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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2023 年 12 月 30 日晚，广东乡村歌手大赛
总决赛火热上演。作为一档音乐赋能乡村振兴的
赛事，自2023年6月启动以来，乡村歌手大赛关注
度持续攀升，超 1.1万人报名参赛，广州、佛山、肇
庆、清远、河源、阳江、湛江、云浮等八大赛区30多
场海选赛轮番上演。这场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
歌手大赛，正在为乡村振兴凝心铸魂、引流赋能。

梦想之歌全民唱享音乐盛宴

粤港澳大湾区是华语流行乐坛重镇，此次“奋
进新征程 唱响新时代”广东乡村歌手大赛，由南
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共同主办。从珠江之滨到雷州半岛，八大赛
区群英荟萃，精彩呈现30多场线下海选赛事。线
上赛区同样火爆，全网播放量超过1亿人次。

乡村教师、基层干部、返乡创业大学生……草
根素人、音乐达人同台竞技，“阳春白雪”和“下里
巴人”在这个舞台上不再泾渭分明。

海丰出了“五条人”，阳春也有“大永宁”。滴

滴车司机、小吃摊摊主、房地产销售员、视频编导，
四个有趣的灵魂因音乐结缘，用客家方言歌曲诉
说着乡村的山水美景、浪漫爱情，如今斩获广东乡
村歌手大赛阳江赛区决赛亚军，赢得通往全省半
决赛的门票。

“阿妹，月光啱照豆角秧；今夜有约，屋背岭嘅
红豆岗……”这是他们原创作品《客家靓仔》的唱
段，真挚而诙谐的歌词看头十足。十多年里，“大
永宁”满腔热血、不遗余力传播客家文化。“参加广
东乡村歌手大赛，想给大家传递快乐，也希望勾起
人们对于传统客家文化的认同和喜爱。”团队成员
杨翔超说。

“乡村奋斗者需要音乐鼓与呼。”广东乡村歌
手大赛总导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丽
娜说，借助大赛的平台，能挖掘更多音乐的“好苗
子”，并有机会接受规范、系统的音乐教育。

和美之歌唱出群众美好愿景

2023 年“双十一”，广东乡村歌手大赛广州、
云浮赛区决赛在罗定市黎少镇秋风村荔枝科普园
内开赛。主办方用肥猪、大鹅和靓鸡作为对选手
的犒赏，显示出真诚的待客之道，映照出红红火火

的农家生活。“我看到当地踏实的作风，淳朴的乡
村民风。”原创歌手香贝儿在参赛时感触颇深。

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记录了乡村生活的点滴，
折射出基层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山青青，天蓝
蓝……往日泥砖屋变成了小洋房。我的小村庄，
没有了困苦与忧伤。”质朴写实的歌词，出自肇庆
广宁“情歌王子”陈英华创作的歌曲《我的小村
庄》。“音乐是一种很好的载体，唤醒了人们对乡村
的美好想象。”陈英华补充说。

自广东乡村歌手大赛启动以来，大量紧扣乡村
主题的原创音乐作品涌现出来。《山月入梦来》《水
路田》《客家靓仔》悠扬的歌声，细腻的歌词，刻画出
乡村的日新月异和一方乡民的幸福生活，把个体、
乡村和时代紧密勾连，留下了许多生动注脚。

振兴之歌音乐赋予乡村新动力

广东乡村歌手大赛的参赛者，有不少本身“自
带流量”。早有“网红”尝过“头啖汤”，一首歌、一
段视频带火小特产、小村庄。

陈英华的另一个身份是乡村民宿经营者，运
营抖音账号“广东申仔”。他和其他本土歌手一起

“喊麦”带货，凭着“泥土气”十足的出镜表演，累积

粉丝超 12万人，创过一个月带货营收额超 200万
元的记录。“是音乐和乡土热情将我们团结在一
起，资源共享，带动农业和乡村文旅产业。”

广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提出要“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培育文化体验、休闲
度假等产业”。一场“火出圈”的音乐会犹如“催熟
剂”，带旺一个个古村落，带火一座座小县城。

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南园古村是拥有500多
年历史的客家古村。2023 年 8 月，广东乡村歌手
大赛河源赛区首场海选赛在此打响。人头攒动，
呼声阵阵，夜市经济也“活起来”。“广东乡村歌手
大赛带来了充足的客流量，为传统客家文化和乡
村振兴带来新活力。”仙塘镇党委书记刘仲源说。

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是远近闻名的“魔力小
镇”“魔芋之乡”，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魔芋集中种
植产地之一。广东乡村歌手大赛粤北（清远）赛
区从初赛到决赛都在此举办，让“魔力小镇”变
身激情澎湃的“爱乐之城”。海选期间设置了互
动环节，以精心推出的“魔芋大礼包”为观看赛
事的赠品。音乐与乡村新业态、夜生活有机融
合，助推魔芋 IP 火热出圈，实现乡村产业与文化
建设双向赋能。

广东：乡村歌手唱响南粤新未来

□□ 王逸灿

前不久，北京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的师生们不远千里来到浙
江兰溪市香溪镇北山村，携手北山村启航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进
一步了解乡村振兴带给这个小山村的巨大变化，感受千万工程
的实践伟力。

北山村依山傍水，有着超90%的森林覆盖率和民宿、兰花等特
色产业基础，却一直“深藏闺中无人识”。近年来，香溪镇构建“1+
5+X”党建联建模式，通过 1 个“康养香溪”联合大党委，5 个联建
村，X个联合大党委成员，以北山村引领周边村共同打造村级“文
化+农业+旅游”产业集群，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富路径。

“现在我们的客人，来了之后既可以感受进士文化、婺学文化，
又可以采摘杨梅蓝莓、观看体验农事耕种，回头客越来越多。”民宿
无它心舍的老板欣喜说道。据悉，在联合大党委的牵线搭桥下，一
条联动各村的民宿住宿、农事体验、采摘体验、文化研学体验路线
顺利出炉。

既要有平台，更要有阵地。香溪镇还以“北山十境”为主题，焕
新升级北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其中“创新之境、共富之境”融合了乡
创空间、共富工坊、农副产品展销中心等功能，成为青年筑梦圆梦
的首选地。

“以前一直想自己建一个展销中心，但成本太高，而且产品太
少，所以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乡贤、红美人基地农创客胡淑华说。
如今她精心挑选了 3种柑橘品种入驻北山村乡创空间，不仅销量
激增，品牌发展也迎来了更大机遇。

此外，北山村兰花产业也蓬勃发展。2022年，兰溪实施“百镇共
建强基行动”，北山村兰花基地与兰江街道九菀幽兰兰花种植基地
达成合作协议，共享种植技术，成功培育国内珍稀兰花、精品兰花品
种3500多株，春兰·玉美人等两个品种获评全国银奖。

北山村的变化发展既是缩影，也是写照。新征程上，党建统领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农文旅高度融合为乡村发展找到
了新路径，只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党建统领乡村振兴之路一定
会越走越宽广。

《什么是云南》主题摄影展启幕

近日，云南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什么是
云南》主题摄影展首展在上海中信泰富广场启幕。

开幕仪式上，云南教育出版社《什么是云南》项目负责人
杨峻表示，此次《什么是云南》主题摄影展旨在向世界展示云
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历史，传递云南文化的丰富
内涵，扩展云南在外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促进云南文化的交
流与传播。多位业内专家还围绕《什么是云南》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深度分享。大咖们精彩的分享引发阵阵掌声。

展览分为摄影、云上·香、云上·十六州、云南书房四个部
分。展览还精心设计了不同单元，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摄影作
品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别开生面的云南生活。

此次摄影展由云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指导，云南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云南教育出版社主办，云南网、
星球研究所、云南璞玉书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贵州湄潭县
推行“车不过十、礼不过百”倡文明新风

近年来，贵州省湄潭县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在党员干部和
群众中形成文明有新礼、礼轻情不轻的共识，总结提炼出“车
不过十、礼不过百”（婚庆车、送葬车不超过十辆，随礼不超过
百元）的做法和经验，乡风文明建设取得实效。

该县抄乐镇党委创新推行“寨管家”基层治理组织与红白
理事会深度融合，各村寨形成了“大事党当家、小事寨管家、文
明乡风一枝花”的良好格局。全镇成立红白理事会 6个，成立
以“寨管家”为管理单元，132 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联合组成
的红白理事志愿服务队 83 支，入户走访群众，收集意见建
议，发放宣传资料，召开群众会（寨务会），经常性演出移风易
俗文艺节目等，做到文明新规家喻户晓，人人自觉遵守。群
众操办红白事的人、财、物支出明显减少，和美乡村焕发文明
新气象。 吴浩 肖林

山东嘉祥县
擦亮“嘉凤祥鸣”巾帼宣讲品牌

近年来，山东省嘉祥县围绕“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主
题，镇街妇联建立由女道德模范、致富女能手、女党员、女教师
等组成的13支巾帼志愿宣讲服务队，村（社区）组织村妇联执
委、“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等组成若干支巾帼乡村宣
传队，生动宣讲党的理论政策，不断擦亮“嘉凤祥鸣”巾帼宣讲
品牌。

巾帼志愿宣讲服务队依托“妇女之家”“妇女微家”“妇女
儿童家园”等基层妇联平台，充分发挥“巧媳妇”宣讲员的作
用，扎实开展妇女儿童维权、老年健康、家庭教育宣传周等宣
传活动，开展读书分享会、婚姻家庭主题演讲比赛、“舞前微课
堂”等，打造“巾帼大学习 今天我来读”“幸福婚姻微课堂”、嘉
祥古代先贤和当代家训家风故事等“优秀作品展播”线上栏
目，与线下“感悟赤子深情 凝聚奋进力量”主题文艺汇演等相
得益彰。 邵凤霞 孔红丽

河北海兴县
非遗人才推动传统技艺焕发光彩

“这句应该这样唱，这个招式应该这样做！”近日，河北省
海兴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锣剧传承人郭兰芳的文化名家
工作室里锣鼓阵阵，她带领“第七代弟子”正在为几名中小学
生传授演技和唱法。

近年来，该县坚持以盘活本土非遗资源为契机，搭建“非
遗+”平台，加强非遗传承人才队伍建设，注重民间非遗文化
能人发掘和培育，推动传统文化重焕生机、代代相传。目前，
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 7 个，省市级非遗传承人
15 名，文化名家工作室 4 家，县认定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工
坊 2个。

为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的名师效应，鼓励非遗传承人带
徒传艺，该县依托“暑期非遗培训班”、非遗文化培训班、综合
文化站等载体全方位培育人才，先后举办线上展示活动12次，
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非遗进社区等活动50余次，南锣剧、
西路梆子惠民演出12次，暑期校外非遗公益活动3期，营造非
遗文化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惠及学生及非物质遗产爱好者
5000余人。

同时，培育打造传统盒子灯、泥塑、剪纸、马绊草编、根雕、
火烙葫芦等40余项传统民间匠心艺术，形成一批特色产业集
聚区，截至目前，海兴县申请火烙葫芦台灯专利1项并注册商
标，马绊草编制成精美产品远销海外，让来源于群众的传统技
艺发出文化之光。

下一步，海兴县将持续深入开展传统文化培训、惠民下乡
演出等活动，大力宣传当地优秀文化，培育爱非遗、懂非遗的
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项目保护传承人才队伍，推动
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

史得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近年来，江苏省常熟市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绿色生
态理念，因地制宜打造出一条“民生美、生态美、人文美”的幸
福家乡河。图为近日，常熟市支塘镇任阳社区居民在七浦塘
河边的运动健身广场参加生态河流文化展演活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回顾刚刚过去的2023年，乡村文化频现高
光时刻、温暖瞬间，我们欣喜地看到：“村BA”“村
超”等“村味”体育活动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大
放异彩；律动在村头巷尾的广场舞，越来越有艺
术范和时尚感；接地气的特色“村晚”，塑造着乡
村的文化氛围；全民阅读，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
和知识的力量；凝结着工匠精神的非遗手工艺品
和技艺展演，深受消费者欢迎；蓬勃发展的乡村
旅游，让城乡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更加丰
盈；艺术乡建用美的力量点亮着乡村，让乡村更
美好；传承千百年的农业文化遗产闪耀着中华传
统智慧之光，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优化，村民
文化获得感更强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
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
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
小村旁……”夜幕降临，在遍布山西城乡的大小
文化广场上，“山西民歌+广场舞”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山西省文化馆利用山西民歌曲调优美、豪
放质朴、易于传唱的特质，将《人说山西好风光》

《桃花红杏花白》《大红公鸡毛腿腿》《看秧歌》
《绣荷包》《割莜麦》等山西民歌改编、创作成32
首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广场舞，通过文化馆系
统在全省进行培训和推广。这些民歌广场舞广
受群众喜爱，在山西各地迅速掀起“民歌广场舞
热”。山西民歌与广场舞的融合，既让民歌回到
老百姓中间，也给广场舞赋予了丰富的地方色
彩，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这一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更加
充足，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村民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
足。各地深挖文化资源，积极改造公共文化设
施，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了富有乡村特
色、适合地域发展的服务模式。文化馆、图书
馆、乡镇文化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公

共文化场馆和机构作为重要服务阵地，其功能
的盘活也为乡村文化注入新活力，提高了村民
的参与积极性和文化获得感。

2023 年 9 月，束忠琴等 22 人入选“乡村阅
读榜样”名单。不断涌现的乡村阅读榜样、阅读
推广人、文化乡贤、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书香
家庭等，发挥榜样示范带动效应，点燃大众的阅
读热情，使阅读成为一种广受推崇的生活方
式。每到周末，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
屋，或文化礼堂、书院、书吧，都会变成爱书人的
聚集地，读书会、文化沙龙等文化交流活动不断
上演，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日益坚实浑厚。

而今，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优化、触
手可及，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用光影照亮乡村星空；“送戏
下乡”让老百姓在田间地头也能看到好戏；公共
文化数字化建设持续加强，城乡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在线享受文艺展演、艺术慕课、专题讲座等
公共数字文化产品；“村晚”在各地广受喜爱，
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线上线下累
计参与人次达到1.3亿……

乡村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综合
效益日益彰显

前不久，江西篁岭村、浙江下姜村、甘肃扎
尕那村和陕西朱家湾村入选 2023 年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加上此前
入选的浙江余村、安徽西递村、广西大寨村、
重庆荆竹村，我国入选乡村总数达到 8 个，位
列世界第一。这些登上世界舞台的乡村，成为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蓬勃发展的缩影，也是展现
生态佳、产业好、生活美的中国和美乡村新面
貌的一扇窗。

这一年，中国乡村旅游产业跑出了复苏加
速度。2023 年开春以来，群众出游热情高涨，
乡村游异常火热。乡村的慢生活和松弛感成为
治愈城市青年的“特效药”。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大新县堪圩乡明仕
村，游客们乘着竹筏，沿着明仕河欣赏连绵起伏
的群山，聆听壮家婉转动听的山歌；在内蒙古的

莫尼山非遗小镇，开料、描图、雕刻……游客们
拿着工具按老师的指导认真体验皮画制作；在
浙江德清县莫干山镇高峰村的 51Camp莫干山
莫绿艺术营地，许多自驾前来露营的游客，三五
成群，在一起谈天说地、品味美食、看露天电影；
在江西奉新县一个村庄旁的溪流点，游客们结
伴蹚水而行，逆流而上，援绳攀登，行走在风景
里，体验着溯溪的刺激和惊喜……

火热的旅游消费离不开充足的旅游产品供
给。年初以来，各地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因地制
宜打造了百花齐放的乡村旅游产业。农事采
摘、民俗体验、休闲农庄、乡村民宿、乡村露营、
亲子牧场、溯溪等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形成
许多乡村旅游特色发展模式，逐步探索出一条
农文旅深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和精
神共同富裕的中国式乡村发展之路。

讲好故事、擦亮品牌，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新疆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加依村
有300多年乐器制作历史，被誉为“中国新疆民
间手工乐器制作第一村”。乐器制作技艺带火
了旅游，加依村跻身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现在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乐器相关工作。多年
来，当地积极打造“天籁加依”乡村旅游品牌，将
一个古老传统的村庄打造成集乐器制作、乐舞
展示、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古典与现代
相融合的美丽村落和特色民俗文化旅游景区。
2022年，加依村旅游人数 12.78万人次，旅游收
入618.75万元。

这一年，乡村旅游激活了消费活力，成为乡
村振兴的有力支点。各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进一步依托自然和文化资源，凝练生产生活方
式，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乡村旅游创新不断、潜
力无限，托起了百姓富裕富足的“金饭碗”，塑造
了乡村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形象。据统计，目前，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有1597个，成为人们乡
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今年推出了 10 条长江
主题的国家级旅游线路、400多条“乡村四时好
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以及“读李白游神
州”主题旅游线路、中国茶文化主题旅游线路
等。许多地方迎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不少地

方“一年四季都是旅游旺季”。

农耕文化有序传承弘扬，村民
更有文化归属感

2023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七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北京怀柔板栗栽培系
统等50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至此，我国已分
七批认定了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23 年 11 月，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
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杨梅
群复合种养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此，中国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总数增至22项。

我国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在
创新中发展，不断挖掘多种功能、释放多元价
值，珍贵农业文化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古桥古树、古井老宅、古建筑……距今已有
580多年历史的江西篁岭村，现存100多栋明清
古建，古村如今已因“晒秋”习俗和“梯田花海”
景观闻名全国。如何切实保护好这些“百年文
物”？当地在实践中，摸索出不破坏古建、将传
统村落风貌的保存保护和活态非遗相结合的宝
贵经验。传统村落所保存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样
态，留住的是乡韵乡愁，传递的是历史文脉里的
深沉意蕴。2023年，我国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
度，人们更加注重让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得到更
多的利用，在利用中获得更好的保护。

越来越多“青春身影”的加入和“科技力量”
的加持，为非遗保护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
思维。目前，中国已有1557个项目列入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
年轻人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惊人的创造力。
他们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技艺的过程中，也增强
了文化自信和乡土文化归属感。

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农耕文明的精华，承载着多彩文化，维系着情
感认同，寄托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价值
和意义越来越被公众所重视。保护传承发展好
优秀农耕文化，涵育我们的精神世界、滋养深厚
的家国情怀，生活会更丰富更美好。

回眸2023：乡村文化步履铿锵，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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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先锋街道办事处开展“邻里下午茶之‘群众演群众看’小
戏小剧展演”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和社区群众们一起排练展演，共同织就了充满活力
和温馨的社区文化氛围。 程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