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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见习记者 蒋若晴

随着钢琴声缓缓流淌，“哎——”
一声高亢的领唱在房间内响起，如号
角声般引领着整齐嘹亮的男女声合
唱，这歌声来自一群未曾受过专业培
训的农民，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
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的响亮

“好声音”。
三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天上无

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荒滩，在国家惠民
政策下，部分贫困群众从祖辈生活的西
海固地区离开，千里跋涉到大战场镇，白
手起家建设起“干沙滩要变金沙滩”的新
生活。

如今的大战场镇红宝村，道路平坦，
绿树成荫。村中合唱团的美妙歌声如潺
潺流水，携生机勃勃的文明新风拂面
而来。

“不识字也能唱歌”

“挣断了老井绳，咱牵着牛羊下山
岗。告别了西海固苦水泉，奔向黄河金
岸大战场……”排练室内，质朴的歌声讲
述着 20世纪 90年代，村民们怀揣着希望
和向往，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搬迁
到大战场镇的故事。

大战场镇曾是坐落在古丝绸之路上
的边塞要道，历史上随着战乱和沙漠的
不断侵袭变成了荒滩。搬迁以来，移民

群众扎根于此，与黄沙和贫困斗争，奋力
追逐美好生活的心情如《逐梦大战场》中
所唱：“沙漠要粮庄稼汉，黄土地逐梦追
太阳。”

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实现了，村民们
又开启了新“逐梦”：学唱歌！这个梦想
萌芽于合唱团指导老师李震宏来到红
宝村“送文化下乡”的经历。“村民们没
接触过合唱，却有着非比寻常的热情，
就好像内心的情感找到了寄托。”于是，
李震宏着手组建农民合唱团。

“不认识字也能学唱歌？”这个问题
曾是许多村民内心的担忧。事实上，在
合唱团成立之初，在平均年龄达到 50 多
岁、操着不同县区方言的80多名成员中，
有 14 人不识字。“只要能开口说话，就能
学唱歌！”面对这个问题，李震宏给出了
铿锵有力的回答。

对于今年 62 岁的魏小萍来说，学识
字、学唱歌曾是童年时期遥不可及的梦
想。搬迁到红宝村之前，她生活在山大
沟深、十年九旱、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
的西海固地区，“那时候生活太苦了，人
人都忙着‘土里刨食’，我是家里的大姐，
没机会去念书。”

自从5年前参加合唱团，学习和唱歌
成了她新的精神追求。“我特别爱学，经常
去请教念过书的村民。”魏小萍说，通过唱
歌学会识字后，自己对村里村规民约的理
解更清晰了，行为也有了很大转变。

在大战场镇的各村中，还有许多和
魏小萍一样的村民，他们互学互助，回家

后带动亲朋好友一同学习，无形中促进
了积极向上的良好家风。

把心都唱敞亮了

“红艳艳的太阳宁夏川，红丢丢的枸
杞亮人眼，红彤彤的脸蛋笑开颜，红火火
的日子好喜欢……”一首原创的《红彤彤
的日子》唱出了如今大战场镇的美好
生活。

从西海固到大战场镇，移民群众斗
风沙、拓荒地、建家园，在黄河水的滋养
下，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然而生活变
好了、肚子填饱了，没有文化这项“精神
源泉”的滋润，人们的精神面貌依然是落
后的。

从前为了生存和发展，村民们消耗
了太多精力，很少有机会将注意力放在
精神文化生活上。现在大家日子好过
了，劳作之余却不知道能干些什么。因
此，喝酒、打麻将一度成为红宝村部分村
民的休闲娱乐方式。

今年56岁的红宝村村民王小萍和丈
夫崔占洪都是合唱团的成员。曾经因为
酗酒和打麻将，两口子没少闹矛盾。“那
时不用为了钱发愁了，却不知道该干点
啥，得闲就在家里打麻将。”回忆起那段
烦心的日子，王小萍调侃道，“生活好了，
丈夫却成了‘酒罐子’。”

合唱团成立以来，大战场镇各村村
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作为
合唱团发展壮大的亲历者，李震宏说：

“自从有了合唱团，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丰
富起来，农闲时搓麻将的人少了，酗酒滋
事的人也少了。”

5 年多来，伴随着钢琴声，酗酒的
丈夫离开了酒局，打麻将的妇女推开
了 牌 桌 ，男 女 老 少 都 积 极 赶 来 参 加
合唱。

在红宝村合唱团的辐射带动下，如
今仅中宁县就有了 12 支农民合唱团，在

这些合唱团志愿文艺活动的引领下，中
宁县各村都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文明新
风貌。

吃饱“五谷儿”还想“六谷儿”

今年5月，取材于红宝村农民合唱团
的真实故事，由当地农民全素人“本色出
演”的电影《六谷儿》正式上映，这部历经
近4年时间创作、拍摄、打磨的电影，用镜
头将村民们真实质朴的笑脸呈现在屏幕
中，让农民也能够“被看到”。

什么是“六谷儿”？答案藏在宁夏南
部地区的一句老话里：吃饱五谷儿，还
想六谷儿。如果说“五谷儿”指代了物
质生活，那“六谷儿”就是农民的精神
生活。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劳动
人民自古就将心声唱进歌里。电影《六
谷儿》中所演唱的歌曲，都是本地居民
以移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经历为题材创作
的。李震宏告诉记者，他们是把汗水浇
灌的过往，创作成一首《逐梦大战场》；
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谱成一曲

《红彤彤的日子》。
在李震宏看来，歌唱这些曲目切实

推动了乡村文明风气。“最欣慰的就是
村民们的变化，例如把垃圾都放在自己
的小袋子里，许多村民的个人习惯都变
好了。”

能够走进大荧幕的自豪感，也让反
思、改善不良风气的动力再次涌上乡亲
们心头。“我们必须展现出新时代农民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红宝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潘舂雨说。

日前，电影《六谷儿》成功入围了
2024年度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以乡村
振兴“万千景象 美美与共”为主题的电
影推荐活动，在即将到来的乡村电影周
活动上，唱响一首来自宁夏农民的“六
谷”丰登曲。

“好声音”唱响黄土地
——探访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

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演出现场。 资料图

在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的红宝
村，一支由地地道道的农民组成的合
唱团频频出圈。这支农民合唱团，丰
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改变了村民的
精神面貌，也潜移默化引领着乡村文
化的新风尚。

农民合唱团的成立，缘于农民对
优质文化生活的渴望被看见。县文
化馆工作人员李震宏在一次“送文化
下乡”活动中，被当地农民对文艺的
那种强烈渴望所震撼，萌生了组建村
级农民合唱团的念头，想让文艺真正
扎根于乡野。而今，他得偿所愿。这
启示我们，推动文化下乡，要鼓励文
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精准
对接农民的文化需求；同时还要切实
推动全民文化艺术普及，让文艺融入
百姓日常生活。

农民合唱团，显著提升了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加入合唱团，村民们不
仅学会了唱歌，更找到了表达情感和
分享生活的新方式，所以他们白天干

完农活，晚上依然能“满血复活”去唱
歌。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从自己的名
字写起，认识了更多的字；钢琴一响，
酗酒的丈夫告别了酒局，玩牌的人推
开了牌桌。他们用歌声表达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农民合唱团，润物无声地改善了
村民的精神面貌。以情动人，合唱让健
康美好的社会情愫升腾起来，激发出村
民的情感能量。经常唱歌，村民们的心
都被唱敞亮了；经常登台，村民们变得
越来越自信开朗；经常互动，夫妻关系、
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融洽；经常比
赛，村民们在深度沉浸的赛事体验中，
与本土本村产生了更牢固的情感联
结。他们用歌声唱响美好生活的同时，
村庄的风气也在悄然变化着。

我们期待，未来红宝村农民合唱
团能发扬光大，继续展现新时代农民
的精神之美；也期待更多乡村能够通
过文化建设让乡村文艺更兴盛，让乡
风更文明，让农民更有获得感。

歌 声 唱 亮 心 声
崔现芳

文化语丝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见习记者 陈银银

在江苏省泗阳县李口镇，有一“桌”
必吃的美食——“十大碗”，它不仅是每
个李口镇人记忆中的“乡土味道”，近年
来更成为当地推行红白喜事简办的重要
标准。李口镇是如何连接传统美食与文
明乡风的？不久前，记者来到李口镇一
探究竟。

传统美食的新机遇

“过去条件不好，泗阳人餐桌上是看
不到盘子的，桌子上放的全都是大口碗，
而且都是十碗菜。久而久之，就取名为

‘十大碗’。”聊起童年美食，老泗阳人张耀
西回忆道，酥鸡、肚丝、蛋皮、卷鲜、扣红
肉、鸡泡饭，这些在民间流传几百年的美
食如今依然能在餐桌上看到，“‘十大碗’
是‘50 后’的集体记忆，如果在外地吃到这
些菜就好像回家了。”

对于“90 后”的李口镇宣传委员黄德
春来说，“十大碗”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小
时候如果说去吃‘十大碗’，其实就代表要
去吃宴席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看到‘十
大碗’摆在桌上，就好像回到了儿时。”正
是抓住了“十大碗”这一传统美食所承载
的乡土情结和时代记忆，李口镇近年来不
断引导村民将“十大碗”作为红白喜事宴

席的标准，并且共同约定宴席菜价不超过
400 元、酒水不超过 2 瓶以及不燃放鞭炮的

“三不原则”。
“十大碗”作为宴席桌上的“主角”，村

民能接受吗？黄德春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们把传统的美食文化和现在提倡的内
容相结合。‘十大碗’本就是李口村民从小
经常吃到的美食，它基本规定了菜品数
量，这让宴请的规定更加明确、好执行，而
且‘十大碗’有荤有素，一套下来能让一桌
子人吃饱吃好。”

有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饮食文化“加
持”，李口镇凝聚党员干部、新风支客、餐
饮酒店等主体的力量，建立起政府引导、
群众参与、支客跟进的“三方合力”模式，
助推宴席简办、杜绝铺张浪费。如今在
李口镇，吃“十大碗”又成了参加宴席的
代名词。

“支客”协会来支招

“礼尚往来一二百，人情新风树起
来。”唱起李口镇支客协会编写的文明新
风三句半，协会会长葛以云精气神十足，
朗朗上口的念词把“十大碗”菜单与移风
易俗相结合，既宣传了特色美食，又抵制
了铺张浪费。

在李口镇所辖的 3 个社区、13 个行政
村内，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像葛以云一
样的“支客”，组成了李口镇新风支客协

会，他们是协助操办红白事务的“大主
管”，也是推动“十大碗”走上李口镇红白
喜事宴席桌上的“主力军”之一。

“过去李口办宴席和现在相比差别很
大。”李口镇李口社区的周以权在村里操
心红白喜事已经快三十年了，他告诉记
者，以前不仅“升学宴”“满月宴”要办宴
席，甚至搬了新家也要办，“你家办了，他
家不办，这礼就收不回来。”除了大事小
事要办宴席，桌上的菜花样也越来越多，
价格也越来越高，1500 元一桌的菜确实
好看，但是宴席散了桌上的菜却没怎么
动，“现在的人都不爱吃大鱼大肉，追求
健康，清淡一点反而更受欢迎。这样我
们‘十大碗’优势就有了，都是蒸笼蒸出来
的健康菜。”

有了切身体会，支客们编排三句半、
快板书，将喜事新办倡议纳入村规民约，
同时研究制定了《移风易俗文明规范倡议
书》并张贴在镇上的餐饮酒店门口。在他
们的影响下，全镇近四分之三的村民主动
参与签订“倡议书”。践行喜事新办给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截至目前，李
口镇在红白喜事上累计为辖区节省人情
开支超过 450万元。

市场运营给村民更多选择

在李口镇“李口十大碗”酒店里，农李
村村民葛广杰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庆祝叔

叔 90 岁大寿。圆桌上除了传统的“十大
碗”，还有“八碟”，8 个精致的小碟子里盛
有花生米、水煮毛豆、酱牛肉等。“就请了
自己家的亲戚，算上烟和酒，总共花了不
到三千元！”葛广杰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这要是放在以前，花费要一万多元。现
在在镇上酒店里，来一套‘十大碗’，再点
上几盘凉菜，吃着真舒服！”

和葛广杰一样，李口镇罗圩村的张建
军给孩子办喜事时也选择了“十碗八碟”，

“三四百元一桌‘十碗八碟’，满满一桌子
菜，让亲戚朋友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总
花销也明显减少了很多。”

像这样在宴席桌上随机出现的“八
碟”，让李口镇推行简办红白喜事更有“人
情味”。“每桌客人的喜好不同，除了一套
228 元的‘十大碗’，今天想多吃什么菜都
可以在另外的‘八碟’里选择，但一桌的总
价格都在四百元左右。”“李口十大碗”酒
店老板魏玮告诉记者。

如此“个性化定制”成为李口镇推行
“十大碗”作为宴席标准的最好补充。泗
阳县委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副科长孙明伟介绍说：“在移风易俗工作
上‘一刀切’无法长久，还是要留给村民选
择的空间。在镇里召开的新风座谈会上，
我们确定将传统“十大碗”每桌三四百作
为宴席标准，镇域内 27 家具有一定规模的
饭店都积极参与进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以前村里有人办红白事宴请，为了
讲排场总是铺张浪费，也特别爱攀比谁家
的宴席更好、场面更大。自从有了‘代东
团’，大家的观念都在转变，不再大操大
办，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节省财物。这种思
想观念的转变让我们受益匪浅。”内蒙古
包头市东河区鄂尔格逊村村民王月茹对
记者说。

鄂尔格逊村在以前红白理事会的基
础上，组建了移风易俗代东团，代东们通
过对红白事就餐标准、礼金数目等进行规
范，引导村民成为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
行者。

“现在村里哪家哪户婚丧嫁娶准备办
酒席，都有统一的办理流程和随礼标准。
代东们通过口头宣传移风易俗内容，潜移
默化影响村民的日常行为。”移风易俗代
东团成员张宇笑着说。如今走在鄂尔格
逊村，村道边醒目的村规民约已经深入村
民心中。

“大吃大喝风俗坏，铺张浪费把人
害！”在河东镇东河村快板队排练现场，一
场别开生面的移风易俗快板表演吸引了
不少村民到场观看。围观的群众听着朗
朗上口又通俗易懂的快板小曲，时不时也
会跟着哼上两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现
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赵清秀，你不是会说快板么，快来加
入咱们村的新时代文明队伍。”村党支部书
记张建军动员村民赵清秀说。团队建设初
期，村“两委”骨干变身专业“星探”，在村内
四处奔波，很快组建了一支文艺队伍，河东
镇出面邀请东河著名民间艺术家项德明上
门授艺，《移风易俗树新风》《十唱移风易
俗》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应运而生。

自快板队成立以来，东河村快板队共

开展表演 40 余次，2000 余群众观看过他
们的演出。村里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的陋
习少了，基础设施修缮花费降低了，村民
的文明程度上升了。

一场场演出承载着文明乡风，一次
次掌声代表着村民们的鼓励和赞许。乡
村快板队全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习惯、
风俗习惯，潜移默化提升了村民参与乡
村治理、公共服务和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的积极性。

“能被评选为‘十星家庭’，我感到十
分高兴和光荣，我一定会以身作则，发扬
好家风，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继续努力
争当‘十星家庭’创建标兵，引领文明新风
尚。”沙尔沁镇沙二村 2023 年度农村“十
星家庭”获奖者刘彩霞说。

刘彩霞是东河区沙尔沁沙二村的一
名村民，她和丈夫长年照顾卧床不起的父
亲，同时经营着以栽种草莓为主的温室大
棚。随着东河区文旅产业迅速发展，刘彩
霞开始经营家庭农场，开发采摘、农家乐
等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利用节假日到这里

“打卡”。在她的带动下，沙二村农家乐、
采摘等发展起来。

近年来，东河区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十星家庭”“文
明家庭”“最美东河人”等评选活动，推选
出一批事迹突出、群众认可的优秀典型，
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影响身边
人，发挥典型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
广大村民树立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移风易俗，移的是不正之风，易的是不
良之俗，注入的是文明力量，受益的是广大
百姓。如今，文明新风在东河区蔚然成风，
一个个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犹如美丽的画
卷，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一批批榜样模范
不断涌现，更多的身边好人点亮道德星空，
社会不断凝聚起向上向善的文明能量。

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

有了“代东团”新风拂心田

□□ 费玉琼

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如果不是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大楼“提醒”，大家还以为到
了乡村公园。“这么漂亮，说是公园也不过
分。”近日，在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高碛
社区，一名外地游客忍不住夸赞。

高碛社区位于阿蓬江“一江两岸”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带核心区，依山傍
水，是重庆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示范
村、重庆市民主法治示范村。这里还是全
区出了名的柑橘产地之一。高碛柑橘的
采收季从 10 月持续至次年 4 月，这期间，
到高碛买柑橘、观风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高碛社区有今天的面貌，乡村治理积
分制的推行功不可没。该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洪介绍，社区将积分与乡村治理、产

业发展、人居环境、乡风文明、文化活动等
有机结合，村民可通过发展产业、整洁院
落、参与公益服务等获得积分，形成互相
激励、赶超先进的良性循环。和美乡村为
农文旅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者互为
促进。

高碛社区是黔江区加快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黔江区着力
做好现代山地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展示
美丽的乡土乡风，留住难忘的乡情乡愁，
加快把寨子社区打造成为休闲观光的好
去处。各乡镇、街道牢牢扭住产业振兴
这个基础，健全乡村旅游利益联结机制，
推动阿蓬江“一江两岸”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带建设，加快国家 AAAA 级旅
游景区创建，打造全市乡村振兴“城郊融
合”示范样板。

重庆黔江区

和美乡村带动农文旅融合

暑假期间，河南省光山县弦山街道千家堰社区文明实践站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10名，开办“爱心托管班”文明实践活动，辖区居民可在上班时将孩子送到社区文明实践
站，下班后再接回。“爱心托管班”开设有作业辅导、安全教育、文明实践活动等课程。图
为志愿者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陈银银 摄

□□ 殷哲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

“按照村里以前的习俗，结婚彩礼几
十万都是有的，村上领导经常入户给我们
做思想工作，我们也把观念转变过来了，
家庭和谐才是最重要的。”谈起抵制高额
彩礼，吉林省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村民杨
兴东说。杨兴东、王桂燕夫妇积极响应文
明婚俗的号召，在女儿谈婚论嫁时，二人
坚持将女儿订婚时收取的 5 万元彩礼退
还给了小两口，以实际行动为全村树立了
好榜样。

为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
习，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今年以来，洮南

市积极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引导广大群众
婚事简办。

线上，通过“洮南发布”“洮南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公众号和各乡镇街道的
公众号，小区居民微信群、村屯微信群广
泛宣传无接亲、无车队、无堵门的“三无婚
礼”，倡导群众遵从文明节俭、简约时尚等
移风易俗新理念，传承中华美德，抵制高
额彩礼，争做文明节俭婚俗新风尚的践行
者、传播者；线下，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
走进公园和居民小区，通过现场讲解、发
放倡议书和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居民更加
直观地感受到高额彩礼带来的不良影响，
从而增强抵制意识，做时代文明新风的倡
导者、实践者。

吉林洮南市

退还彩礼倡新风 文明婚俗家庭和

江苏泗阳县李口镇

“十大碗”抵制铺张浪费 新宴席轻松吃饱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