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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乡村

非遗数字化传播论坛在京举行

11 月 3 日，中国传媒大学与腾讯微信联合主办的“非遗
数字化传播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与腾
讯微信联合全国十余个省级非遗保护部门共同启动“非遗薪
火计划”。

据了解，“非遗薪火计划”将邀请全国各级非遗传承人入
驻微信视频号，开展非遗短视频传播力提升公益项目，推动非
遗相关视频号与公众号、小程序、直播等数字化工具结合，助
力非遗市场价值孵化与开发。由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通过与微信生态内的各个产品深度融
合，大大提升人们数字化生活的文化内涵，加快非遗产品开发
与市场培育，标志着非遗真正迈入了全民数字化传播时代。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文化领域专家学者，苏绣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姚惠芬等非遗传承人代表，以及全国部分省市
非遗保护部门负责人参加论坛，分享了新时代非遗借助互联
网新技术、新应用开展传播传承的方式与效果。

本报记者 周涵维

中国邮政发布2021年
贺年专用邮票及有奖明信片

在2021辛丑年即将到来之际，11月5日，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发布了以“生肖牛”为主题的明
信片、祝福卡及2021年贺年专用邮票。

《牛年快乐》普通明信片的邮资图选取了第二轮生肖牛邮
票剪纸原作者齐秀花的作品，由王虎鸣设计，画面中的牛昂首
向上、充满力量。两套明信片分别采用水彩绘画及水墨手绘
形式，画面温暖充满童趣，展现出浓厚的春节民俗特色，分别
由景绍宗及段雅婕、潘振磊设计。《辛丑吉祥》极限明信片由韩
美林先生设计指导，四枚明信片画面可组成“恭贺新春”吉祥
短语。

祝福卡《牛年如意》《新春送福》，画面以健硕而充满活力
的牛为主要形象，分别由张旺、武世宁设计。

2021年贺年专用邮票分别为《国裕家康》《新春送福》，分
别由韩美林、陈楠设计，两套邮票构成的小全张，将“福”字、甲
骨文的“门”字及中国书画中的斗方元素进行组合设计，寓意
岁月更新福满门、开门见福迎新春。

相关产品自11月5日起在全国邮政网点销售。
本报记者 高文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
农技培训进书屋 文化扶贫又扶志

日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锦垌村的农家书屋里座
无虚席，该区高级农艺师李秀锐正在为贫困户开展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共有 30 多位贫困户参加。培训会上，李秀锐向村
民传授了如何防治柑橘、优质稻的疾病问题，并针对牛结节性
皮肤病的防治进行专门讲解，让贫困户感觉十分受用。

近年来，港南区建设了130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大院和农家书屋等实现贫困村全覆
盖。该区选优派强一批“科技特派员”，通过包村联户，或组团
跨村服务，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依托农家书屋、村级
公共服务中心等平台，组织开展特色种养等培训活动，帮助乡
亲们提升科技文化素质，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目前，该
区共选派 161 名农村科技特派员，推广普及农牧实用新技术
83项，开展各种形式培训约2万人次，辐射带动农户种植9.66
万亩，直接受益 1.44万人。此举让贫困群众既富“脑袋”又富

“口袋”，改善了精神风貌，激发了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李华欣 刘志宁

山东聊城市高新区
“红色挎包队”理论宣讲进村入户

日前，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挎包
队”巡回宣讲活动在韩集乡大杨村幸福院举办，为群众献上了
一场文化盛宴。该宣讲活动形式生动，内容接地气，展现了脱
贫攻坚成就和小康生活的幸福，讲出了百姓心声。

“以前总认为宣讲活动很枯燥，今天发现宣讲活动内容
可以这么丰富，真正让党的政策入脑入心了。”听完“红色挎
包队”宣讲，韩集乡村民杨春苓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依靠
党的好政策，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乡村全面振兴忙起来、
动起来！”

进村入户拉家常，春风化雨“种”文化。据了解，聊城市高
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挎包队”以党员干部为依托，涵盖
全区机关、乡镇干部、教师队伍、群众队伍等700余人，是该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着力打造的政策宣传和党员教育的一个
特色品牌。“红色挎包”队员们穿梭于大街小巷、街道社区、基
层农村，他们入户“拉家常”，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移风易俗、文
明出行、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很多上级政策在说说笑笑中宣
传落实到位，送到百姓身边，打通了基层理论宣讲的“最后一
公里”。 沈晓星

乡土味滑稽舞展现百姓喜庆生活

日前，在江苏省东海县白塔埠镇首届乡村旅游文化节开
幕式文艺演出中，舞蹈《活宝》以其独特的幽默滑稽的表演形
式，生动地展现了群众乐享幸福美好生活的场景，令观众耳目
一新，将现场的喜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徐黾 宋涛 摄

□□ 本报记者 程天赐 文/图

近日，在陕西省洛南县四皓街道抚龙湾社
区的巧手草编专业合作社，又有3600多个摇篮
将漂洋过海出口去波兰。该合作社车间内，40
多位村民正在制作草编工艺品，一根根不起眼
的苞谷叶和麦秆在他们手中飞快地翻转编织。

“今年疫情对外贸生意影响非常大，庆幸的
是手工艺制品不怕存放，而且，现在工人制作的
都是付过订金的订单。”洛南县巧手草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洛南巧手工艺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屈军侠告诉记者。

屈军侠创办的巧手工艺品公司，以玉米苞
叶和小麦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为原料，通过纯手
工编织出婴儿摇篮、衣物篓、宠物筐、果篮、花
瓶、坐垫、拖鞋等生活用品，漂亮时尚，兼具实用
价值，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公司 200 多种
产品实现 100%订单式生产，每年编织约 80 万
件工艺品，年销售收入1200多万元。

结缘草编 发展壮大

出生秦岭山区的屈军侠，幼年失去父母，性
格要强，很早就自主创业。一个偶然机会，屈军
侠与草编手艺结缘。2005年，她经营的药店隔
壁，一位做草编生意的小伙子家中突发意外，着
急盘出店面。屈军侠想，草编是一门老手艺，自
己接手后能帮助更多老人和妇女，让他们在不
出门的情况下就拥有一份收入，同时还能将这
门老手艺传承下去。带着这份初心，屈军侠将
店面接了过来，开始做起草编手工艺品生意。

创业初期，本地都是散户在制作，经常被外
地收购商联合压价，导致产品出售价格低。很
多手艺人不再编织，转而出去打工，仅剩下一些
老人和残疾人在坚持。针对这些情况，屈军侠

走访编织户、联系外贸企业，对当前草编商品的
发展进行可行性调研。2011年，她联合多家编
织户成立巧手草编专业合作社。2012年底，又
成立了洛南县巧手工艺品有限公司。

为了实现草编产业长久发展，屈军侠和同
伴们投入研发经费，聘请艺术类院校的专家教
授，联合当地草编艺人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在继
承和弘扬当地传统工艺、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对
产品进行系统化升级改造，并根据国内外市场
需求，推出兼具实用性、观赏性、收藏性和艺术
性为一体的全新产品，取得了国家“谷麦”注册

商标及实用型发明专利9项。
巧手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一家依托

洛南悠久草编工艺传统及优质原材料优势，从
事草编、柳编、塑编工艺品研发、加工、销售、技
能培训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巧手草编工艺产
品远销上海及山东、河南、江苏、广东等省市及
日本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心怀仁爱 造福乡亲

“草编产业对从业者要求不高，技术简单易
学，就业门槛低，能够带动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

和贫困人口。”屈军侠说。
她采取“合作社＋公司＋生产基地＋农户”

的生产模式和“合作社＋公司＋客户＋外贸企
业”的销售模式，使各生产基地周边的农村富余
劳动力足不出户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并
根据草编及相关产品需要点缀、搭配木架和精
美刺绣、布艺等需求，不断延伸产业链。

现在公司已经在洛南县 16 个镇(街)及渭
南、丹凤、山阳等地拥有生产基地 21 个、研发
及技能培训基地 1 个，拥有各类技术人员 135
人，辐射带动周边 5000 多农户从事草编及相
关产业，其中包括 300 多户贫困户和 120 多位
残疾人。

“除了在公司固定上班的 40 多名工人
外，更多的编织工都在保安、洛源、石门镇等
附近村子。他们因身体不便，或照看家庭等
原因，更适合拿着工具和原料在家加工。”屈
军侠介绍，公司在全县每个镇都有生产基地，
把编织需要的材料送到农户家里，他们在家
就能实现就业。各村都建有产品收购点，回
收农户草编产品。

通过公司的帮助，许多残疾人及老、弱、
贫困人口走上脱贫致富路，人均年收入 9500
元。保安镇北湾村的要小慧，凭着娴熟的草
编手艺活，现在她家建起了两层小洋楼。残
疾人王治娃，父亲患有脑溢血，家里日子艰
难，屈军侠专门派技术员上门教学，他通过学
习 草 编 ，现 在 编 织 一 对 花 瓶 就 能 收 入 600
元。因车祸致一级伤残的张章，曾经悲观厌
世，现在他坐在轮椅上编织，和工友们说说笑
笑间“活也干了，钱也挣了，月收入 1300 多
元，感觉日子有滋有味”。

屈军侠用淳朴的家乡情怀引领、帮助乡亲
们致富，也点亮了自己多彩的人生。

□□ 本报记者 孙眉

近日，在山东省莱阳市富水小区捐书点前，一位
满头白发的老人，推着一辆装满书的三轮车走过来，
志愿者立马前去迎接。老人告诉记者：“我年轻的时
候在农村教书，知道农村的基础条件差，孩子们想找
几本书看不容易。我家里有很多闲置的书籍，现在
能有渠道捐给他们，我很乐意做这个贡献。”此次老
人共捐赠了564册图书。

为积极响应山东省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暨
农家书屋万场主题阅读活动，缓解广大农民群众借
书难、看书难的问题，莱阳市开展“书香农家· 助力小
康”我为农民兄弟捐本书活动，在全市人口较为密集
的小区、广场设置6个捐书点，计划将募捐到的图书
全部用于辖区内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推动农
村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群众文化素养，为脱贫攻坚注

入文化力量。
此次捐书活动中，共涌现出捐书超过 100 册

的爱心人士 24 名、捐书超过 1000 册的爱心企业和
集体 10 家、为活动付出努力和贡献的文化志愿者
50 名。

活动共募捐图书近 5 万册，涉及文学、科普、艺
术、教育、历史等多个种类。通过 20 天的消毒、分
类、整理，图书已达配送标准，配送至辖区内 230 个
农家书屋。

“感谢爱心人士和单位为我们村捐书，这下我们
村精神文化乐园更丰富了。我们一定把这些书管理
好、利用好，来提升我们农民的文化素养。”照旺庄镇
芦儿港村村主任掩饰不住满脸的高兴。

莱阳市将继续整合资源，坚持共建共享原则，进
一步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

“我为农民捐本书”
——山东莱阳号召大众捐赠闲置书籍共建农家书屋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11 月 4 日，法文本《论语导读》典藏仪式暨展览
开幕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
组书记、部长胡和平，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出席活动
并致辞。

胡 和 平 表 示 ，此 部 法 文 本《论 语 导 读》是
2019 年中法建交 55 周年之际由马克龙总统赠
送习近平主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充分展示
了习近平主席、中国政府对这份珍贵礼物的珍
视和尊重，必将成为中法文化交流深入开展的
有力见证。

罗梁表示，法文本《论语导读》是历史上首部将

一整套儒家经典翻译成法文的译著，一经问世便在
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思想的热潮。这本珍贵
而独特的抄本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是对我们继
续推进法中两国文化与遗产领域双边合作的激励
和鞭策。

据悉，此次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论语导读》，是
1688年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也是国家图书
馆入藏的第一部完整的欧洲启蒙时期的外文著作手
稿。近期，国家图书馆还特别举办专题展览，展出

《论语》在日本和朝鲜的刻本，以及17—19世纪的法
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译本，反映儒家经典当时
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情况。展览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
12月6日。

童心童趣庆丰收
——“劳动美·丰收乐”活动在北京举行

儿童彩绘丰收长卷。

□□ 本报记者 李锐 文/图

近日，由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
室指导，中国儿童中心、全国少年儿童“心中有祖
国，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和农业农村
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共同发起的全国少年儿
童“劳动美· 丰收乐”主题公益活动在北京中国儿童
中心举行。

本次体验活动包含农作物科普讲座、农作物产
品展示、儿童趣味游戏、科学小实验等丰富活动，吸
引了大批儿童和家长前来参与。儿童趣味游戏为孩
子们准备了“绘丰收”长卷、植物种子连连看、猜谜

语、营养素分类、手剥玉米粒大比拼、肩挑小扁担、剪
丰收年画等体验活动，让儿童在娱乐中不仅能获得
农学知识、营养知识、健康知识，还能切身体会到博
大精深的农耕文化。

活动得到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中海油配餐服
务公司以相声或评书的形式讲解膳食结构的相关知
识；三元食品公司讲述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整个过
程；山西省泽州县双鱼农牧专业合作社展示富含叶
酸的精制小米营养健康知识；北方四季牧场公司讲
解中华黑土猪的相关知识；薯乐康农业科技公司讲
解马铃薯的成长历程；童育食安公司讲解有机食材
和相关的营养知识等，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法文本《论语导读》入藏国家图书馆

在陕西省洛南县，农家女屈军侠领办草编合作社、创办工艺品企业，带动5000多人从事草编及相
关产业，其中包括300多个贫困户和120多位残疾人——

屈军侠：“巧手草编”编出富民大产业

屈军侠在介绍草编制品。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反映精准扶贫的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11 月 6 日
至 7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该剧以湘西十八洞村为原
型，折射我国精准扶贫的重大成效、先进典型和伟大精神。全
剧充满思想和情感的力量，深刻揭示反贫困斗争重大主题，绽
放脱贫攻坚中的人性光辉，让人真切触摸到脱贫路上的酸甜
苦辣，唱响大地与时代的颂歌，震撼人心，受到首都观众和专
家的好评。

“古老的湘西/美丽又贫瘠/我为了生计……”舞台上，湘西十
八洞村的年轻村民行进着上场，背着行囊离开大山，频频回望亲
人。扶贫工作队龙队长在送别打工队伍后，对余下的村民诚恳
地说：“乡亲们，跟我们扶贫队一起，拼上老命，和贫穷干一仗！”

这是歌舞剧《大地颂歌》中的一幕。
开场不久，新来的龙队长就和村民发生了冲突。村民希望

分掉国家扶贫款，但龙队长打算通过搞集体合作社，流转土地，
因地制宜，贷款种猕猴桃。

《大地颂歌》以扶贫日记的形式，讲述了因地理环境恶劣，始
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十八洞村群众，在扶贫工作队带领下发展
特色产业，通过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战胜贫
困、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剧中扶贫英雄家属深情的独白、留守
儿童朝气蓬勃的合唱，以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展现了脱贫攻坚战
蕴含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和信念希望。

该剧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表现形式。音乐以交响
乐为主轴，湖南民族音乐气息贯穿全剧。舞蹈编排以现代舞和
当代舞为主，采茶、绣苗绣、摘猕猴桃等场景采用了具有浓郁民
族风情的舞蹈。

《大地颂歌》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湖南省演艺集团、湖
南广播影视集团等联合出品，已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此次作为全
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参演剧目之一，首次进
京演出。

据了解，武陵山脉深处的十八洞村是个纯苗族村寨，2013年
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不少人家唯一电器是电灯，泥巴糊的墙
四处漏风。近年来，当地通过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的精
准扶贫，初步形成了猕猴桃、手工艺加工业、文化旅游业等支柱
产业。2017年 2月，湖南十八洞村宣布退出贫困村，2019年人均
纯收入已达146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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