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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有节

住在温馨的特色民宿里，品味农家地道珍馐，耳畔回响
“马兰花儿开”的悠扬旋律，乐享地方特色农产品盛宴，探索非
遗文化的璀璨魅力……近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红光村第二届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在德令哈市东山
村田园综合体举办，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共同感受了美丽乡村
的无限魅力。

在东山村的田园综合体内，一条彩虹步道蜿蜒伸展，引领
着游客步入这幅生动的田园休闲画卷。来自德令哈市区的郭
寿英和家人沉浸在园内：“去年东山村搞得就很热闹，今天我
们一家人特地赶早来，你看村里现在建设得那叫一个美，真心
希望大伙儿都能多来走走，感受一下咱们的乡村风情，尝尝地
道农家菜。”

从道路的拓宽到田园综合体的修建，从昔日无人问津的
小村庄到省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每一个角落都生动展现了
东山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熙熙攘攘的活动现场，村党支
部书记刘四军激动地说：“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与策划，终于
迎来了这场盛大的乡村文化旅游嘉年华庆典。这次活动集多
元文化体验、宜人旅游度假与轻松休闲娱乐于一体，不仅为村
庄汇聚了旺盛的人气，有力促进了地方产业发展，更为村民们
点亮了增收致富的新希望。” 苏烽

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

农家风情惹人醉 文旅同频乡村兴

日前，在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新金江社区的
农家书屋内，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与小朋友一起穿汉服、诵经
典，指导孩子们借阅书籍，诵读《弟子规》《千字文》《唐诗三百
首》等经典诗文，在书香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丰富暑假生
活。图为志愿者在给挑选书籍的小朋友提出建议。

石玉成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下周，奥运圣火即将在法国巴黎点燃，而在
万里之外的中国乡村，“村奥会”正乘全民健身
之风应运而生。7月5日夜晚，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村超”足球场上，别开
生面的“村奥会”火热展开，点燃夏夜激情。

在为期三天两夜的比赛中，线下观众达
13.5万人次，线上直播观看人次则高达 5.2亿，
活动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达54亿，全网热搜数
上百个。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穿插其间的精彩
演出，加上民俗与竞技兼备的比赛项目，以及
颇具当地特色的牛角酒、牛瘪汤等奖品，都为
此次“村奥会”增添了农趣农味。

世界见证村赛非凡魅力

随着侗族传统迎宾歌曲《侗族迎客歌》
与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希腊语《奥林匹克
颂》交织的旋律响起，“村奥会”序幕缓缓
拉开。

在侗族村民与儿童合唱团《拦路歌》的迎宾
歌曲中，“村奥会”开幕式七个代表团方阵悉数
亮相，15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村奥参赛健儿昂
首阔步，热情挥舞国旗。在屏幕前的网友们看
得目不暇接，赞叹道这完全是“世界级水平”。

在万众瞩目的点火仪式上，56个民族的演
员环绕四周，73岁的运动员袁成立携手两位年
轻的“村超”小将，共同点燃了象征团结与激情
的主火炬，全场随之沸腾。来自全球50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方阵手持“村奥会”旗帜步入会
场，传递着体育跨越国界的力量与温情。印
度、法国、新西兰等六国参赛健儿带来精彩纷
呈的特色表演，为盛会增添无限“国际味儿”，
让世界见证村赛的非凡魅力与团结力量。

乒乓球赛场高潮迭起，世界冠军邓亚萍惊
喜现身，与“村奥会”冠军队代表上演精彩对
决，让观众直呼过瘾；另一边，贵州特色“姑妈
篮球”亮相赛场，外国球员们首次体验姑妈们
那“不拘一格”的球风和“另类战术”，感受了别
具一格的比赛乐趣，虽然得分不易，却也乐在
其中。

“村奥会”不仅涵盖了足球、篮球、乒乓球、
田径等四大经典体育项目，还巧妙融合乡村生
活的趣味元素及民间技艺，如高脚竞跑、拔河

比赛、抓鸡抓鸭、吴桥杂技、踢毽子、抖空竹趣
味赛等特色活动，将日常劳作的农趣农味转化
为绿茵场上的精彩瞬间。

“村奥会”是“村字号”文体活动的再次创
新，有目共睹的是，该系列活动声势一浪高过
一浪，翻新速度之快持续刷新国内外人们的想
象。但即便活动形式“花式上新”，不变的仍是

“村味”的稳定内核与乡村文化舞动起的强劲
生命力，此次的“村奥会”为乡村打开了“国际
味”的新窗口，为书写乡村文化故事再添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文化交流纽带

自 2023 年 5 月，贵州“村超”火爆出圈以
来，现已获得全世界关注。据了解，已有法国、
利比里亚及港澳台等 12 支球队 700 多人前来
交流，巴西足坛名宿卡卡等球星还在此挥洒汗
水、切磋球技。

“村奥会”期间，榕江游客如织，极大带动
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业的繁荣，为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本土特色农产
品与手工艺品借助这一平台广泛亮相，赛事
间隙穿插的民族歌舞、服饰秀，以及作为颁奖
礼上亮点的“黔货”——特色农产品与民族工

艺品，更将丰富的乡土资源推向了更广阔的
舞台，让外界充分领略到贵州的独特韵味与
文化富饶。

擦亮“村”字头招牌，让群众体育成为文化
交流的纽带。超过50个国家与地区代表团欢聚
一堂，通过风格各异的节目展演，共同绽放世界
文化的多元光彩。法国的大小轮杂技，新西兰
毛利战舞，塞尔维亚的科洛圈舞及中国侗族的
迎客歌、茶田采茶等本土风情交相辉映，编织出
一幅幅绚丽的文化交流画卷。此次盛会不仅吸
引了众多国际运动员的参与和全球游客的观
瞻，还吸引了海外知名博主亲临现场，将这份独
特的体验与故事记录并分享至全球网络，进一
步传播了这场体育与文化交融的盛况。

“村奥会”虽跨越国界，却深植于田间，弥
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它颠覆了传统“奥运”
的既定印象，创造了乡村体育、乡村“奥运”的
新范式，巧妙将“奥运”精神融入百姓日常，使
得这场看似“全球瞩目”的赛事，实则洋溢着温
馨亲切、热气腾腾的生活味道，成为连接世界
与乡村的独特桥梁。

新媒体技术的加持，让网友们即便远在
千里之外也能共赴这场文化与体育的狂欢，
尽享“体育+乡村”文化的巨大魅力。技术赋

能为更多村民群众、更多地方拓宽特色展示
的窗口，也为群众体育内容的传播书写全新
叙事篇章。

“村”字号活动激活文体消费新动能

“村奥会”的成功举办，激发了邓亚萍的思
考：“现在大家总会提到‘体育+旅游’的概念，
我认为这种模式发展下去会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体育会成为主
要的生活方式。”

以《2023 快手群众体育数据报告》的数
据为例，仅 2023 年上半年，快手平台上体育
内容创作者群体迅速壮大，数量跃升至 1700
万以上，同时，用户对这些体育视频的喜爱
之情溢于言表，累计点赞量突破了 80 亿次。
备 受 瞩 目 的“ 村 BA”赛 事 ，直 播 数 量 多 达
1400 场次，吸引超过 15.5 亿的观众目光，相
关内容在平台上的总播放量高达 36 亿次以
上，充分证明了乡村体育活动的巨大魅力和
广泛影响力。

群众体育热潮涌动，不仅为举办地带去流
量与关注度，更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力引
擎——据统计，2023 年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
765.85万人次，同比增长 52.2%；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83.98亿元，同比增长73.94%。

故此，如何让乡村体育文化活动既有看头
又有赚头，进一步推动区域文旅发展，是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议题，以举办体育活动为切口，让
当地农特产品走出去，让当地的文旅产业活起
来，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热”力十足，黔东南
州借势而上，立足“村 BA”“村超”两个“村”字
号品牌，打造了一系列乡村体育文化活动，推
出“赛事+旅游”线路，发挥赛事引流作用，推动
旅游人次和旅游消费增长。“村BA”方面，将举
办贵州省第三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
赛区预选赛、2024年“村BA”球王争霸赛、台盘

“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等。“村超”将举办村超
联赛决赛比赛、全国美食非遗友谊赛（第二季）
暨全国女子足球友谊赛、全国青少年夏令营足
球赛等。此外，特色文化活动亮点频频，如贯
穿 7 至 8 月的“村歌”比赛，将在贵州省黎平县
肇兴侗寨拉开大幕，呈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大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村奥会”点燃农文体旅融合新火炬

□□ 崔现芳

“大暑三秋近，林钟九夏移。”当太阳到达黄经
120度时，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就到了。俗
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此时酷热多雨，

“旱云飞火燎长空，白日浑如堕甑中”，大地开启“湿
热交蒸”模式，滚滚热浪席卷盛夏。

《管子》曰：“大暑至，万物荣华。”俗语也云：“禾
到大暑日夜黄”“大暑不暑，五谷不鼓”。高温和多
雨带来的还有农作物的奋力生长，万物繁盛。水稻
在田间茁壮成长，大豆开花结荚，棉花正值花铃期，
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丰收积蓄力量。

在我国种植双季稻的地区，农人们正紧张地投
入“双抢”之中，抢收早稻、抢种晚稻，与时间赛跑，
争取最佳的生长期。俗话说：“早稻抢日，晚稻抢
时”“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酷暑盛夏，水分蒸
发很快，旺盛生长的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十分迫
切，有“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之说。

大暑时节，雨热同季，雨量比其他月份多，我国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既要注意暴雨
侵袭，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又要做好抗旱保收的
工作。此时还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
破坏力强，也要特别防范。

以五天为一候，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
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大暑时节，
枯草上的萤火虫卵化为虫，幽幽穿梭，点点微光闪
烁夏夜；土地变得潮湿，闷热大地仿佛一个蒸笼；雨
量充沛，每一场雷雨过后，大地的燥热似乎都会悄
然减弱，天气开始向清爽之秋过渡。

面对酷暑，古人以多种方式避暑纳凉，获得内
心宁静。比如魏曹丕与好友“浮甘瓜于清泉，沉朱
李于寒水”，用冷水浸泡瓜果解暑消夏；唐代李白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
风”，盛夏“躲”进山中，青峰叠翠，白云环绕，高树凉风，于此享受
大自然带来的清凉与闲适；宋代欧阳修“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
金卮”，将华美游船驶入荷花深处，赏荷、饮酒、纳凉，连酒杯也沾
染了荷香；宋代秦观“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在柳
树成荫之地，悠闲地纳凉休憩；明代瞿佑“竹床藤簟晚凉天，卧看
星河小院偏”，月下小院，以最舒服的姿势躺在凉席上，晚风带来
凉意，卧看星河灿烂……

大暑节气，各地趣味盎然的民间习俗，主要体现了人们对身
体康健的美好追求。例如，暑伏天，民间多有喝伏茶之俗，人们
将金银花、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一起熬煮，喝下以达清凉祛暑、
养心益肺之用；广东一些地方盛行将仙草做成消暑甜品，俗称

“吃仙草”；鲁南地区的人们往往会“喝暑羊”，用一碗温热的羊肉
汤带走体内的积热；福建莆田一带会将荔枝、羊肉和米糟作为礼
品，在亲友间互赠，即为“过大暑”；浙江沿海地区有送“大暑船”
的习俗，人们通过制作并运送“大暑船”，祈求五圣保佑一方平
安、五谷丰登；台湾地区有大暑吃凤梨之俗，人们认为这个时节
的凤梨最好吃，加上凤梨的闽南语发音和“旺来”相同，可以有个
平安吉祥、生意兴隆的好兆头……

在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让我们伴随明媚骄阳，在热烈盛
夏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不远的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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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缪翼 林单丹

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都有了小
超市，各乡镇也有大商场，年轻人都会
网 上 购 物 ，人 们 赶 集 的 次 数 也 就 少
了。但在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村民
的 心 中 ，农 村 大 集 的 地 位 依 旧 无 法
取代。

每逢农历二、五、八、十，新开口农村
大集便人声鼎沸。农副产品、传统手工艺
品、地方特色小吃等应有尽有。“除此之
外，这里还是当地及周边百姓享受乡村生
活的重要场所。”新开口镇人大主席黎松
见证了农村大集的变迁，“炎炎夏日，我们
镇的农村大集成了百姓的旅游打卡地。”

农村大集何以成为旅游打卡地？原
来，紧邻大集有个百姓大舞台，来自不

同地方的文艺爱好者经常在此演出传统
文艺节目和现代歌舞。“每次购物的同
时，还能沉浸于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之
中。”在快节奏的当下，石窝村村民杨
旭感受着来自乡村朴实且底蕴深厚的
活力。

恰适周末，北京市民杜鑫渊早上6点
驱车一个多小时到达新开口农村大集，吃
了集上的特色美食“炸焦”，买了集上的
明星商品——富锌土猪肉、无油麻酱，又
去逛了彩家铺村的宝坻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厅，评剧、京东大鼓、中幡等非遗实物
和影像资料，让他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
领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开口镇有设施果蔬采摘基地78家，
面积 2 万多亩，种植了火龙果、无花果、加
州红提等特色热带水果以及草莓西红柿、
水果黄瓜、布鲁克斯樱桃、软枣猕猴桃、六

代红星苹果、阳光玫瑰葡萄等数十个高端
品类。除了在农村大集上售卖，还可供人
们四季采摘。杜鑫渊就在当地农民的家
庭农场里亲手采摘了五彩西红柿、多味葡
萄、各类甜瓜等新鲜果蔬。“休闲放松，还
过了一把农耕‘瘾’。”一天时间，他体验到
了不一样的乡村生活。

“宝坻作为天津农业大区，土肥水美、
物产丰富。”黎松介绍，正值盛夏，新开口
开启了以“果蔬丰收季 趣采来宝坻”为主
题的采摘季，全力打造极具宝坻特色的京
津冀休闲采摘旅游目的地，激活“采摘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

大集的烟火美、非遗的文化美、舌尖
的味道美、乡村的景色美等都是农村大集
在村民心中无法取代的缘由。它连接着
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承载着丰富的
文化，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乐享农村大集文化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从张家口高铁站乘车一路向北，车
程大约四十分钟，便来到了有“中国最美
公路”之称的草原天路。

草原天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北
部，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
结合处，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交汇处，于
2011 年建成通车，全长 132.7 公里，后来
延长至现在的 323 公里。它是一条具有
自驾观光旅游价值的线路，也是集自然、
壮美、神奇、舒爽为一体的风景大道。
2019年被交通运输部评为“我家门口那条
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 年被文化和
旅游部、交通运输部等联合评为全国第一
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

日前，中国科协、中国草学会等组织
多家中央主流媒体、行业媒体开展草原
保护调研活动，记者在草原天路看到了
壮阔的农牧交错带植被景观。蜿蜒曲折
的草原天路，盘踞于内蒙古大草原南垣
的群山峻岭之巅，沿途随处可见大片大
片的松林，或高高低低，或层层叠叠，或
错落有致，让人心情舒畅。而在天路两
侧，风力发电机循着山路矗立，一排排，
一片片，远看像风车，近观似高塔。白色
的风车、蓝天白云，还有绿色草原相得益
彰，构成天路最让人难忘的记忆。

“这片区域，在十几年前，还是‘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贫困山区。民歌所唱
的‘山大沟深石头多，一出家门就爬坡’
正是当时状况的写照。”张家口市科协
主席弓爱萍说，草原天路沿线一度属于
半农半牧区，只有一些自然生长的草地
和树木，大部分土地都被老百姓用来种
庄稼。

是什么让这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答案就是“三北”防护林建设，张家口从
1979年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工程。

据草原天路张北管理处市场科科长
马骏介绍，20世纪 80年代，张家口市开始
实施坝上及沿坝生态屏障工程，大力推
进草原生态修复，在草原天路两侧进行
植树造林。目前草原天路沿线林地面积
达 11860.78 公顷，草原面积达 15123.81 公
顷，林草覆盖率达到张家口市的 28.92%，
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1 年草原天路建成后，桦皮岭、阎
片山、汉诺坝、南泥河空中草原等众多自
然风光和六代长城遗址、苏蒙烈士陵园、
野狐岭军事旅游区等人文景观，吸引了
一批批探险型游客。“草原天路最早是由
一批自驾探险爱好者发现，并将其在互
联网上传播开来。”弓爱萍介绍道，随着
社交网络的口口相传，自 2013 年夏季开

始，草原天路逐步发展成为京津冀自驾
游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随着草原天路的热度不断上涨，张
家口顺势把近 20 个景点穿成了串儿，吸
引大批游客前来，2014 年接待观光游客
首次突破一百万人次。不断暴增的人
气，也给老百姓打开了一扇增收致富的
大门。

“草原天路覆盖沿线 26 个乡镇、170
多个村庄，沿线村民通过参与旅游接待
服务、景区务工、销售农特产品等，实现
稳定增收，受益群众近 10 万人，年人均增
收达 1.1 万元，草原天路真正成了一条富
民路。”马骏说。

马骏透露，如今，草原天路沿线基础
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质量也
大幅提升。2023 年草原天路全线累计驶
入车辆 100.46万辆，接待游客 375.04万人
次。草原天路，已成为游客心中最美的
自驾线路之一。

据悉，为了迎接今年的夏季旅游旺
季，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个全新的体验，草
原天路管理方精心推出多条玩转天路经
典线路和多条穿越天路新玩法线路。同
时，张家口市整合优质文旅资源，今年计
划在草原天路沿线开展 300 场次文旅活
动、20 场次线性体育赛事，全年力争接待
游客突破 500万人次。

草原天路沿线10万村民吃上生态旅游饭

近日，吉林省德惠市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为主题的送文化下基层文艺演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首站设在德惠市朝阳乡。在朝阳乡双丰村、红
旗村，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女
声独唱、合唱、集体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西厢观花》等二人转经典片段，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过
足了“戏瘾”，受到村民们的一致好评。村民们沉醉于舞台上
的精彩表演，连连赞叹，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活动中，朝
阳乡的村民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队，现场进行表演，烘托欢乐
氛围。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德惠市委宣传部、德惠市文广旅局主
办，德惠市文化馆承办。活动还将陆续在菜园子、松花江等乡
镇举办，为更多基层群众送去精彩文艺节目，让村民在自家门
口乐享“文化大餐”的同时，将新时代文明之风吹进千家万户。

刘立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吉林德惠市

2024年送文化下基层活动大幕开启

湖南溆浦县爱家村
姑嫂联袂述亲情叙乡情话振兴

近日，湖南省溆浦县黄茅园镇爱家村百姓舞台前座无虚
席、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群众文艺演出正在火热上演。
此次演出以回家省亲的姑娘与迎客的嫂子们述亲情、忆往昔、
感今朝，歌颂幸福家园为主题，内容别具一格，节目丰富多彩，
引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

此次演出由爱家村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汇聚了合唱、独
唱、独舞、腰鼓、诗朗诵、旗袍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还有富含
地方特色的花灯戏曲和传统的蚌壳灯表演。近年来，该村村
民自发组织和编导了不少乡村气息浓厚、贴合本村乡土风情
的文艺节目，讴歌新农村繁荣昌盛的新面貌，表达对新时代
新生活的喜悦。“这次活动是我们爱家村的姑娘和媳妇们自
发组织和参与的一次群众文化活动。”爱家村党总支书记唐
铁书说，“通过这次活动，村民们重叙乡情，增强了爱家村的
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姑嫂联袂颂爱家，歌唱爱家村的新气
象和新面貌。” 王洁 唐淼

贵州湄潭县茅坪镇

“寨管家”文化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近日，贵州省湄潭县茅坪镇“寨管家”服务队依托村寨农
家书屋组织开展移风易俗诗歌朗诵、故事宣讲等群众喜闻乐
见、参与度高的活动，带领群众学身边榜样、知政策法规、树文
明风尚，寓教于乐，以文化人，焕发和美乡村建设活力。

近年来，茅坪镇围绕乡村文化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发动
党员及群众积极参与“弘扬新风，破除陋习”“文化惠民，文明
共建”等主题活动，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强化人文关怀，不断
提高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该镇深入推进“寨管家”基层治理
机制走深走实，构建由镇干部、村“两委”干部、专职网格员、热
心党员等力量组成的27支“寨管家”志愿服务队，聚焦群众需
求，提供优质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寨管家”力量在促进生产
发展、文化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表率作用，走村入户
开展讲政策、移风易俗文艺演出等活动，并组织村民开展民
风、家风建设交流会，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以实际行动助
力文化兴村。 杜义

图为“村奥会”开幕式点火仪式。 周光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