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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长军

日前，在重庆市巫溪县宁厂镇邓家村便
民服务中心院坝前好不热闹，10张大圆桌摆
满了院子，百余名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
吃团年饭。

邻里守望、相亲相爱的“团年饭”已成了
邓家村每到年底的“例牌菜”，团年饭也成了
邓家村每年当中最盛大的节会活动。

“今天的菜太丰盛了，有萝卜炖排骨、烧
白、肉丸子、血豆腐……”邓家村第一书记喻长
友说，“这些菜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现在
吃起来有种家的味道，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喻长友说，每年团年饭的食材都是村民“众筹”
的，对此“村两委”也会给予相应的补贴。

在吃团年饭之前，一场群众大会更是让

邓家村的百姓们幸福感爆棚。“很开心，每年
这个时候都要一起吃个团圆饭，感谢党和政
府。”贫困户陈胜利说。

看到村里这两年来的变化，陈胜利作为
见证者也有说不完的话。“村里的环境变化特
别大，公路直接到家，产业也多了，我们的收
入也跟着多了。”陈胜利说。

谈及村里的变化，瞬间打开了村民们的
话匣子，贫困户李依才平时闷不作声，现场数
他的声音最洪亮。“要说村里的变化，我们是
有目共睹，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我们自己不
好好干怎么能行。”李依才说。

如今，走进邓家村，宽敞的农村公路，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其实，在邓家村这两年的
发展不仅让当地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更是让
这里的百姓生活更加幸福。

重庆巫溪

家门口的团年饭吃出幸福感

邓家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一起吃团年饭。 喻季英 摄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平桥镇三吴
村上大吴自然村文化礼堂内，每天都热闹非
凡，村民欢聚一堂，在家门口乐享文化盛宴。

虽然天气寒冷，阴雨连绵，在上大吴村的
文化礼堂内，戏剧表演还没开始，村民们就早
早地在台下等候。舞台上，演员演绎得生动
形象，舞台下，男女老少欢聚一堂，乐享佳
作。场场表演，座无虚席。

以往村民想看大型剧团表演的戏，要到
特别的日子才能看到。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

了，平常日子也能邀请比较优秀的剧团，在家
门口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越剧，村民庞晓霞
告诉笔者。村民庞晓崔则说：“感谢村里的乡
贤请来那么好的戏班，我们这些喜爱听戏的
人每天早上八点不到就到这里守着。”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上大吴村许多村
民外出经商。春节临近，得知村民要筹集资金
看戏，村里的9位乡贤主动出资请来剧团，让村
民乐享文化视觉盛宴。此次演出共9天，费用
由乡贤出资8天，村民自筹1天。 陈胜男

中央歌剧院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慰问建设一线农民工

临近春节，为向中央歌剧院大剧场建设付出艰辛与努力的农
民工朋友致以节日的祝福，1月3日晚，在剧院合成排练厅，中央歌
剧院举办了“慰问大剧场工程一线建设者”专场文艺演出。

中央歌剧院大剧场工程一线建设者来自祖国各地，由于工
程建设需要，平时很少回家，工作环境艰苦，文娱活动较少。整
场演出在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与期待的基础上，运用歌、舞、
说、唱、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编排了 18 个文艺节
目：有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我爱你，中国》《红旗飘飘》；展现工
人阶级智慧和力量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世界经典歌剧选段

《今夜无人入睡》《饮酒歌》；舞蹈《cha-cha-cha》《歌舞青春》；弦
乐重奏《卷珠帘》；还有《剧场建设三句半》、京剧《新时代国匠风
采》等。

演出由中央歌剧院歌唱家程晨、李想担任主持，钢琴演奏家秦
兰担任钢琴伴奏。艺术家苗原碧、刘怡然、刘宇等先后登场，北京
城建集团、建峰建设集团也选派了优秀工人代表参与表演。

本报记者 周涵维

沈鹏吴雁泽李维康艺术成就展举办

近日，沈鹏、吴雁泽、李维康三位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
北京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办。

沈鹏在书法创作、理论研究领域都有很高造诣。吴雁泽的歌
曲《英雄的大别山》《清江放排》《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具有
鲜明的中国民族气质和特色，成为男高音广为传唱的优秀曲目。
李维康的戏剧《四世同堂》《平原作战》《四郎探母》等，博采众长、气
度超凡，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李派”风格。他们的艺术创作
影响感染了几代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深喜爱，成为传之久远的
经典之作。

本次展览以“崇德尚艺 潜心耕耘”为主题，分为“艺术风采”和
“生活撷影”两大板块，共展出19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画面。

本报记者 李琭璐

浙江乐清市磐石镇
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强村惠民

近日，在浙江省乐清市磐石镇卫城北村的综合楼旁文化广场，
村民们有的跳广场舞，有的拉家常夸赞村里便民服务厅、美食街和
休闲公园等让大伙儿日子更舒心。

近几年，磐石镇党委提出“传承红色记忆、打造旅游强村”的发
展新思路，依托浙江省示范文化地标重石文化礼堂、温州爱国教育
基地日军侵略展示馆、全国重点保护文件单位真如寺、礼部尚书吴
杜墓等资源优势，带领全体党员与群众投入到环境整治和基础设
施建设中，打造风景旅游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年接待游客上万
人。磐石镇还以党建引领发展村集体经济，通过抱团发展、资源盘
活、村企合作等形式，谋划建设卫城北村美食街等一批集体经济发
展项目，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村民增收致富开辟新路径。目
前，乡村旅游业等已为全镇三分之二的村增收百万元以上。

包金亮 陈捷

虽时值数九寒冬，但四川省蓬安县龙蚕
镇鹭鸶田村的文化广场上却是暖意融融，喜
气洋洋。全村及周边村民400余人聚集在此，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农民趣味运动会”，农活
成了运动会比赛项目，庄稼汉当上了运动员，
全村男女老少以既欢乐又接地气的活动迎接
新年的到来。

伴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挑担搬粮接力
赛拉开了运动会的序幕，1号、2号农民运动员
挑着丰收的粮食，争分夺秒从起点开始奔向
接力点，而等候在接力点的同组运动员已是
摩拳擦掌，准备伸手去接力挑担，旁边围观的
群众更是热情高涨，为运动员们呐喊助威，加

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随后，拔河、包饺子、
赶鸭子等多个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趣味比赛
项目逐一展开，整个赛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由于比赛项目“接地气”，趣味性强，受到
了参赛农民运动员的欢迎。

“农民运动会，农民唱主角，我们的运动
员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蓬安县委宣传部干
部、鹭鸶田村驻村第一书记彭圣洲乐呵呵地
说：“举办农民趣味运动会，就是为了丰富群
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农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沿着党指引
的目标，传播思想，实践文明，进一步提高鹭
鸶田村的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蓬县轩

四川蓬安

庄稼汉变身运动员 趣味迎新年

□□ 徐良 文/图

进入农历腊月以来，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电影院广场上、西街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里异常热闹，每天不论白天或晚上，都有唱歌、唱戏、跳舞演
出。说是演员，都是当地群众，说是群众，又都服装整齐，配有乐器，演出
有模有样，很像演员。原来，这是光武镇的广场舞蹈队、老年戏迷队、腰鼓
队、现代青年舞蹈队在认真排练，准备上乡村春晚。

据光武镇党委宣传委员刘侠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将有黄寨村、西街
社区举办乡村春晚，演出团体全部是当地业余文艺团体，演员全部是当地
群众，节目是自编、自演，文化站负责统筹。

1 月 4 日，笔者来到西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看到，老年协迷演唱
队正在排练，戏迷协会秘书长米纯孝告诉笔者：戏迷会员都是热情
高涨，兴奋不已，虽然天气寒冷，但老年戏迷们的排练仍然紧张有序
地进行着，精心排练的有《收姜维》《村官李天成》《朝阳沟》，还有黑
脸包公唱段、小仓娃唱段，都是名段名曲名角唱段，确保春节期间，
让全镇群众听得过瘾、得劲！

在电影院广场上，腰鼓队正在排练，队长方芳说：“大家都很有激情，
不怕天气寒冷，换上服装，排练得起劲。我们准备了《欢天喜地》《中国红》

《欢聚一堂》3个节目，保证让群众看得高兴！”
同在广场上排练的还有杂耍队，余秀华是老队员，他告诉笔者：“杂耍

队耍演的是传统剧目，有挑花篮、拉犟驴、猪八戒背媳妇，幽默喜庆，希望
给节日里的群众带来欢乐。”

到了夜晚，广场舞舞蹈队、现代青年舞蹈队又在电影院广场上开始了
积极排练，广场舞舞蹈队队长汪丽告诉笔者，她们排练有《花开中国年》

《中华全家福》《家和万事兴》节目；现代青年舞蹈队有《舞动青春》《大地飞
歌》等节目。这些业余文艺团体的演员们都正在认真做着每一个动作，他
们虽早已将音乐节拍记得烂熟于心，但仍不时停下，对彼此间不协调、不
到位的地方进行修改，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力求在今年的乡村春晚演出
中以最好的表演呈现给全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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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糍粑 迎新春
1月3日，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白沙社区举行了首届迎新春民俗节活动。此次活动

中，社区自发组织的文体队、书画爱好者、美食家等等，分别现场挥毫书写对联、演大戏、打
糍粑、做年糕、磨豆腐、杀年猪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特色过年习俗，让社区居民在增添
了浓浓的年味中增进了情感。 宁文武 摄

吃一桌团圆饭 聚一乡邻里情
临近春节，一年一度的返乡探亲潮随之来临，农村迎来了一年之中人气最旺的时节。于是，丰盛的宴席开始摆上桌，喜

庆的文体活动正式“闹”起来。村民们或自发组织、或在企事业单位的慰问中，或在乡贤们的感恩回馈善行中，聚在一起吃宴

席、看大戏、参与趣味体育活动……在有吃有看有玩的祥和氛围中，共叙邻里守望情，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编者

江苏东台

乡贤出资 村民家门口看大戏
黎平县为贫困村送文化大礼包

1月4日，贵州省黎平县在县体育馆举行贫困地区村级文化活
动室文化器材集中发放仪式及使用培训会。此次共发放文化器材
108套，总价值 216万元，每套包括分频全频音响、小型调音台、电
子琴、笛子、二胡、大鼓、平板电脑等十六件。

此次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级项目建设工程，涉及24个乡
镇（街道）108个村，每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按照“七个一”的标
准进行建设，即：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
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器材。目
前，体育器材和文化器材已全部配送到位。

近年来，黎平县在基层文化建设工作中，大力实施“文化扶贫”
战略。培训会上，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向到场群众演示了器材的效
果，专业技术人员就器材安装、使用及简单维护等方面作了培训。

姚进忠 徐绍坤

□□ 本报记者 程天赐

1月 8日，2020中国书店大会在京召开。会
上发布了《2019-2020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
和《2019中国实体书店图书报告》，通过大数据
呈现 2019年中国实体书店发展现状，中国实体
书店数量超已过7万家，2019年新开的书店数量
超过 0.4 万家。会上，业界热议书店重做，提出
要满足个性化需求，构建消费者的“学习场”。

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书店建设有几个突
出特点：首先，受政策拉动影响，校园书店特别
是高校书店成为建设的重点。乡村书店和社区
书店继续蓬勃发展，为城乡读者打造了更多阅
读空间。其次，实体书店传统卖场升级改造的

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书店环境的改造和功能
的提升。同时，大书城建设仍在继续发展。目
前我国 0.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书城已有 135座，
其中1万平方米以上书城35座。报告称，未来十
年，中国将诞生世界上最大的品牌书店。

专家指出，书店物理空间营造和心理场景
营造都很重要。要把书店的场景打造好，提供
美好的事物和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给
消费者能够舒适放松待下去的一个空间。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董伊薇说，中国
书店大会讨论了“书店重做与高质量发展”，大
家的探讨为实体书店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开拓了
思路、探索了路径，为书店更好地肩负使命任务
明确了方向。

中国书店大会召开——

业界热议书店重做：构建美好“学习场”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中国水稻品种志》是国家大型出版项目
图书，由院士牵头、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全
国水稻领域 4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写作，花费 5
年时间，倾心打造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可以说
是填补了领域的空白。”中国农业出版社编辑郭
银巧在展台上介绍。1月9日，2020年北京图书
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中国
水稻品种志》《图说离不开的小空间——农村厕
所的故事》《稻渔综合种养新模式新技术系列丛
书》等众多中国农业出版社的农业类精品图书
在这里举行了首发仪式。

水稻作为禾本科植物基因组学研究的模式
植物，到目前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全国范围层面
的品种志。《中国水稻品种志》收录了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生产上使用过的8500多个水稻品
种及品系。这些品种和亲本的遗传基础及其近

年来的演变趋势，对创新种质基础和指导中国
乃至世界水稻品种改良具有非常重要及其深远
的现实意义。现场的专业观众认真地翻阅着图
书，也吸引了很多经销商驻足。

中国农业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陈邦
勋在展会致辞中表示，中国农业出版社作为农业
农村部直属的中央大型综合性出版社，始终以农
业专业出版为特色，面向大众读者，出版了一大批
服务党和国家“三农”重点工作、农业教学科研、农
技知识普及、农耕文化传播的精品图书，更好地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活动期间还对《中国河口海湾水生生物资
源与环境出版工程》《彩图版果树整形修剪七日
通丛书》《中国农业行业标准汇编（2020）》等一
系列专业图书进行了专题介绍。为服务不同年
龄段的读者，还举办了《全景图解百科全书：思
维导图启蒙典藏中文版》《走，观星去》等科普图
书的首发仪式。

众多农业类好书在北京图书订货会首发书人书事

全民阅读与融媒体智库
发布2020年首期研究成果

1 月 10 日下午，全民阅读与融媒体智库在第 33 届北京图书
订货会“红沙发”高端访谈活动期间发布了《让书香滋养民族心
灵，让民族精神厚重深邃——主题出版与主题阅读发展报告》

《城市人文 IP 的立体塑造——北京》《2019 主题新媒体号研究报
告》三份研究成果，同时，智库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和成立合资公
司协议。

智库还发布了 2019年主题出版、主题新媒体号大数据排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平语近人：习近
平总书记用典》《习近平在正定》等 30种出版物和央视新闻、人民
网、百家讲坛、朗读者、喜马拉雅小红花等40个有声读书和短视频
账号入选。 本报记者 牟汉杰

南京汤山街道建设村民生工程
激发群众文明创建热情

日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建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一派热闹景象，社区老年村民、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包饺子、话
家常，其乐融融。该村还开展了以“腾出空去生活，一针一线享乐
趣”为主题的传统手工针插技艺教学活动，用一针一线串起一段
情。社工细致地教大家利用废旧衣物、棉花制作针插。通过学习
传统手工制品针插的缝制，不仅可以让社区妇女学习利用身边就
地取材的事物去美化生活，增进邻里之间感情，还可以传承传统手
工制作工艺。

近年来，建设村织密民生安全网，编牢兜底保障网，扎实开展
大重病医疗救助工作，减轻辖区大病家庭经济负担。近日，该村49
名2019年度重病患者医疗救助资料全部审核通过，共发放救助资
金56万多元，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一项项暖心的民生工程凝聚
民心，村民群众安居乐业，社区生活文明和谐，公共文化活动丰富
多彩。 陈可莹 梁锦荣

光武镇“村晚”彩排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