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杨钰莹

农历四月中，小满节气伴随着夏日薰风徐
徐到来。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的广阔田野
中，夏熟农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麦田青绿
转金黄，进行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变；“小满小
满，塘满田满”，南方地区的丰沛降水把溪流湖
泊灌得满满当当，稻作区农人们插下希望的秧
苗，期待秋来粮满仓。

小满寄托着农人的美好憧憬。“开春几场大
雪，今年麦好得很！”关中平原的农户们最近喜
上眉梢，小麦的将熟之气四溢在田间，预告丰收
将至；“小满前后，点瓜种豆”，河套平原的农民
们开始种植葵花、玉米、高粱、西瓜、大豆、马铃
薯等作物；南方地区油菜籽颗粒归仓，等待“油”
然而生的清香。

各地小满民俗传递百姓对丰年和生活的热
望。在湖北枝江产稻区，小满“泥仓子”习俗传
承近千年。东道主请人栽秧，快要完工时人们
将泥巴抹在东道主和彼此身上，大家忘却烦恼，
相互嬉闹着“打泥仗”，预祝五谷丰登，而今“泥
仓子”的文化内涵已延展为乡村旅游的趣味体
验，吸引游客前来；在云南大理等地，白族民众
正共度“绕三灵”狂欢节日，在繁忙的水稻栽种

季前祈祝丰收。
“小满会”上正熙攘，旧日有官府举办祭典祈

求麦收顺利，民间百姓赶集、赶庙会，买种子、买农
具、买牲口，孩童缠着大人要买小吃、买玩具，大家
乐乐呵呵，仿佛开了一场农忙前的“动员会”；今时
在河南周口市西华县聂堆镇，“小满会”沿袭为人
们沟通乡情、寻找乡愁的载体，镇上不时还请来隔
街对唱的戏班，老百姓扶老携幼，陶醉其中。

太湖流域的人们将小满作为蚕神嫘祖诞
辰，《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
车缫丝，昼夜操作”，各地蚕神祠庙皆开锣演出

“小满戏”，以祷祝蚕茧丰收、“新丝”成绮罗。如
今在江苏苏州市盛泽镇的先蚕祠里，咿呀婉转
的声腔仍在倾诉着古老情怀。

饮食文化是最为接地气的民俗。小满节气
流行吃苦菜，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
一。《周书》曰：“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曰：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苦菜的口感苦中带涩、
涩中带甜，大家根据不同的饮食习惯凉拌、腌
制、热炒，有清热泻火、祛湿解暑之效。

“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时节万物
华实、生长旺盛，不妨约上三五好友去乡野农
村、田间地头走走看看，赏风吹麦浪，闻诱人麦
香，收获不疾不徐、不全不满的松弛感，在金色
遐想中话仓廪、道丰年、说希望。

小满节气

“满”心欢喜祈丰年

5月12日，游客在我国首个徽班博物馆——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徽班博物馆参观，沉
浸式体验戏曲文化。千年古镇石牌镇是徽剧和黄梅戏的发源地，素有“京黄故里，戏曲圣地”之
称。徽班博物馆藏有盔帽、戏服、剧本、令牌、黄花梨二胡、戏曲唢呐等珍贵文物300余件，展示了
徽班历史的辉煌，积聚了徽班艺术的遗存，再现了徽伶人生的传奇，知古鉴今，将成为全国戏曲
工作者的文化体验基地、戏曲爱好者的旅游目的地。

檀志扬 潘庆谊 摄

文化视点

2024年5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崔现芳 见习编辑：陈银银 新闻热线：01084395102 E-mail：shwh2224@163.com 文化大院 5

□□ 于三 芦文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五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
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儿。文化广场东北角一座仿
古小亭下，一个见证历史风雨沧桑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新疆传唱数百年的汉语剧种——
新疆曲子戏正在精彩上演。

新疆曲子戏俗称“新疆小曲子”，是以陕西眉
户、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戏曲为基础，通过融合
新疆各民族的音乐艺术，逐步形成并完善的风格
独特的戏曲剧种。因为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在芳
草湖农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曲子戏在农场传唱已有150多年。
“咱们农场曲子戏能流传下来，离不开一代代

农场人的传承接力。”芳草湖农场曲子戏传习班负
责人蒋兆贵说。

30 年前，当现代的文化娱乐方式席卷而来，
芳草湖农场三十三连退休职工徐正强带着徐正
友、朱金贵、刘忠花、桂玉兰等老人组成曲子戏班，

一直坚守着对曲子戏的热爱。
2007 年，蒋兆贵和妻子刘志英、魏红等一批

曲子戏爱好者加入戏班里，将班子发展得越来
越大。

今年 65 岁的蒋兆贵出生在芳草湖农场三十
三连。小时候，蒋兆贵常在麦场、地头或土炕上
听曲子戏。耳濡目染，他对笛子、二胡等乐器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出间歇，他就拿起戏班子
的笛子吹两下、拿起二胡拉一会。后来，在徐正
强的指导下，学会了二胡、板胡、三弦等 6 种乐器
的演奏。

“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就用铁皮罐头
盒做把二胡学习。”蒋兆贵说。

1978年，蒋兆贵和戏迷刘志英结婚。随着两
个女儿的相继出生和工作繁忙，蒋兆贵那把自制
的二胡渐渐落上了灰尘。

2007年8月，蒋兆贵退休了，女儿蒋梦清为父
亲购买了一把二胡，重新唤起他对曲子戏的热情，
于是蒋兆贵和妻子双双回归到曲子戏班，悠扬的
二胡声开始在连队响起。

2011年，蒋兆贵开始担任芳草湖农场曲子戏
传习班负责人。夫妻俩通过挖掘和培养，不到一
年时间，传习班发展到26人。蒋兆贵组织大家每
天排练，定期演出。

2007年，退休后的潘进芳和丈夫殷生禄搬到
昌吉市居住。当潘进芳在当地社区听到熟悉的曲
子戏时非常激动，就加入当地团队开始学唱曲子
戏。“我媳妇有时候晚上睡着了嘴里都在念戏文。”
殷生禄说。

凭借着对曲子戏的热爱，潘进芳很快融入昌
吉市的曲子戏团队中，不但学会6出传统戏，还学
会《你妈我妈都是妈》《退婚》等现代曲子戏。

2012年，潘进芳又加入芳草湖农场曲子戏传
习班，将昌吉市的好戏、好经验带到了家乡。她也
成为芳草湖农场与周边市县曲子戏演员们相互学
习的纽带。

“把昌吉市的戏友们引领到芳草湖，把芳草湖
的戏友带到昌吉市，这样的交流活动每年都开展
四五次。”潘进芳说。

曲子戏《花亭相会》唱的是一对才子佳人悲欢

离合的故事。芳草湖农场曲子戏传习班里唱这出
戏的是谢登发和闫友玲夫妇，夫唱妇随已经十个
年头。

目前，在演员们共同努力下，芳草湖农场曲子
戏传习班能够完整表演 15 出曲子戏，购置戏服、
道具80余套，乐器近百把，每一出戏都表演动人、
唱腔悠扬、伴奏铿锵。

近年，芳草湖农场曲子戏传习班的演员们，多
次在兵团、六师及昌吉州的曲子戏比赛和汇演中
获奖。2019年，芳草湖农场（曲子戏）入选2018—
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

2023 年 2 月，蒋兆贵被石河子大学新疆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培训基地聘为新疆曲子戏领域驻所
研究员。同时，芳草湖农场被确定为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新疆曲子戏
实训基地。

“农场坚持选送曲子戏演员外出进行专业培
训学习，让曲子戏更加动听。”芳草湖农场文体广
电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庄冉说。

新疆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

传承接力，百年小曲更悠扬

□□ 徐晨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近日，浙江省诸暨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
联赛（村BA）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体育中心热
闹开赛，现场4000多名球迷的加油呐喊声响彻
场馆。作为曾举办过 CBA 联赛以及全明星赛
的比赛场馆，这并非它头一次承办村赛。去年
6 月，诸暨市首届和美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也
在此地打响。村赛“进城”，彰显出篮球运动在
诸暨的深厚群众基础，以及体育作为桥梁在沟
通城乡文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前，一个个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村赛正
在全国各地火热进行，诸暨乡村篮球赛事有怎
样独特的“场上表现”？又如何用篮球激发乡村
振兴新活力？记者前赴诸暨市寻找答案。

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

“诸暨人对篮球的热爱是刻在基因里的。”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在给诸暨第二届村BA
发来的祝贺视频中表示，“在诸暨，篮球是竞技
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

诸暨篮球的群众性根植于百年篮球历史。
据《诸暨县志》考证，1911 年前，诸暨的新式学
堂就设有篮球课，是我国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
地方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民自发集资
办赛、“泥脚打球、光脚看球”的景象随处可见。
1956年，诸暨派出的曲辰队在浙江省第一次农
民篮球锦标赛中勇夺冠军，诸暨乡村篮球得以
声名鹊起。

2018年以来，近 900场CBA赛事的举办让
诸暨这个“篮球之乡”名声大振。“唯一同时承办
CBA完整赛季赛事和全明星周末的县级市”这
一标签也成为诸暨的耀眼名片。

“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我们办好村 BA 的自
信来源。”诸暨村BA赛事组委会副秘书长杨镔
斌说。群众对篮球的深沉热爱在近日诸暨市安
华镇村 BA 揭幕战上可见一斑，当天的细密小
雨无法阻挡人们的热情：场下观赛区一座难求，
场上去年安华镇村 BA 冠军队矿亭队激战正
酣，“犇牛大爷”与“犇牛大妈”的精彩对决点燃
赛场，点亮乡村活力。

为更好满足群众需求，推动篮球文化、篮

球精神向基层延伸，诸暨已成立 17 个镇级篮
球协会，引导各村建立篮球队，形成覆盖市、
镇、村三级“办篮球”的大网络。目前已培育
优秀裁判员 937 名，拥有篮球社会体育指导员
近 800名。

村民热情高、场地多、社会支持度高等因素
共同作用，托举起诸暨的好球市。自称“南人北
相”的诸暨人，性格豪爽、耿直，与篮球精神高度
契合。2024年，诸暨村BA共311支村级球队报
名，参赛人员 4246 人，特地返乡参赛的大学生
占比约 30%，私营企业主超 700 人，780 场比赛
此刻正在火热上演。

赛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体育为经济发展赋能的良好效果在各个村
赛球场得到验证。去年首届村BA，安华镇美食
街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营业至凌晨两点之
后的夜宵店超 100家，日均客流近 3万人次，带
动创业就业近3000人，乡村篮球赛成为安华镇
推动“夜经济”的重要引擎。

本届村 BA 的第一阶段镇街选拔赛上，各

镇街主动造节，根据春季文旅项目推介、当地节
会、乡贤大会等事件合理安排赛事，打造“一镇
一特色”的差异化品牌。比如应店街镇打造出
长1.5米、宽0.9米的篮球场型黄公糕，让村民们
共享村BA的热闹氛围。“要变赛事流量为经济
增量，需在农文体旅商融合上下足功夫，真正让
村 BA 变成一场丰富又美好的旅程。”杨镔斌
谈道。

五泄镇文体中心作为诸暨村BA的赛场之
一，“建造之初即以‘共富’为目标，由五泄社区
邀请周边 5 个村庄参与联建，场馆不仅为群众
提供了健身休闲场所，更因承办村 BA 等赛事
开辟出新的‘致富赛道’。”五泄社区党委书记兼
主任蒋国辉介绍。

截至2023年年底，文体中心已承办省市各
级各类赛事50余场，依托山环水旋的五泄风景
区，导入人流量 13 万余人次，累计为村集体经
济增收100余万元，带动周边农家乐每户增收4
万元。

而从物质富裕向精神富裕的跨越还体现在
村 BA 办赛过程中。大部分镇街的冠军球队，
将奖品、奖金捐赠给了爱心食堂或民工子弟学
校。2023 年诸暨首届村 BA，牌头镇冠军新升
村队将 5 万元奖金捐赠给村爱心食堂，应店街
镇冠军大马坞村队将3万元奖金捐给了村关爱
基金；本届村 BA 揭幕赛的 10.68 万元门票收
入，全部捐赠给诸暨市慈善总会新时代文明实
践基金。

诸暨是“枫桥经验”诞生地，在“枫桥经验”
陈列馆，“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这句话十分
醒目。篮球运动的“社交属性”在乡村治理的过
程中发挥了凝聚人心、团结村民的作用，成为社
会和谐的催化剂。

和美乡村篮球赛，承载的不只是基层对篮
球的喜爱，还有人们对篮球“转动”乡村、生活更
美好的期待。一“赛”激起乡村百业兴旺千层
浪，村BA火光正燃。

浙江诸暨市

“村赛”进城，活力乡村体育促进百业兴

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和平镇
乡村游吸引游客感受假日“慢生活”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和平镇以绿意盎然的田野风景和淳朴宁静的环境为游客
打造旅游休闲之地，吸引周边市民前来乡村感受假日“慢
生活”。

近两年，和平镇通过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
方式，将自然景观资源变成集休闲垂钓、果蔬采摘、土灶台文
化体验、烧烤及露营、拓展训练、农渔趣味知识科普实践于一
体的休闲田园基地，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打造淮安
市及周边区域市民周末休闲度假好去处。

其中，“喜春农场”是集北美冬青种植、采摘体验、科普教
育于一体的生态农场，游客可以参与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了
解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感受田园生活和乡土滋味，
寻回简单质朴的快乐。“渔悦农门”以“营地+采摘+教育+拓
展”的新模式，为游客提供赏花垂钓、果蔬采摘、露营烧烤等，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原生态美景的同时，也为乡村旅游带来了
新产能。 荣根妹

四川绵阳市安州区
靠前服务为民宿旅游业聚人气

近年来，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围绕提升乡村民宿旅游品
质，擦亮“特色名宿”名片，以桑枣镇为试点，探索“党建+民宿”
发展模式，推进民宿旅游业健康发展；开展近百场红色文艺轻
骑兵志愿服务活动，将文化大餐送到群众身边。

该区依托民宿协会，指导成立桑枣民宿协会党支部，吸纳
民宿负责人成为党员，制定工作例会、定期议事、结对帮扶等
工作制度，全面加强对镇域47家民宿的服务指导。打造“枣园
大管家”志愿队伍品牌，成立“枣点办”民宿服务专班。民宿协
会党支部牵头开办非遗体验馆，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策划实
施“非遗进民宿”等活动，开发扎染、拓印、铅笔画等文创产品
和具有多种风格的文化主题民宿。策划开展新春巡游、祈福
庙会、篝火烟花秀、川剧坝坝戏等活动，为民宿旅游聚人气，今
年一季度全镇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 安组轩

近年来，贵州省桐梓县九坝镇依托和美乡村建设，以党建
为引领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通过强化工作举措、引导游
客共治等措施，高质量推进民宿集群提档升级。112名镇村党
员干部全覆盖包保814家乡村旅馆，全面落实消防、食品安全、
政策宣传等工作，实现旅游业发展与乡风文明相互促进。图
为九坝镇美丽乡村新貌。 汪义华 娄方敏 摄

首届全民健身大赛将在沈阳开幕

5 月 13 日，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首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将于 5 月 20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
揭幕。

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相关
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省（区、市）体育总会、地方人民政府
等承办。大赛共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
7个赛区。各赛区由一个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牵头，按照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自行研究确定举
办方式和地点、自选项目、具体参赛方式等。作为一项全国
性、综合性、群众性赛事活动，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将每两年举
办一届。

本次大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将赛事活动办
在群众身边，也为群众提供“举步可就”的全国性赛事活动平
台。大赛突出创新办赛、灵活办赛、因地制宜、重在参与的特
色，设置采用“5+N+X”的方式，以 5个规定比赛项目、N个在
本赛区的自选特色项目和各地区自选X项目组合构成。大赛
淡化竞技色彩，力求通过赛事活动的举办，推动构建更高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广大群众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
生活方式，发挥体育多元价值功能。

5月20日即将在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体育中心举行的开幕
式分为“律动中国风、健康新时代、振兴新突破、全民大联欢”4
个篇章，选取33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全民健身精品项目，充
分体现新时代全民健身成果，展现人民群众良好精神面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见习记者 蒋若晴

日前，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兴隆镇首届邻里节文艺演出
暨“我的好邻居”评选表彰活动在该镇兴隆村党建综合文化广
场举行。活动现场精彩节目轮番上演，18名“好邻居”群众受
到表彰。依托邻里节，兴隆镇着力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文
化。图为给“好邻居”们颁发荣誉证书。

咸思宇 摄

□□ 朱萌

日前，2024“大吉 520”黄河英雄会汽车越
野文化季在山西省壶口瀑布景区附近赛场上演
巅峰对决，摩托车、汽车以及 UTV 等类别共八
个奖项先后决出名次。赛事线路以沿黄公路
G520 老国道为基础，串联大宁、吉县的越野营
地、旅游景点、特色乡村等，全长 70 公里，所以
命名为“大吉 520”。大赛创新融合黄河精神与
越野文化打造赛事 IP，积极探索体育赋能乡村

振兴的新路径。
此次活动分成大宁与吉县两个赛区，前两

天在大宁赛区举行，第三天转场到吉县。在吉
县文城乡赛场，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多位专业
汽车越野选手，以车会友，呈现出一场精彩绝伦
的赛车盛宴。颁奖仪式上，临汾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闫建国，大宁县委书记王晓斌、县长王志
华，吉县县委书记赵松强、县长牛永福等市县领
导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发奖项。

“体育不仅仅是竞技和运动的舞台，更成为

乡村文化、旅游和经济融合发展的催化剂。”主
办方表示，活动期间，除了紧张刺激的越野挑战
赛，还举办了黄河英雄草坪音乐会、黄河大集、
机车巡游和机车文化展等特色体验活动，将体
育、文化、娱乐、旅游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连
续两年举办的“大吉 520”黄河英雄会汽车越野
文化季，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体育的力量，也
为黄河生态价值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探索。当地
将继续举办更多体育赛事，探索农业、文化、体
育和旅游融合的新路径。

山西沿黄乡村

“体育+文旅”助力生态价值创新转化

四时有节

徽班博物馆体验戏曲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