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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会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骑着高头大马、手执青龙偃月刀的关羽，身材魁梧、怒目
圆睁的张飞，悬浮在空中、英气逼人的杨门女将……每年春
节，陕西省陇县各村就开始陆续装扮社火，从农村到县城、自
白天至夜晚，随处可见社火队员走村串户、过街入巷游演的
身影。

陇州社火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距今已有
2000余年的历史。

2006年，宝鸡民间社火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陇州社火”因其色彩浓烈、笔触
细腻的脸谱和原汁原味、丰富多样的表演等，被列为陕西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随着社火在当地的传承发展，这项有着悠久
历史、寄托着浓厚乡愁的民俗文化艺术，已成为陇县一道
独具特色的“文化大餐”，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陇州社火，可以说是春节里的全民狂欢，因为社火表
演男女老少皆宜，且因其走村串户的表演特性，而具有广
泛的群众参与性。”陇县城关镇小沟村社火会会长王斌说，
每年正月，一听说村里要耍社火，大人小孩热情都很高。

今年，陇县各村从正月初二就开始装扮社火，参加表演
的人每天从早晨 3 点多便起床画脸谱、穿衣服，晚上表演结
束收拾完已是半夜，但是大家谁也不喊累，谁家人要是被选
中参加表演，便觉得极其光荣。

随着一长串鞭炮噼里啪啦响彻天际，村民就知道，该自

家“接社火”了。正月初五，是曹家湾镇三里营村火星殿社火
会今年第一次装扮游演，村里人约好，社火队到每户村民家
中巡演两圈。

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越来越近的队伍，三里营村村民李
晓霞终于看清了表演阵仗：走在最前面的是黑花脸“黑虎”和
红花脸“灵官”，紧随其后的是关羽、财神爷等，他们威风凛凛
地行走在村庄巷道，受邀进入一个个村民家中进行表演。“每
年过年都少不了社火，社火这么一来、一转，这个年好像才完
整了。”李晓霞说，“社火不仅带来了喜庆热闹，也寄托着对一
年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古老的民间艺术也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在队伍里当
鼓手的苟少飞今年20岁，虽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打鼓，但家乡
的社火队成立后，他主动报名、刻苦学习，成了鼓手担当。

“前些年，村里的社火停办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不想让它
消失。”火星殿社火会会长李斌说。为了把这一传统文化传
承下来，李斌决定带头重组社火队，这个想法从2021年开始
萌芽，经村委会投票表决、募集资金，直到 2022 年 3 月想法
落地。

现在，像火星殿这样的社火会，全县共有300余家，可以
说是“家家有特色，场场有绝活儿”。

各村的小游演，最终汇聚成了每年元宵节在县城举行的
社火“大狂欢”。每年正月十五，陇县各镇村社火队伍便会欢
聚一堂，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台竞技”。

留住乡愁记忆，守护非遗明珠。如何让陇州社火这一民
间文化瑰宝得到更好传承和发展？近年来，陇县也作了很多
探索。

“社火文化要更好地发展传承下去，特色化打造、产业化
发展是必由之路。”陇县文化馆馆长苏黎明说。

在这方面，成立于 2011 年的陇县煕地社火演艺有限公
司开了个好头。“公司依托原河北镇李家下村社火会，成立了
集挖掘、传承、创新、表演陇州社火和民俗旅游接待、民间工
艺品开发销售为一体的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公司负责人王
忠厚介绍。

公司成立以来，在陇县政府的支持下，在原有社火表演
节目的基础上挖掘整理出具有 200 多年历史传统的梿枷棍
社火，排练了“群英梿枷棍套梨花枪”“三英战吕布”等 30 多
个特色社火节目，增强了社火的表演力和感染力。特别是创
新排演的“天地社火 百姓舞台”节目，吸引了省内外多位民
俗专家专程前来考察。

目前，全县已经成立社火演艺公司 3 家，为社火文化的
活态传承和社火产业繁荣发展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文旅融合发展，是陇县近年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
向之一。“关山草原和陇州社火都是陇县的金字招牌，这两年
我们把平时只在正月里表演的陇州社火引入关山草原，既实
现了社火常态化表演，也为关山草原增添了一抹色彩和文化
娱乐项目。”关山管委会副主任秋建平说，无论观众是坐在草
地上观看社火表演，还是和社火演员一起互动，都是一种特
别的旅游新体验。

“陇州社火历经千年传承，流传演变到现在，成了一张金
灿灿的文化招牌。我们将不断拓展新途径，谋求新举措，让
陇州社火的生命力越来越旺，走得越来越远。”陇县县委书记
叶盛强说。

陇州社火：春节里的全民狂欢

篝火熊熊映笑脸，蒙餐醇香飘十里。图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各族人民群众齐聚一堂，用欢歌和热舞喜迎龙年。
刘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陈彦宇

“又来看咱大棚了，书记？”“是嘞大娘，过来看看。”大年初六，
阳光正暖，记者走进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西固义乡西赵庄村，
一进村，就见村民和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全打起招呼。

西赵庄村村子不大，一共百余户。每逢春节，王永全都会
挨家挨户给村里的长辈拜年。说起这个“兵支书”，村民们纷
纷称赞他有魄力、干实事。

42岁的王永全曾是一名武警战士，退役后，他干过几年生
猪养殖生意，成为当地的养殖大户。2017 年 10 月，王永全回
到西赵庄村，就任村党支部书记。

要致富先修路。走进西赵庄村，柏油马路宽阔亮堂，很难
想象，几年前的这里还没有直达乡里的主干道，“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脚泥”，村民出行极其不便。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很多村民不配合，也有人质
疑是做面子工程。”王永全挨家挨户做工作拆除违建，广泛发
动干部群众筹资筹劳，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高标准完成了3公
里“四好农村路”的修建工作。

2019年，西赵庄村启动污水管网铺设和改厕工作，3个月
就完成了全村 195户水冲厕所改造工作，改厕率 100%。近年
来，西赵庄村又不断对空地进行统筹规划，建成多处绿色游园
和健身场所，村庄环境明显改善。

村容村貌改善了，还得要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
2019年以前几乎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王永全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经过广泛考察与多方协调，在乡党委政府指导下，王永全
先后吸引本村技术人员李德华、王波带着技术回乡，在村里发
展香菇和软枣猕猴桃种植产业。

目前，已搭建香菇种植大棚 8个，软枣猕猴桃陆续销往本
地商超，又盘活 200亩土地种植酸枣，西赵庄村的年收入已增
加约20万元。

当记者问到 2024年有什么新年心愿时，王永全说今年要
做好三件事：一是按规划将村里的硬化路面再加宽，新修柏油
路，更加方便村民出行；二是打造西赵庄村的自有品牌，把香
菇、猕猴桃、酸枣产业发展好；三是努力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让乡亲们日子更有奔头。

“兵支书”的新年心愿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随着甲辰龙年的到来，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的先
锋黄鳝贸易市场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开秤喽！”伴随
一声铜锣声，一条条刚刚捕捞的鲜活黄鳝过磅交易，领取承诺
达标合格证后，“游”向全国各地。

看着一箱箱黄鳝从市场发出，先锋村党支部书记朱传宝
开始盘算当天的“成绩”：今天交易黄鳝 24万斤，均价 39.5元，
每斤最高卖到41元，又是一个丰收年！

眼下，正是黄鳝集中上市期，每天早上 6 点不到就热闹
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住在先锋村里“买江汉、卖全国”。

“陈总，今年可是狠狠赚了一笔啊！”这几天，35岁的鳝农
陈磊成为村里的“红人”。去年，一直在武汉做生意的他也回
到先锋村帮父母扩大了黄鳝网箱养殖规模，“苗种更好养活
了，我们养了1500口网箱。”

这段时间，鳝鱼价格一直走高，陈磊与父母商量后，陆陆
续续起了 1000口网箱。“今年元月，先锋黄鳝贸易市场每天销

售14万斤左右，春节前后预计每天可交易约40万斤。”陈磊笑
眯眯地说。

鲜活黄鳝卖得火，深加工产品也迎来新气象。在湖北允
泰坊食品有限公司车间，一盒盒打包好的火锅鳝片、黄鳝预制
菜生产下线，发往盒马鲜生和四川一家连锁火锅公司。“去年
完成了 4000多万元订单，出口市场也有了新突破。”公司负责
人杨克勤说。

从水田捕捞黄鳝寄养，到规模化、标准化人工养殖，再到
推出黄鳝系列深加工产品，20多年来，仙桃专注“一条鱼”，把
黄鳝吃干榨净。

“全国黄鳝价格指数发布在仙桃、全国技术最优的黄鳝
苗种繁育基地在仙桃、全国最大的黄鳝产地贸易市场在仙
桃、全国最前沿的黄鳝加工企业在仙桃。”朱传宝十分自豪
地说。

一条产业带“长”出超50亿元产值。2023年，仙桃黄鳝总
产量超8.1万吨，综合产值近80亿元，同比增长10.4%，黄鳝养
殖亩均年纯收入约2万元。

仙桃黄鳝“忙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庞博

新春佳节，夜幕降临，一个承载深厚历史文化的千年古村落变
身为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形态各异的花灯在夜色中亮起，山间错
落有致的灯光如同流光溢彩的丝带将古村包围。在灯光的映衬下，
高跷、背棍、舞龙等社火表演轮番上阵，村民装扮起来，为游客们营
造一场传统文化韵味与烟火气十足的视听盛宴。

这个坐落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南15公里处的古村落名叫
横坡古村，这里的特色土窑洞、砖窑洞、四合院、古街、古巷、古庙宇
等古建古迹保存完好，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别看这个远近闻名
的古村现在是旅游村、富裕村，却因地势崎岖、沟壑纵横，一度被吃
水难、用电难、出行难等问题制约着发展。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2009年，横坡古村以
集体入股100万元、农户每户最多入股1万元的方式，成立了峰威集
体经济合作社。

“刚开始合作社经营生猪、蛋鸡养殖，效益还不错，我们古村落
历史悠久、极具特色，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村‘两委’
带领大家探索发展旅游产业。”峰威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除了资金入股合作社，土地、窑洞等折价入股成为一种新方式，零
星耕地、闲置宅基地和房屋得以实现集中连片开发，促进乡村旅游
发展。”

“我在直播平台上看到了横坡古村的夜景，古村落的土砖窑与
绚丽灯光的组合，别有一番风味。”游客王大哥从河北廊坊出发，驾
车六小时来到了横坡古村，“不光有花灯，这里配套服务完备并极具
特色，逛窑洞、睡土炕、体验特色服饰等，我们一家老小都乐在其
中。”今年春节期间，横坡古村每日客流量5000余人，村内民宿、农家
乐更是爆满。

除了传统社火表演，还有电音节吸引年轻人来，光门票收入就
几十万元。“自加入合作社，每年保底分红就有1000元，今年村集体
收入增加，我十分期待额外的分红。”峰威集体经济合作社社员王麦
日满脸笑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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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炖猪蹄、炸油饼、炸咯吱盒……李艳新忙
得不亦乐乎，厨房间摆满了几大盆亲手制作的
年货。“这是我们在新家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一
定要有仪式感！”李艳新说。

走进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的御林
西苑，一排排灰瓦白墙、别致精美的“小洋
楼”映入眼帘，街边的树枝挂满了火红的灯
笼，下沉广场的龙形造型灯吸引不少村民前
来游玩……春节前，李艳新和其他村民刚搬
进这里。

“大家所看到的灰瓦白墙独立式住宅，是
结合本地村民生活居住习惯和安定镇的历史
文化设计的具有汉代文化特色的‘里坊制’建
筑风格。”安定镇党委书记刘建波介绍。另外，
小区景观布置方面也注重风格统一，例如巷口
放置了磨盘等老物件，留住乡愁。

刘建波介绍，为了更好服务村民，目前御
林西苑正在探索“里坊制”的管理模式，推选

“里长”“坊长”，建立“好里坊”议事会，及时解
决村民入住后的诉求。

“现在的日子那真是一年更比一年好。”
在李艳新的三层小楼，崭新的客厅、餐厅、卧

室等充满现代风格，与城市里的楼房没什么
两样。李艳新欣喜地介绍新生活的点点滴
滴：新家暖和多了，冬天在屋里再也不用穿厚
衣服；房屋采光、街道路面、小区绿化等等都
比过去有很大改善；公交车专门绕道进了小
区；楼下就设置了快递点，出门没多远就能取
到快递……

高瑞森原本居住在安定镇高店村，他每次
来镇中心就医、购物都要乘坐公交车，一来一
回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住在御
林西苑十多分钟就能买回东西，去哪都方便！”
高瑞森的脸上乐开了花。

住进“小洋楼” 喜过幸福年

近日，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元宵佳节。
图①为江苏省泰州市九龙镇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猜灯谜。

汤德宏 摄
图②为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安洲街道杜婆桥社区开展“做花

灯、猜灯谜、搓汤圆、吃汤圆”多彩民俗活动。 王华斌 摄
（来源：大国三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博文 赵艺璇

正月里，中原大地日暖风和，记者乘车穿
过“生态伏牛一号”旅游公路，来到了河南省汝
阳县陶营镇上坡村。走进村子，一排排崭新靓
丽的民居映入眼帘，门前的红灯笼在阳光下格
外耀眼。孩子们在村头嬉戏玩耍，老人们围坐
在一起聊天，进村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春节这几天，俺们村可热闹啦，停车场和
路边停了几十辆小汽车！”上坡村党支部书记
杨正伟笑着告诉记者。上坡村凭借自然资源
优势，积极建设大虎岭体育休闲小镇，以乡村
旅游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乡亲们的日子蒸蒸
日上，上坡村真正走上了“上坡路”。

“以前可不这样，那时候村子破破烂烂的，
都是土路，车不好开，别说吸引游客了，村里的
年轻人过年都不愿意回来！”杨正伟回忆。从
不起眼的山村到如今的“网红村”，上坡村的转
变要从人居环境改善说起。

近年来，上坡村对道路干线进行了整体提
升改造，全面整治了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违
建等问题，让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年春节
前，我们又动员村民给村子来了一次‘大扫
除’，让大家过一个干净、舒适的大年。”杨正
伟说。

“村庄美了，巷道净了，重要的是村子吸引
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聚来人气，村子才好发
展。”杨正伟告诉记者。道路和环境的改善，让
上坡村的人气日益旺盛，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也
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

“文旅饭”。
“这两年，咱们村子真是大变样啊！看这

环境，干净又整洁，游客都愿意来。我们选择
回来开店，不仅能满足游客的饮食需求，还能
给村里添点人气，为家乡出点力。”村民谢俊霞
夫妇去年回到村里开办农家乐，日子越过越
红火。

常年在外承包工程的村民谢飞锋，去年也

将自家的房间利用起来，办起了民宿。“这间屋
子的客人今天刚走。”说话间，他推开了房门，
只见房间布置简约干净、床单洁白平整。“卫生
间配的是马桶，村里统一户厕改造之后，每家
每户都享受到了这项便利。”谢飞锋说，二楼还
有3个房间正在装修，之后就可以承接更多的
游客住宿。

截至目前，上坡村拆除违建 32 处 4800 平
方米；清理垃圾杂物70余处；完成房屋外立面
改造 80 余户，墙面粉刷提升 1.5 万平方米；完
成户厕改造123户、建成50平方米三格化粪池
3 个，覆盖农户 85 户；污水管网铺设 8.8 千米、
三线入地 2.6千米、道路沥青铺设 4.3千米；建
成高标准生态停车场6处。

杨正伟表示，下一步，上坡村将依托大虎
岭体育休闲小镇建设，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集中力量攻坚
克难，努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宜居宜游
的美丽乡村，让村民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上坡村走上“上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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