责，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并建立年终绩效考评制度，对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管
护工作进行等级考评，推动管护工作落在实处细处。乡级层面
由乡里自行摸清家底，因地制宜探索管护模式，确保管护工作
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村级层面则全面落实属地责任，筑
牢管护第一线，通过上下联动，让管护小问题立马解决，大问
题及时上报解决。

四种模式
实现多方共赢

立秋过后，在宁化县济村乡武层村白子陂，连片的农田
里，水稻长势更加喜人。眼下正值稻田用水高峰期，5名村民
手拿锄头、镰刀，正清除水渠内的淤泥、水草，保障农田用水。

武层村党支部书记巫瑞玉介绍，白子陂建于20世纪70年
代，农田水渠则在2005年建好，2300多米长的水渠灌溉着40
公顷农田，惠及5个小组160多户村民。

这里的水利设施给村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老化
失修、管理滞后等问题。为此，济村乡实行“一事一议”的民主
方式，明确“谁建设、谁监管”“谁受益、谁管护”，如白子陂水陂
水渠每年由受益的每个小组派出2人，义务疏通沟渠、清淤2
至3次；如有需要大维修，则报乡村申请专项维修资金，确保
损毁农田水利工程及时得到修复。

村民巫华金是水稻种植大户，在他看来，“水利设施管护
人人有责，管护好后，再也不用为农田用水发愁了。”

除济村乡形成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自我管护模式，宁化
县还积极探索专业管护、协会管护、融合管护等模式，让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有了“大管家”。

专业管护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如小型水库
维修养护、学校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管护等领域，实行委托第
三方机构进行专业化管护。协会管护，方田、济村等乡镇下辖
的行政村探索成立管护协会，通过协会整合各类管护资金、分
配管护任务、加强管护人员管理、监督检查管护效果，确保管
护任务全面落实。融合管护，则是整合农村的水利、农技等行
业管理人员，以及河长、路长、林长等，探索多员合一，提高管
护覆盖率和管护效率。

“虽然农村供水设施、供电设施等有专人管护，但包括新
农村基础设施、乡村道路等在内的其他设施管护，仍然面临着
人员不足、资金整合不到位、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县发改
局副局长廖东华说，随着专业管护、协会管护、融合管护等管
护模式效应的凸显，“重建轻管”难题渐渐得到解决。

五个保障
提升管护效率

立秋过后，天气依旧炎热。8月9日，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同
时，中沙乡农村公路养护队队长余新秀正带领队员，对樟荣村
的通村道路进行清沟除草。

“有了专门的养路工人后，家门口的道路干净整洁，不仅
看起来舒服，出行也更加方便。”樟荣村村民张玉荣对此赞不
绝口。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宁化县通过强化制度、资金、队
伍、激励、舆论等方面保障，抓牢抓实“小管护”，切实保障群众
关切“大民生”，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其中，科学制定管护保障制度，督促全县各行业主管部门
制定行业管护细则，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完善管护资
金保障机制，县财政设立专账，整合各项涉农资金；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例如安排一定比例农村集体经营性收益用于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建立农村污水治理受益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
政补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等。

此外，还不断强化专业队伍保障，打造一批专业的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管护队伍。加大考核激励力度，通过“奖优惩劣”推
动管护主体责任抓紧抓实。强化舆论引导保障，以评促优，营
造全民参与管护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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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 得 老
年组冠军，真
的既意外又惊
喜！”周瑛今
年60岁，从小
喜爱音乐，虽
从未接受过系
统 的 声 乐 训
练，但却拥有
长达20余年参
加合唱团的经
历。

“我胆子比较小，刚开始不
敢去，合唱团老师一再鼓励，我
才报了名。”提及参赛缘由，周
瑛坦言，在舞台上独唱是自己多
年来的梦想。

初赛时，周瑛选择了一首老
歌——《感恩》，歌声情感充沛、
婉转动听，收获了阵阵掌声。

这场比赛中，评委老师肯定
了周瑛，也诚恳地提出问题：有
些歌词咬字不清，音准也不够。

为克服这些问题，周瑛逐字
向身边的朋友老师请教，学习如
何读准每一个字。一有时间，她
便跟着伴奏哼唱，提升熟练度。
得益于努力和天赋，周瑛进步很
快。

决赛中，周瑛的一曲《不忘
初心》，吐字清晰，感染力十
足，给评委老师以及听众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得分高、支持的票
数多，周瑛一举夺得 （老年组）
冠军。

“最感谢的人是我妹妹，她
为了帮助、鼓励我，全程陪在我
身边，忙前忙后。”最让周瑛感
到意外的是，从来不喜欢唱歌的
妹妹，有天竟然对她说，这段时
间近距离接触音乐后，她也开始
喜欢上了唱歌。

周瑛参加的每一场比赛，她
的女儿都极为关注，这也是周瑛
的动力所在。“在我们家，唱歌
条件最好的是我女儿。”周瑛的
女儿从小嗓音好，因为成绩不
错，所以当年没有走上艺术这条
路。如今女儿在厦门工作，单位
系统内举办歌唱比赛，她常常捧
回一等奖。

“热爱音乐这件事，让我觉
得自己很庆幸，因为动听的歌
声感染人、打动人。”周瑛这样
总结。

长相白净甜美、说
话声音轻柔，是文会留
给记者难以抹去的第一
印象。

“ 比 赛 让 我 更 自
信，也更能发现自身的
不足。”作为青年组比
赛选手，文会“过五
关、斩六将”，终于摘
得桂冠。如今，每每点
开决赛视频，她都感慨
万分：“很紧张，我当
时唱的是《玛依拉变奏
曲》。”

文会是贵州人，毕业于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大学主修民族乐。毕业
后，她因为爱情来到三明，现如今与
男友吴少川都在明溪城关中学担任
音乐教师。

“学校里的环境比较安逸，如果
不见见外面的世界，唱歌很难有突
破。”而“夜三明”百姓大舞台文化
活动，就是文会追求音乐梦想的首
次大捷。

文会天生嗓子好，歌声感染力十
足。“虽然声音洪亮，但情感表现力不
足，尤其是表达细腻情感的时候。”评
委老师们中肯的建议，文会时刻铭记
在心。

7 月，文会参加了“金钟花奖”福
建省声乐比赛。“山里的女人哟，火辣
辣哟，紧腰的围裙绣山茶，满脸的春
风走人家……”一曲民歌《山里的女
人喊太阳》余音绕梁，让文会在三明
地区脱颖而出。拿到了“敲门砖”，文
会不久后就要到省里参加复赛。

记者仔细一瞧，发现视频中的钢
琴伴奏者，原来正是文会的男友吴少
川。“我10岁开始学钢琴，大学也在
音乐学院，我和文会因为音乐相
识、相恋。”吴少川说。

采访中得知，吴少川也是“夜
生活”百姓大舞台文化活动的参赛
者，戏剧化的是，在第一场擂台赛
上，吴少川碰到的对手就是文会，
不出意料败下阵来。

“并非因为她是我女朋友，而是
她的唱功从来都比我好，为她伴奏
很开心。”吴少川笑着说。

在 文 会 看 来 ， 音 乐 与 爱 情 兼
得，爱好和事业双丰收，这样的人
生很完美，她很知足。

唱响梦之音唱响梦之音 璀璨夜经济璀璨夜经济
●本报记者 卢素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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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浩 然 、文
会、周瑛（左二、
三、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