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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艺扮靓“乡村游”

插秧比赛中感受农耕文化

不忘传统，稻亦有道。5月4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华墅乡
首届插秧大赛举行。来自10多个村的50多名村民，相聚在柴家村
千亩示范方。参赛选手们埋头弯腰、一手拿稻苗，一手快速插秧，
用插秧比赛的方式，体验传统农耕乐趣，感受劳动光荣。

吴铁鸣 牛洋波 摄

智慧文旅助力旅游消费复苏

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共
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在保
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安全的要求下，智慧旅游作为新的服务和治
理手段在保障假期旅游平稳有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武汉战疫”微信小程序上线了“热点区域客流量”新
功能，游客可实时查看黄鹤楼、汉口江滩、东湖绿道、楚河汉街
等市内 14 个热门景区、热门商圈的当日客流量，提示各景区饱
和度趋势，还有，云南省“一部手机游云南”APP 新增“入园预
约”功能，昆明市“七彩云南· 古滇名城旅游度假区”运用大数据
和云技术，超过载客量，系统自动停止售票。广西通过“广西文
化和旅游厅”公众号、“广西游直通车”微信小程序实时发布景
区流量和出行提示，并为游客办理网上预约购票，通过景区信
息监控平台，实时查看全区各主要旅游景区的游客动态，当游
客量达到最大承载量 20%时实行第一次预警，达到 26%时第二
次预警，达到 30%时，停止售票和游客入园（区）。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山东利津县
“五有标准”打造乡村文化阵地

日前，在山东省利津县北宋镇高家村，一张“和谐街巷、你我
共享”的网格图格外引人注目，顺着网格图向村里看，只见街巷
整洁明亮，路边老人正在说说笑笑聊家常，一片祥和安逸的乡村
美景。

据村党支部书记高占明介绍，近年来，北宋镇在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建设过程中，整合现有资源，集中统一打造，按照有
场所、有队伍、有内容、有活动、有保障的“五有”标准，充分利用党
群服务中心、村图书室、村文化广场等进行分中心和试点村建设，
打造了 24个文明实践特色试点村并纳入动态管理，建起文化广
场，改造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服务点，为农民提供学习知识和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建设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同时，该镇以“大美北宋”志愿服务为主元素，统筹全镇文化

和各领域志愿服务资源，组建了理论宣讲、志愿宣讲、法律宣讲等
实践队伍，以各村实践站村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将志愿服
务贯穿全过程；鼓励支持庄户剧团、演艺团体等民间文化团队的
建立和发展，定期邀请各门类艺术家、志愿者，对农村文化人才、
文化爱好者及广大群众进行指导和培训，目前已成立圆梦、诗梦
等5个庄户剧团。 周静 本报记者 吕兵兵

文明宣讲和安全教育进田间

为推进乡风文明、共建美丽乡村，近日，中铁电化运管公司济
南维管处聊城维管段联合山东聊城市部分乡镇（街道）共同开展
路外宣传工作。宣传期间，组织人员深入铁路沿线村庄、学校、田
间地头等开展文明宣讲和安全教育，消除铁路设备安全隐患，积
极服务新农村，共建文明和谐美好家园。 贾红伟 摄

广西平乐
“智慧农家书屋”成贫困户“充电站”

“农闲时来到‘智慧农家书屋’，看看自己想了解的电子书，
可以学到实用的种植柑橘知识，我对脱贫致富很有信心。”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沙子村委长塘村贫困户陈亮在
翻阅电子书时说，“想不到在这里通过小小屏幕竟然能学这么多
知识。”

在平乐县，随着108个“智慧农家书屋”的初步建成，很多的贫
困户空闲时间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智慧农家书屋”是该县为期 3
年建设的“壮美广西 智慧广电”项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意在为
全县所有的村委开通网络信号，免费开展电子阅读服务，为农村
群众打造学习的前沿阵地。走进“智慧农家书屋”，既有摆放整齐
的书架，又有一台新增的电子终端。轻轻地一摁机顶盒遥控器，
很快就可以找到种养、农村实用科技、政治理论读物、重要文献等
电子书籍，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群众的读书学习需求。

李祥鹏 黄培录 冯启斌

□□ 王一凡 邓冬 文/图

春光明媚，正值踏青赏花好时节。位于江西省修水县黄沙镇岭斜村的箔竹古
村的乡村游受到游客追捧，游客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安全防护工作的前提下，尽
情畅享万里晴空下的大好风光。

春天里的箔竹古村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走进村子，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孩子们更是撒欢地嬉水游玩，在箔竹这个古朴村子里仿佛有嗨不完的童年趣
事。正在这里游玩的游客郭春兰说：“这里风景好，空气好，村民们也挺热情，一家
人游玩心情也舒畅不少。”

箔竹村是位于修水县黄沙镇岭斜村的一个自然村，村庄保存着古朴的面貌，
53栋房屋都是百年以上的传统民居，距离修水县城 30多公里，有“世外桃源”美
称。2016年11月，箔竹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几年，村里在保护中
开发旅游资源，让游客有了更多体验的乐趣。

修水县黄沙镇岭斜村支书郑兴民介绍说：“这几年，箔竹村除了做好服务接待
工作，还挖掘了很多新的旅游项目，游客到村后不仅能体验农村生活的乐趣，吃农
家饭，还可以体验农村的各种生活民俗活动。”

游玩了一天的游客邱小春说：“箔竹古村保存非常完好，可以体验杀土猪、看
茶戏，乡亲们热情的接待，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随着乡村游的开发，
来箔竹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成为不少游客特意去“打卡”的网红景点。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五一”假期，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
县皇都侗文化村，民族体育竞技、侗族非遗
乐器体验、亲水平台演出、侗族不倒翁表
演、芦笙踩堂等具有浓郁侗族文化色彩的
表演和体验活动让游客回味无穷，大型实
景演出——《让世界侗听》精彩纷呈，赢得
了一阵阵掌声。

据悉，为了吸引游客，湖南各大景区纷纷
捧出了“非遗节目单”，在岳阳市的洋沙湖景
区“千人祈福”“国潮音乐会”“汉服大巡游”

“国潮春日市集”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参
与，体验感十足；在桃花源景区，秦谷里古老
的婚礼、祭祀带来神秘巫风楚韵，桃花妹的风
情表演与农家竹兜舞浸润着乡愁乡情；吉首
市矮寨奇观景区则推出“苗族四月八”活动，
游客们学苗族鼓舞，赏茶艺表演……精彩的
非遗文化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满足了游
客多层次的需求。

“五一”假期，侗族群众身着盛装在向游客展
演侗族传统民俗节目。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村侗
寨开门迎客，推出乡村民俗游暨消费扶贫活动，吸
引众多游客体验乡村民俗。 刘强 吴旭 摄

游客正在欣赏箔竹古村传统“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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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非遗节目单里“品”原汁民俗味

近日，整治一新的
浙江省建德市梅城古
镇的文体队员们，在澄
清楼前进行非遗项目

“严州虾灯”节目表演，
其动作挥洒自如、活灵
活现……让现场的游
客一饱精彩民间技艺
的眼福，欢享假日休闲
的别样生活。

宁文武 摄

□□ 裴凌曼 顾曾卢

“加油，加油！”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参赛
队员奋勇争先，挥桨击水划龙舟，岸上的群众
为他们呐喊、助威。伴随着鼓手有节奏的鼓
点，队员们整齐划一地挥舞着手中的船桨，一
鼓作气，奋力往前冲去。一艘艘装扮一新、色
彩鲜艳的龙舟势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竞相
追逐。“没想到现场这么热闹、这么震撼。”现场
不少观看比赛的市民这样感慨。这是日前在
江苏省泗洪县临淮镇举办的2020年首场全民
龙舟赛的现场场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郊游、乡村游成

为不少游客的首选出游选择。在泗洪县，“水
上运动+民俗文化”为当地旅游业增添了一抹
亮色。

在临淮镇举办的2020年首场全民龙舟赛
中，来自临淮镇各村居、企业的 9支代表队参
与其中。比赛开始前，嘉宾和当地渔民代表遵
照习俗为龙舟点睛，让不少游客目睹了这项传
统习俗。

龙舟赛是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主要民俗运
动之一，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象征团结友好和
欢乐幸福的群众性体育竞技项目。临淮镇是
典型的水乡，古汴河临淮段是国内少有的内河
标准龙舟赛道，2019年举办过多场全民龙舟赛。

“开网捕鱼咯！”随着一声吆喝声响起，
一场撒网捕鱼比赛开始了。一条船上两个
人，一人划船定向，一人撒网捕鱼，来自泗洪
县临淮镇 8 个村居的捕鱼能手，各就各位、
配合默契。这项传统渔家技艺也让现场很
多观众大饱眼福。

只见渔民们一只手牵住绳子一端，另一只
手把渔网稍稍散开，看准下网的位置，单腿微
屈，双手后摇，腰部发力，奋力甩出，待到渔网
全部沉到水中，再把绳索往后扯，慢慢将渔网
拉出水面。之后，他们拉着渔网一点一点往上
盘。一网下去，大鱼留在网里，小鱼顺势溜
走。看似轻松的动作，背后是渔民们千百次的

练习才能做到。
“第一次现场看渔民捕鱼和划龙舟比

赛，没想到不出远门的旅游也很精彩。”游客
周女士说，现场看感觉不一样，渔民的生活
让她和家人大开眼界，很喜欢这种民俗文化
旅游方式。

笔者了解到，以水乡民俗体验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是 2020中国酒都(宿迁)文化旅游节的
组成部分。在旅游节期间，游客可以现场体验
撒网捕鱼、垂钓、逮老头蟹、船娘手工刺绣、簖
具制作、龙舟竞渡、田园牧歌(骑马放牧)、篝火
晚会、星空露营等项目，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中，让游客体验到独具魅力的乡村民俗游。

江苏宿迁：水乡民俗乐趣多

□□ 陶登肖 范楚乔

他被中国曲艺家协会评选为“全国十佳故事
大王”，听他讲过故事的人数以万计；他曾在各大
舞台上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数十年如一日地讲
述、宣传山西运城历史文化，传播正能量。

如今，沉寂 10年后，他不顾病痛，克服重重
困难，历时两个半月，呕心沥血编写了6000余字
的名人故事《航天英雄景海鹏》。他就是78岁高
龄的“故事大王”苗重民。

多才多艺
乡间走出来的“故事大王”

苗重民自幼酷爱文艺，七八岁就跟艺人学着
说说唱唱，学讲故事、打快板、说相声。不过，这
棵文艺好苗子，却没有天然的沃土来培植。父母
先后离世，六岁的苗重民和哥哥苗重安跟随祖父
祖母生活。艰苦的岁月使兄弟俩养成了坚强自
立的性格，他们的艺术天分也逐渐显露，哥哥有
绘画天赋，苗重民则有一张巧嘴，爱讲故事，口才
极好。后来，他主动辍学，担起养家重担。

但是，喜爱文艺的他并没有停止追求。他十
来岁正式登台讲故事，在广阔的社会大学中练就
了过硬的本领，即兴表演、口技、模仿秀、戏剧、曲

艺等样样在行，就连即兴编成的顺口溜也主题鲜
明、合辙押韵，令人惊叹。

他将四处收集的好人好事、逸闻趣事，编成
了一个个情节精彩、正能量的故事。舜帝传说、
盐湖传奇、关公故事、大美运城……他自编故事
300多个，走到哪编到哪、讲到哪，几乎讲遍了运
城的各个乡镇村落、机关厂矿、社区学校。

除演出外，他还担任过省内、省外很多学校
的校外辅导员，义务开办讲故事培训班，帮助辍
学儿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曾称赞他：

“几十年如一日站在精神文明战线上，对未成年
人进行生动的传统文化教育，取得诸多成绩，真
是难能可贵！”

1994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曲艺家协
会主办的“汉斯杯”全国故事大赛中，苗重民被评
选为“全国十佳故事大王”。2006年，他被山西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山西省民间艺术大师”“山
西民间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称号。2007年 12
月，在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等7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首届中国故事节上，苗重民取得全国第3名。

克服病痛
采访创作《航天英雄景海鹏》

2010 年，苗重民患了急性脑血管疾病，半

身不遂，行动困难，不得不告别舞台，停止表演
事业。

这场大病之后，往日积极乐观、神采飞扬的
他，近十年来心灰意冷，经常处于苦闷、烦躁的负
面情绪之中，也不大和外界交往。

直到去年，一次征文活动令他沉寂多年的心
海，又一次泛起波澜。

2019年8月，他从亲朋处得知，新刊物《安邑
研究》正在征文，主题为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历代
名人。“我还想给大家讲故事！”这个念头冒出来
以后，苗重民便开始构思选题，选定了安邑骄子、
三巡苍穹的英雄航天员景海鹏。

“景海鹏是古镇安邑的新骄傲，是三巡苍
穹的中国英雄。他光鲜成绩的背后是持之以
恒的辛苦付出和努力。他的事迹激励着无数
国人，是新时代应该大力弘扬的榜样。”苗重
民说。

于是，这位故事大王又踏入了他的“故事江
湖”。在护工的帮助下，苗重民坐着轮椅、拄着拐
杖，前往景海鹏父母和其他亲朋家中走访，参观
其曾经就读的学校，参观市区航天公园，搜集资
料。他顶风冒雪，先后外出采访十余次。受访者
都被他的执着与坚持所感动。在盐湖区残联、社
区等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苗重民以顽强的毅

力和不屈的精神，完成了 6000字的新编名人故
事《航天英雄景海鹏》。故事由运城市朗诵名家
侯德志录制成音频。

故事讲述了景海鹏出生、幼年、少年、成年的
主要经历，包含出生、寒窗苦读、考取航空学院、
一飞冲天、三巡苍穹等情节，文笔精炼，内容感
人，充分展现了景海鹏的成长环境，以及他不畏
艰难、勇于探索的崇高精神，和信念坚定、矢志报
国的家国情怀。文稿和音频经网络传播引发热
议，读者、听众纷纷通过电话、微信向苗重民致
意，赞扬他宝刀不老、艺术长青。

采访创作 6000字的文章，对于多数年轻人
来说，不算太难的事。可对于疾病缠身、站立都
需要护工帮助，常年使用老年手机，一点也不会
用电脑打字的苗重民老人来说，却是难上加
难。为了写好这个故事，他电话打了 200多个，
稿纸写了一大摞，笔芯用了十几根，几经修改才
定稿……

“中间我也曾想过放弃，但‘敲锣卖糖，各干
一行’。不做则已，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好、做到
底。”苗重民说。

现在，苗重民仍不甘清闲，看书、读故事、构
思创作，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形式继
续为运城文化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故事大王”苗重民罹患偏瘫近十年，为采访写作《航天英雄景海鹏》，他重入“故事江湖”——

创作，让他重新“站”起来

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乡村游”成为游客出游的热点。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乡村游的发

展也在更迭换代，在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之外，一种更加有参与感、文化味的乡村游正越来越受到游客欢迎，农

事体验、传统体育、非遗展示等带着浓郁民俗民艺魅力的项目，为乡村游注入新内容，也推动乡村游向更有特

色、内涵更丰富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