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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新思路 新举措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记者自近日召开的山东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上获悉，为全面做好2024年三农
工作，山东锚定“走在前、开新局”，坚持和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为引领，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断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和美乡村建设水
平、乡村治理水平，奋力在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上“蹚路子、作示范”。

要在促进粮食稳产增产上“蹚路子、
作示范”。聚焦“谁来种”，让抓粮得实惠、
种粮有收益；聚焦“怎么种”，做到稳面积、
提单产两手发力；聚焦“在哪种”，确保耕
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聚焦“种什
么”，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要在发展乡村产业上

“蹚路子、作示范”。向特色要效益，发展
一批具有历史基因和独特优势的“土特
产”，走好差异化之路；向园区要规模，培
育农业龙头企业，走好集群化之路；向融

合要空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
好多元化之路。要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上“蹚路子、作示范”。聚焦改厕、生
活污水治理等重点任务持续加力，提升
人居环境舒适度；深入实施农村基础设
施网行动，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提质提
效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提升公共服务
便利度；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提升生态环境满意度。要在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上“蹚路子、作示范”。统
筹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打

造文明乡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打造平安乡村；开展多姿多彩品牌
活动，打造活力乡村。要在增加农民收
入上“蹚路子、作示范”。稳岗拓岗保增
收，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滚动实
施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联农
带农促增收，进一步推进村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工作，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
农民；改革赋能助增收，巩固提升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巩固成果防返贫，
全力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山东：奋力在打造齐鲁样板上“蹚路子、作示范”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日前，河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郑州开幕。
会议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乡村
振兴中建设农业强省。

2023 年，河南省乡村振兴有力推
进。全力应对“烂场雨”天气，打赢了“三
夏”攻坚战，实施秋粮增产夺丰收行动，
全年粮食产量达 1324.9 亿斤。完成 53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耕地面积连
续三年实现净增，累计超过100万亩。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达 12 个、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 7 个。新创建 5 个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6个乡镇和60个村入选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
固，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13.1%。

今年，河南省仍要扛牢粮食安全重
任。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推进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共促。强化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新建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 450 万亩。规划建设一批

“平急两用”的农业综合应急服务中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巩固提升“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保障成果。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可持续发展。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
坚行动，统筹用好就业帮扶车间、公益岗
位等渠道，稳定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扎实推进
“万企兴万村”行动，做足做好“土特产”
文章，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支持农户
发展特色种养、手工作坊等家庭经营项
目。推进国家农高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化联合体建设，
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益农，促进农民
就近就地就业。精准开展劳动力技能培
训，打造“豫农技工”特色劳务品牌，提升
农民致富技能。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
入股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
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统筹推进
和美村庄、美丽村庄、洁美村庄建设，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稳步推进污水、垃圾

治理和户厕改造。深化“治理六乱、开展
六清”，探索可实施、可推广、可持续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模式。实施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提升行动，加强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县乡村三
级衔接的养老服务网络。稳妥推进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深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周口
开展农业“三支队伍”改革试点。提升家
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增
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
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推进农
村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

河南：在乡村振兴中建设农业强省

尽管苗情好，春管不能松
（上接第一版）

窥一斑而知全貌。据山东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王敬东介绍，2023 年秋种以
来，山东各地认真落实各项关键技术措
施，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械，小麦
适期播种面积大、出苗质量好，群体合理、
个体健壮，一、二类苗比例高，冬前苗情总
体好于往年。在此背景下，开展“万人下
乡·稳粮保供”行动，旨在集聚农技力量，
护航精准春管：“聚焦小麦分类管理，科学
落实精准施肥、化学除草、一喷三防等关
键措施，指导抓好促弱控旺、促根增蘖、培
育壮苗、保蘖成穗，千方百计提单产、创高
产、增总产，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加快农业强省建设提供
重要技术支撑。”

活动现场，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高级农艺师吕鹏发出倡议：“从现在开
始到小麦收获，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小麦生产可能会遭遇倒春寒、
倒伏、干热风、重大病虫害等诸多灾害。
我们 1.8 万名农技推广人员，要坚持防在
灾害前面、救在第一时间、抗在关键节
点，无惧风雨、冲锋在前，指导农民朋友
科学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做让农民朋友
放心的战斗员。”

（上接第一版）再如，洛川剪纸在自我演化中分出
南北两个流派，北派粗犷，南派细腻，和而不同。

在延安文化艺术中心的展厅里，百“画”争
艳。构图大胆、造型夸张的安塞农民画，起源于衣
服补丁的延川布堆画，以麻袋片为底、用毛棉线制
成的洛川毛麻绣，五色糜子粘制的吴起糜粘画，烟
火熏就的富县熏画……延安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
党德生告诉记者，以上各县相距不过百里，却孕育
演化出完全不同的民间绘画种类，经由代代相传，
目前已分别形成较为成熟的艺术造型体系。

既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共性，也有
各自难以取代的鲜明个性，既根植传统，又与时俱
进——这正是民间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它们包罗万象，不仅蕴藏着宅居陈设、酒食酿制、
行为礼仪等内涵，深深浸润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并且体现着不同地区的性格基因和审美情趣，影
响着形态各异的情志表达。中华沃土之上，体量
饱满、蔚然壮观的艺术画卷徐徐展开。

既浓缩历史记忆，又富有时代气息——
优秀民间艺术是不过时的宝贵财富

1974 年，我国邮政部门曾发行一张特殊的农
民画邮票。邮票上，一片嫩绿返青的麦田中，生产
队妇女们一手拿锄、一手提篮，浓浓春意和火热劳
动场面交织，洋溢着无限生机与活力。这枚邮票，
正取自陕西户县农民李凤兰的作品《春锄》。李凤
兰说：“农民画就是从生活出发，我喜欢画劳动，谁
劳动我就爱画谁。”

50 年过去，年轻一辈画家接过上一代的画
笔。直播带货、广场舞、观光农业、科技大棚……
新时代元素正渐次浓缩进户县农民画新秀白瑞雪
的画作上。新技法、新内容、新气象，但这些画作
的内核始终未变——从生活出发，看到什么画
什么。

艺术来源于生活，民间艺术更是生活的艺
术。在陕西，一个个民间艺术作品中，浓缩着那个
年代三秦大地的生产生活，又与时俱进记录着今
日乡土人情的新变迁。

“羊啦肚子手啦巾呦，三道道蓝……”听到嘹

亮的陕北民歌，不由让人想到当年黄土高原黄沙
弥漫、远山近峁渺无人烟的景象。“陕北民歌是世
世代代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
事而发’，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讲解员苏媛媛
介绍，陕北民歌是一种最赤诚最直白的情感宣泄，
是陕北民众唱给自己的歌。有此，陕北民歌高亢、
直白、质朴，便不难理解。

如今，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更好了，城乡也更为
繁荣，陕北民歌产生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其
不仅在活态传承中焕发生机，还成为地方一张响
亮的名片。榆林市专门建起陕北民歌博物馆，自
2018 年 5 月开馆以来，共接待游客 20 多万人次，并
连续十多年在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期间，集中展演
榆林小曲、陕北民歌等优秀民间文化，深受广大市
民和外地游客喜爱。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
腔”，当地独有的民间艺术，正是陕西地理环境和
生活日常的描摹和展示，也是地方发展和惠及百
姓的宝贵财富。

“三根琴弦，一张绣口，说尽千古往事。”在延
安曲艺馆的大门口，陈列着一把曲项琵琶，古旧的
纹路无声诉说着陕北说书的悠久历史。副馆长石
雨介绍，曲项琵琶由波斯传入我国，后被应用于陕
北说书。作为陕西民间艺术的一张亮丽名片，陕
北说书以说唱、表演长篇故事为主，今天听到的陕
北说书，正是文化交融、代代相传、不断演进的艺
术结晶。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石雨对于陕北
说书的兴趣愈发浓厚，“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将各种
乐器和表演形式融合，更在于每段故事都有浓郁
时代气息，这里面藏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越品越
有意思。”

吼一声老腔、敲一段乐鼓、舞一曲秧歌，看似
粗犷朴实的表达，却包含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和细
腻情感。正是这些浓缩了历史记忆、承载着时代
气息的民间艺术，生动展现了陕北人民的生命观、
生活观和道德伦理观，共同构筑起了厚重深沉的

黄土文化。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从一域观全局，

民间艺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行的根和
魂，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双向奔赴

怎样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陕西把重点放在“连接点”上，着力找准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夸张的造型、鲜艳的色彩、稚拙的形态……凤
翔泥塑是中国四大泥塑之一，据考证起源于周秦，
用以展示周秦普通民众以泥为形的日常生活世
界。如今，古老的技艺正以独特方式焕发新意。
作为胡深家族泥塑手艺第六代传承人，韩建斌在
作品中融入卡通元素，大胆采用蒂芙尼蓝、茱萸粉
等新颖颜色，赋予作品以全新面貌。他不断强化
品牌意识，探索网店营销，尝试将国潮风与泥塑形
象巧妙融合，设计出衣服、围巾等文创产品，深受
年轻消费者青睐。“民间艺术只有与时代同步、与
人民生活同步，才能不断补给发展能量。”韩建
斌说。

一方面，新的表达、传播、应用，成为凤翔泥塑
融入现代生活的“点睛之笔”。一方面，通过规范
运营、整合资源，凤翔泥塑正更高效地产生规模、
贴合时代。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六营村组建了
泥塑专业合作社，村民们负责生产制作，合作社统
一进行收购销售，泥塑产业从单打独斗变抱团发
展，2023 年泥塑产值实现 4860 万元。以泥塑产业
为龙头，六营泥塑体验园及非遗研学基地项目投
入使用，目前村里形成集吃、住、游、购、娱、产、学、
研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

如今，全村 268 户群众以泥塑生产为生，村民
们的泥塑作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泥土里
生长的艺术，不仅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泥塑文化

与农耕文明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成就了一个小村
依靠单一手工业实现乡村振兴的奇迹。

凤翔泥塑是一个成功案例。但更需要看到的
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庞大、
内容复杂，传承发展不能一概而论或整齐划一，而
是要去粗取精，经过科学扬弃后为我所用。

比如，对一些糟粕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要
坚决抛弃。对一些因脱离当下生产生活、注定消
逝的传统技艺，如油灯、犁铧、箍桶等，也大可不必
过分苛求。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传承发
展和弘扬光大那些精华的、优秀的、有益的部分。

在这种双向奔赴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新
又新，呈现出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政策
宣讲“干条条地讲，群众不喜欢”，为此，陕西近年
来将宣讲与群众喜闻乐见的“陕北说书”结合，让
党的政策入脑入心。效果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
一场场宣讲“满堂彩”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管是注定消逝的，还是焕发生机的，抑或拥
有天然生命力的，其基本逻辑内核都在于“人民”，
民间艺术生发于民间，因人民而生，为惠民而兴。
如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以人民
导向为价值取向，立足新的形势和需要，让传统文
化和现代生活相融。

在榆林，各类民间艺术进校园、进社区，通过
“+节庆”“+活动”等方式持续走入老百姓日常生
活，实现了与受众的双向奔赴。为了优化民间艺
术良好生存环境，当地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非
遗保护名录体系，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把子洲、绥
德、米脂、横山等地的说书艺术项目统一归并为

“陕北说书”，进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其他民间艺
术门类相继效仿，引得一批批“民间艺术之乡”的
美誉落户榆林。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政策制定、人才培养、项目推进自然是其题中
之义，更重要的是，通过满足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
利益和构建文化生存空间，进而引导培育了人们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时代在不断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完

善和丰富。当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历史文脉也在创
新中延续。

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是秦岭脚下一个小
村。走进村里可以看到，村民的笑脸被绘制成主
题壁画，大师作品点缀成村景一角，一栋栋极富艺
术气息的建筑犹如艺术街区。每年，村里举办“忙
罢艺术节”，秦腔戏曲与钢琴吉他以大山为背景轮
番上演。在这里，稻田化身舞台剧场，村庄变成艺
术 空 间 ，村 民 是 艺 术 的 受 益 者 ，更 是 艺 术 的 参
与者。

“忙罢”源自当地“农罢会”的传统习俗——每
年丰收后，村民们走亲访友，尝新米、庆丰收、唱大
戏。2018 年，以此为名，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打造
了第一场乡村艺术交流节。如今，“忙罢艺术节”
已走过 5 届，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各项活动贯穿全
年，并衍生出更多节会，吸引着越来越多艺术创作
者来到这个小村。

融入众多现代元素，是否会担心让传统民间
文化变形？对于记者的问题，蔡家坡村“忙罢艺术
节”总执行崔凯敏这样回答，一些艺术形式在丢
失，但一种新的艺术文化也在重塑。或许有一天，

“忙罢艺术节”也将成为一个指代名词，变成关中
地区群众共同认知里的新民俗。

文艺润三秦，乡村更和美。近年来，陕西坚持
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扎实加强文化建设，在
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中走出了一条
夯实根基、打造品牌、活化利用、融入生活的发展
之路。全省命名了 40 余个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其
中 7 个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连续举办陕
西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评选
活动，打造“我们的节日”民间文化品牌，文化陕西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三
秦百姓共享文化成果，民间艺术融入现代城乡生
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陕西立足自身特色，
创新创造之路越走越宽广，民间文艺百花园繁花
似锦，竟吐芬芳。

民 间 艺 术 ，以 现 代 激 活 传 统 之 美

□□ 秦楷第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初见记者，这位来自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的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郁伍林略显羞涩。但聊起怒族
民歌，说到老姆登村，谈及旅游民宿，郁伍
林就打开了话匣子。

“‘哦得得’相当于我们怒族的语气
词，有‘慢慢唱’的意思，现在成了我们怒
族民歌的曲牌名咯。”“喜欢上了，就悄悄
碰一下她的脚后跟，如果女方也喜欢，就
也来碰下，长期就自然形成了我们怒族的

《相爱碰脚舞》。”郁伍林一边说，一边拿出
手机给记者展示怒族传统舞蹈达比亚舞。

1997年底，一心想传承发扬怒族文化
的郁伍林开始潜下心来学习、研究。他拜
访村里的老艺人，跟着老艺人更深入地学
习怒族的传统文化，并进行挖掘整理、练
习掌握。经过潜心学习和钻研，他掌握了
几十种达比亚舞的跳法。

“要留住民族文化，就需要培养新一
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郁伍林从 28 岁起
开始收徒传艺，每年寒暑假都在村里开设
非遗传承班，教孩子们唱“哦得得”、跳达
比亚舞，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
一直学到高中。200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
怒江部分学校的课外非遗辅导员，传授怒
族歌舞以及宣讲怒族传统文化。

老姆登是怒族话的音译，意思就是大
家都喜欢来的地方。除了能歌善舞、传承

非遗文化，郁伍林还是老姆登村
第 一 个 吃 上“ 旅 游 饭 ”的 人 。
2001 年，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郁伍林在老房子旁建起了拥有8

个床位的石棉瓦房，开起了全村第一家客
栈，取名“怒苏哩农家乐”。通过不断摸索
和参加旅游接待技能培训，客栈慢慢地出
了名，游客也越来越多。“后来，他们建议
我给客栈改个名，我就用我的姓名谐音改
成‘怒苏哩150客栈’了。”

“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
上好日子。客栈‘火了’，不少乡亲开始到
我家里‘取经’。”郁伍林毫无保留地向大
家介绍自家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客栈的选
址到楼层设计，从内部装修到房间布局，
从打扫卫生到整理房间，都手把手教乡亲
们，尽心尽力将身边群众带动到农家乐创
业中，走共同致富的路子。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乡村
旅游不仅仅是给游客提供‘吃饭’‘睡觉’
的服务那么简单，有民族文化特色，乡村
旅游发展才真正有了魂。”在发展农家乐
的过程中，郁伍林开启了“非遗+旅游”的
探索，在客栈内设立了怒族文化展示厅，
展示以往的农耕生产生活用具。同时，他
组建了非遗展演团，在有游客时组织展演
团为游客表演，空闲时组织团队排练节
目，带着乡亲们一起表演怒族民间歌舞。

“过去几年，我们老姆登村发展起特色
乡村旅游，让游客体验到热情淳朴的怒族文
化，又做好了非遗传承，还增加了村民收
入。”郁伍林自豪地说，今年他将继续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履职，更加关注怒族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让广大游客对“有一种叫云
南的生活”这种体验有着更丰富的感受。

郁伍林：让民族特色文化赋予乡村旅游“灵魂”

□□ 詹翔闵 刘金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生猪累计出栏 614.87万头，猪肉产量
49.21万吨，稳居全省第一；荔枝种植面积
142.69万亩，产量62.09万吨，居全国产区第
一；龙眼种植面积81.78万亩，产量56.27万
吨，均居全省第一……2023年，广东省茂名
市按下生猪产业发展“快进键”，又交出了一
份农业产值超千亿元的亮眼成绩单。

去年以来，茂名注重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由“大”向

“强”转型发展。畜牧业方面，茂名较早开
展规模化养殖，率先铁腕治污、淘汰落后养
殖产能，畜禽养殖业历经多轮升级换代，生
猪养殖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程度得到迅速
提升，尤其是持续推进广东省生猪跨县集
群产业园（茂名市）建设，生猪产业基本形
成建设规划合理、产业集中度高、精深度高、
绿色可持续发展成效显著的现代化发展格
局，推动了当地“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茂名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省第
一，占全省的 17%左右，是全省唯一生猪
100%自给后还能向粤港澳大湾区提供300
万头以上的城市，茂名的生猪生产在粤港澳
大湾区猪肉供应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2022年，茂名市成功申报广东省生猪
跨县集群产业园（茂名市），目前所有实施

主体均已开工建设，部分已基本建成，预
计全部建成后增加生猪出栏51万头，新增
产值约 22 亿元，形成生猪产业集约化、规
模化、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格局。

广东省生猪跨县集群产业园（茂名市）
牵头实施主体高州市顺达猪场有限公司着
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已成为种猪繁
育、肉猪饲养、生猪批发、饲料生产、生猪屠
宰、肉品加工、冷链物流等多产业链整体协
调发展的综合性全产业链农业龙头企业。
为了进一步拉长产业链，公司投资建设的肉
制品加工项目是广东省生猪跨县集群产业
园（茂名市）核心区建设项目之一。该公司
生产车间、监控室、检验室、实验室等一应俱
全，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全程可视。

目前，广东省生猪跨县集群产业园（茂
名市）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产业园涉及的
15个项目均已开工建设，涉及生猪生产项
目8个、产业融合项目3个，其中顺达年加
工10万吨猪肉制品项目、“菜篮子”年出栏
10万头养殖小区建设项目工程基本完成，
京基智农高州生猪产业链洗消中心项目、
海源年出栏25万头猪苗种猪场建设项目、
恒兴年出栏8.8万头猪苗种猪场建设项目、
果乡禽畜屠宰冷链加工产业基地（一期）项
目已基本建设完毕，温氏现代化生猪养殖
场二期项目工程进度达 52%，正田生猪养
殖场建设项目工程进度达53%。

广东茂名：生猪产业发展“兔跃龙腾”

近年来，浙江省临海市坚持党建引领带动乡村共富发展，搭建“政府+国企”运营保障体系，积极打造售卖“共富工坊”农特产品的线
下平台，成立“帮农客”直营店，做好优质农产品的“搬运工”和“促销员”。图为在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帮农客”紫阳街旗舰店，游
客们正在挑选临海农特产品。 刘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