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建路桥集团党员“文化大篷车”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队
走进对口帮扶的河北省张北县台路沟乡石头囫囵村，开展送文化、送
健康、送温暖活动，为村民表演文艺节目、拍摄全家福照片、爱心理发、
修理小家电、进行健康咨询和义诊、宣讲民法典知识等，受到乡亲们欢
迎。图为志愿者为村民表演文艺节目。 张向琳 摄

中建路桥党员扶贫志愿队
“文化大篷车”服务进村

山东省青州市是中国农民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14年以
来，青州大力发展农民画产业，先后建成了青州农民画画院、青
州市农民画协会与13处乡镇农民画培训写生基地。

1971年出生的画师马保红（前），自幼酷爱绘画。在父亲马季
青的耳濡目染之下，马保红走出田野，磨炼出了韵味浓长的独到画
风。一家人一同泼墨弄彩，也是青州农民画界的一道风景线。

目前，全市农民画从业者已达 3 万余人，农民画专业合作社
10个，农民画“电商”100余家，年创作农民画50万幅，销售额过3
亿元。 白孟灵 本报记者 蒋欣然 陈欣瑶 文/图

山东青州
农民画产业年销售额逾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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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0 年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发
布“万有引力”海报，标志着新一轮的新作电影项目征集正式开启。

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加强培育优秀作品的手
段创新，金鸡创投定位于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征集华
语新作电影项目，并通过公平权威的评审流程和全方位的孵化方
案，为电影新人新作搭建起一座通往梦想世界的广阔舞台。

2019年首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落户厦门，关注思想性和艺术
性兼备、富有创意和诚意的潜力之作。电影界各方热烈响应和支
持，3位著名导演和23位金牌制片人担任评审，1262个项目报名参
加角逐，最终30个项目入围，12个项目获得各类奖项。截至目前，
包括《农民莎士比亚》《我不是水怪》《信鸟》《玻璃屋顶》《他乡囚徒》
等多个项目获得主流电影公司投资进入制作流程，由郑大圣监制、
戴玮导演的爱情影片《柳浪闻莺》即将杀青。

据悉，2020第二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于8月1日0时起至8月31
日24时止接受项目申报。登录www.zgjjbhdyj.com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官方网站，便可进入申报通道提交相关资料。 牛梦笛

第二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启动征集

广西隆林
寓教于乐开展争当脱贫“明白人”活动

“一超三有三保障，吃穿住行都有望；安全住房政策好，困难群
众忧虑少……”近日，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乌冲村坡白屯
的脱贫“明白人”吕虎成朗诵的这段扶贫政策顺口溜，是帮扶干部
为乡亲们编印的。为全面抓好脱贫攻坚，隆林在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开展争当“明白人”活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切实提
高群众政策知晓率，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

该县结合实际通过建立一本明白人名册、制作一份脱贫攻坚
扶贫政策应知应会手册、建立一张明白卡、召开一次家庭明白会、
编辑一条扶贫政策短信、开展一次脱贫攻坚扶贫政策微信红包有
奖问答活动等“六个一”措施，推动争当“明白人”活动落到实处。

“有奖知识竞赛马上开始啦！”在天生桥镇祥播村又是一番热
闹的场景，该村第一书记组织该村的“明白人”召开交流会，并进行
了有奖知识竞赛，由第一书记提问，“明白人”逐一回答，回答对的
就有相应的礼品，群众踊跃参与。交流会还邀请少数民族脱贫户
代表登台与帮扶干部一起对唱山歌，场面其乐融融。 李世镭

“从舌尖到指尖”
内蒙古匠人线上线下展示5000余款作品

近日，“2020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手工艺和文创旅游精品展示活
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草原匠人们共在线上线下展出5000
余款“从舌尖到指尖”匠心作品。科尔沁肥牛馅饼、赤峰对夹、羊肉
垫卷子、乌海大肉串、布里亚特包子……活动现场首先步入人们眼
帘的便是冲击味蕾的“内蒙古味道”，让游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传统蒙古包专题展示、内蒙古民族手工
艺品和特色文创旅游商品精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统工
艺项目技艺展示、民族音乐展演，以及内蒙古味道展示、内蒙古精
品旅游线路、重点景区展示和文旅科技（大数据、数据库）展示等内
容，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直播的方式带领游客了解草原文化。

活动从内蒙古12个盟市等地精选特色民族手工艺品和经典文
创旅游商品5000余款进行集中展示与现场销售活动，参加展示的
企业和经营户500多家。活动旨在促进内蒙古民族手工艺品、文化
创意旅游商品创新，提高文化和旅游的独特吸引力。 张玮

□□ 戴林峰

晚风徐徐，夜色渐浓。一声低
吼划破山间静谧，苍劲浑厚的打谷
号子响了起来。在江西婺源“梦里
老家”实景演出舞台上，伴随着深
沉的砸击声，密密匝匝的梿枷板当
空翻跃，百十号农民演员正在展示
打谷脱粒的丰收场景。

领演的汉子名叫吴和兴，是婺
源县赋春镇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更是乡亲们赞不绝口的“名角”。
2015 年，吴和兴被婺源“梦里老家”
艺术团正式录用为群众演员，一演
便是 1000多场。

农民咋个成了演员？

“这还用演？上手就
能干！”

天作幕，地为台，1.5 万平方米
的实景舞台上，演出徐徐展开。老
翁扮相的吴和兴佝偻着腰身，牵着
一头黄牛出了场。

吴和兴生在婺源赋春村，家中
排 行 老 小 ，上 头 有 四 个 姐 两 个
哥。不满 18 岁，吴和兴便外出打
拼，辛苦攒下些积蓄，盘了个布料
摊子，一度赚点小钱，末了却赔个
底儿掉。

当保安、做焊工、开吊车……
进城打工二十余载，老吴做过的活
计，掰着手指都数不清。2013 年，
老吴又爬上近 20米的高空，操作起
了桥式起重机。狭小的操作间里
夏天酷热难耐，冬日寒风刺骨。干
了两年，老吴却还是因为工厂效益
不好，被裁了员。

那段日子，失了心气儿的吴和
兴回乡拾起了种地的老本行。进
城的 20多年，吴和兴始终没找到自
己的角色定位。

2015 年，一张大告示吸引了

他，“梦里老家”剧场落户婺源，
聘 若 干 表 演 打 谷 、晒 禾 的 群 众
演员。

“这还用演？上手就能干！”老
吴接着往下瞧，一场报酬 80 元，不
少；晚上登台，白天能再谋一份工，
划算。报了名，还没等到试戏，妻
子就先反对：“一把年纪去演戏，臊
得没边。”老吴不甘，心想：试一把，
选不上拉倒。

试戏那天，吴和兴挥起梿枷，
打谷声嘭嘭作响。导演喜从中来：

“这哪里是演农民，分明就是个农
民啊。”

老吴被选中了。

“不脱层皮，演技哪能
有长进喔？”

彩排时淡定自若的老吴，第一
次登台却慌了神。“那会儿，头一次

见台下有那么多观众，胳膊腿抖得
厉害。”最狼狈的是换戏服，老吴分
饰了四个角色，装扮各异。换幕
时，老吴火急火燎地边解扣子边往
后台跑，手忙脚乱。

有了这次经验，老吴索性将几
套戏服一股脑穿到身上，演完一
幕便脱一身。“不脱层皮，演技哪
能有长进喔？这一晚得脱好几层
呢。”吴和兴笑道。锣鼓正酣，瓢
泼大雨倾盆而下，尽管浑身淋透，
吴和兴的动作仍旧一点不含糊。
甩起的膀子溅出水花，圆滚滚的
水珠顺着额角往下淌，分不清是
汗还是雨。

“虽是来演节目的，可台前幕
后总是节目不断。”老吴咧嘴打趣
说，干了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有
意思的活儿。因为真诚热爱，所以
尽心尽责，导演组点名让他当群演
队长。这么一来，老吴对演出更上
心了，一有工夫便琢磨台本，在家
也练练把式，自个儿对着镜子比划

两下。
一来二去，妻子也逐渐理解了

他。老吴的剧照挂上了墙，紧挨着
夫妻俩的结婚纪念照。

“小康不仅腰包要鼓，
肚里的文化更得足！”

簸箕轻抖，辣椒翻飞，一抹明
快的火红，点染在粉壁黛瓦间，动
作娴熟的吴和兴，将篁岭晒秋这一
幕演得惟妙惟肖。可一小时前，他
手中握着的还是汽车方向盘，做着
剧场经理介绍的活儿，给旅行社当
地接导游兼司机，“每天三五拨客
人，一两百元收入。”

白天跑车，晚上登台，50 岁的
吴 和 兴 活 出 了 自 己 的 人 生“AB
面”。傍晚送妥客人，便已迫近演
出，常空着肚子就上了台，妻子心
疼地数落他，老吴却不以为意：“肚

饿嗓宽，打谷号子喊得更响哟！”喊
响的又岂止打谷号子呢？一场 70
分钟的演出，由 20 多首古诗、民谣
串联而成，不少出自婺源籍理学大
家朱熹笔下。

诗词谱曲成歌，演员齐声吟
诵，文化之蕴汩汩流淌，感染了现
场观众，重塑着台上演员，吴和兴
也悄然变了模样。“以前，话都讲不
利索，更甭提诗了。”老吴不好意思
地挠头憨笑。乡下长大，车间做
工，吴和兴一向闷头干活，最不擅
长的就是与人打交道。老实巴交
话不多，他是大伙印象里的“闷葫
芦”。但一场场演下来，吴和兴渐
渐入了戏，心态和状态都潜移默化
地发生着改变。

过去，近处无风景。老吴对婺
源最熟悉也最陌生，很多名声在外
的景点，他既没去过，也说不上
来。如今，演出台本直接转化为现
成的导游词，信手 拈 来 、脱 口 而
出。不少外地游客也对这个能说
会演的导游好评有加，白天跟着
老 吴 逛 景 点 ，晚 上 到 剧 场 看 演
出。对他的称呼，也从“吴师傅”
变成了“吴老师”。“练好把式演得
像 ，琢 磨 透 了 文 化 才 能 演 出 神
儿。要演出咱农民的精气神。”老
吴说，“小康不仅腰包要鼓，肚里的
文化更得足！”

登台 5 年，演出 1000 多场，扮
的虽是龙套，但吴和兴觉得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角色。他带领的群
演队伍，也由早先的不满 30 人扩
大至如今的 190 余人，演员多是
十里八乡的农民。从五岁的骑牛
牧童，到年过六旬的村里大婶，人
人都能从舞台上收获属于自己的
精彩。

“记得梦里有个地方叫老家，
走遍了世界只为寻她。”悠扬的主
题曲在山谷中回响，进城打拼多
年，几度心酸落泪，老吴终于在家
乡的舞台上找到了归属。

台前幕后，活出咱农民精气神
——记江西婺源“梦里老家”实景演出中的农民演员吴和兴

文艺园地

“梦里老家”实景表演现场。 陆建华 摄

文创乡村

□□ 李芳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在山东省诸城市南湖生态经济发展区，祖
祖辈辈靠山吃山的蔡家沟村村民张则英，做梦
也没想到会在 71 岁高龄拿起画笔作画。更没
想到的是，作为第一批跟随驻村艺术家习画的
她，竟然开起了自己的工作画室。

“俺原来就是种了点地，全是荒山薄岭，真
是靠天吃饭。碰上好的年景，一亩地能挣个两、
三百块钱就算好的了。”日前，在自己刚刚改造
完成的画室里，张则英手握画笔告诉记者。周
边，一幅幅逼真的水彩画挂在墙上，慕名前来参
观的人络绎不绝。

原来的蔡家沟村是一个无集体资产、无经

济来源、无年轻劳动力的“三无”贫困落后村，
全村 152 户，世代农耕，出门是山进门是石，村
中 90%的年轻人外出寻找新的生活。

如今的蔡家沟村早已变了模样。一踏进村
子，浓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诸城投入财政资
金 1000 多万元改善村内基础设施，邀请多位本
土艺术家返乡，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
市的艺术家聚集于此，他们从事摄影、装置、雕
塑、音乐、文学等艺术创作，引导村民就地取材，
用本地石材、木材改造各家门前面貌，建有公共
园林绿化空间，鼓励村民保留自家老砖老瓦、原
有竹木、旧磨盘、老门窗、废瓦罐等，还原原生态
的乡村环境……就这样，一个落后的穷村变成了
靓丽时尚的网红村，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村庄变美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提高了，随之
而来的村集体收入和百姓增收渠道也不断拓宽。

“通过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将 1100 亩土地
全部流转，建设苹果乐园项目。村民不仅每亩
地每年获得 800 元的保底收入，还可以就近在
园区打工，每年人均增收 3 万元左右，村集体每
年也有了 20 多万元的收入。”蔡家沟村党支部
书记丁金坡说。

丁金坡口中的苹果乐园项目，是诸城为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一个
缩影。项目实施主体万兴集团投入 2 亿多元，
整合周边土地 6000 多亩，以果品种植为主导产
业，以循环农业技术为支撑，融合创意农业、农
事体验于一体，打造苹果乐园综合体。

与此同时，蔡家沟村的村民也开始了自己
的“副业”。50 岁的崔金光是一名电工，有活的
时候出去干，没活的时候他就经营起了自己的

“小崔饺子”饭馆。“俺媳妇白天也出去打工，晚
上回家她包好饺子，我白天在家里卖。现在每
天来俺们村旅游的人太多了，我这饺子行情好
的时候一天能卖到 15 斤吧，一天赚个两三百。”
崔金光说。

在他面前的盒子里，还摆放着数根卷好的
艾条。“艾草都是我去山上割得三年以上的野生
艾，我卷起来一根卖 2 块钱。这盒有人预定了，
要 80 根，我得抓紧给他卷出来。”回想起以前村
庄的贫瘠残败，如今的崔金光真正体会到了网
红村“蜕变”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蔡家沟：写写画画让小山村变身“网红村”
书香文韵

□□ 李世栋 何得鉎

在有着深厚周祖农耕文化底蕴的甘肃庆
阳，每逢婚丧嫁娶、祝寿满月、年关节庆，“黄白
二酒”是必不可少的。而按照传统习俗，黄酒是
要用手工特制的纯锡酒壶加热，喝起来才更有
劲道，黄酒壶因而与黄酒结下缘分，从此相伴流
传。甘肃省庆城县非遗传承人、玄马镇孔桥村
的何平发便承袭了这门老手艺，手工制作纯锡
黄酒壶。

今年 58 岁的何平发有姐弟 5 人，父亲早年
去世，十几岁的他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跟着两
个哥哥学起了手工制作纯锡黄酒壶的手艺。当
时，二哥何平军是一位“小烙匠”，通俗称“钉钉
匠”，走村串户焊旱烟锅、马勺、脸盆等一些生活
小用具。农村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爱喝黄酒，
所以，纯锡黄酒壶成为人们温酒、烫酒必用的生
活器皿，他们便拜老艺人为师，学习黄酒壶制作
手艺。那时，老庆阳人的黄酒壶叫“黄酒烧锅
子”，宁县人叫“斜火肠子”，也有叫“傕壶”的。

为了生计，何平发兄弟 3 人联手经营这种
手工艺制品的生意，足迹遍及庆城、华池、合水
及陕北吴起、定边县等地。在制作黄酒壶的过
程中，何平发融合流传于陇东和陕北等地多种

传统式样的工艺制作，结合自己积累的经验，做
出来的酒壶集精致美观与实用性强为一体，深
受群众喜爱。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手工锡制器具渐渐
被铝制品和不锈钢制品所取代，原先的锡匠纷
纷改行，庆阳市域内的作坊也越来越少。何平
发一度也放弃了锡制器具的手艺，买了农机农
具，帮乡里乡亲种地、跑运输。近年来，何平
发的 3 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没有生活之忧的
何平发又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从 2016 年
下半年开始，他重操旧业，又一次耍起了手工
制作锡器的活计。何平发说，自己并不是为了
赚钱，而是不想让这门传统手艺失传。随着何
平发纯锡黄酒壶恢复生产的传播开去，前来购
买的人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顾客，不仅是为
了实用，也是为了将锡制黄酒壶作为工艺品保
存下来。

何平发制作的锡壶采用的都是高纯度精
锡，经过严格的配料、熔化、压片、制模、裁剪、
造型、焊接、反复煅捶敲打、刮光、擦亮、錾花、
雕刻、嵌印装饰等十几道工序精心细做而成。
做锡壶的方法虽然简朴素拙，每一道工序却都
需要“掌握火候”，没有长时间的摸索和体验便
难以成功。

何平发：不能让锡制黄酒壶这门手艺失传

何平发（左）正在指导年轻人制作黄酒壶。 资料图

传承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