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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茶座

农家书屋是国家实施的公共文化五大惠民
工程之一，目前，全国共有农家书屋58.7万家，已
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逾11亿册。农家书屋宣传
政策、弘扬文化、普及科技，在增强乡村文化自
信、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该项工程的带动下，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
从农家书屋政策实施以前的0.13册增长到1.63
册，农家书屋对乡村阅读的带动性显著。但同时
必须看到，这项工作仍有待进一步推进，需要我们
从农村的实际阅读需求出发，开展创新型工作，让
农家书屋的文化服务更贴心、更多彩。

切实掌握农村阅读需求，丰富图书品类。

经过多年的发展，农家书屋大批量采购的图书
早已不局限于农业实用技术方面的科技类图
书，而是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社科综合类、文化
历史类、文学类读物以及儿童读物等摆上了乡
村书架。其中，民俗文化、通俗历史（包括儿童
读物）一直是农村读者喜爱的重要类别，对提升
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
无论是推荐已出版品种，还是策划新选题，或是
针对农村阅读需求改造已有产品，都要充分利
用产品优势，在增强可读性、趣味性的同时，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数字化，让数字化信息有效抵达农村
受众群。数字化工作是网络化共享海量阅读、

视听资源的重要途径。当前，手机和互联网已
成为农村居民接触媒介的主体，农民数字阅读
率已经超过传统阅读率；但另一方面，农家书屋
数字化建设还处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小散
乱”的发展阶段。从各省（区、市）的工作成果来
看，数字化工作的推进方式、落实情况不尽相
同，可以互通经验和成效，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
况，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此外，应考虑受众的数字化阅读能力，进一步
丰富视听资源（如有声书等），既可提供多样化的
视听形态以丰富乡村生活，也可满足受教育程度
较低的部分农村中老年读者的文化体验需求。

策划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强乡村文化活

力。乡村群众对文化活动的需求旺盛。据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
门 应 该 举 办 读 书 活 动 或 读 书 节 的 比 例 为
67.4%。各地农家书屋应深入了解群众需求，主
动策划活动。

农家书屋是做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宣传工作的阵地，是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的重要方面。农家书屋中的阅读实践、
主题活动，是农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
强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方式。期待农
家书屋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乡村增添更美
的文化景观。

创新让农家书屋文化服务更贴心更多彩
陈欣

文化和旅游部：恢复跨省团队游
出境游暂不恢复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
工复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各
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经当地省（区、市）党委、政府同意后，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经营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中、高风险地
区不得开展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
恢复。

通知调整了旅游景区限量措施，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调至 50%。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预约、
限流等方式，开放旅游景区室内场所。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广西资源县：技能培训让美食文化
架起脱贫致富桥

有世外桃源美称的广西桂林市资源县小吃文化丰富，桂林米
粉、糟鱼、鸭血粉丝汤、螺蛳粉、酸水豆腐等成为游客争相品尝的
特色美食。这些美食文化、烹饪技艺如今成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

“金饭碗”。
“我从小就喜欢吃桂林米粉，一直想学怎么做，这次政府为我

们提供免费培训学习的机会，我要好好学，学成后自己开家小店，
为家里增加收入。”资源县中峰镇老乡家园易地扶贫搬迁户杨玉
云参加培训时说。近日，资源县2020年第一期桂林米粉制作专项
培训班和首期特色面点职业技能培训班相继开班，在参加培训的
98人中有43位是贫困户。

近年来，资源县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
向全县群众开展烹饪、中式面点、美容师、美发、茶艺、保育员、育
婴员、中医养生推拿等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技能培训和创办厂
房式、乡村旅游式、贸易流通式等“扶贫车间”，搭建创业就业

“桥”，引导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或鼓励他们外出务
工、开小吃店等，巩固脱贫成果。资源县人社局负责人说：“让农
村劳动力有一技之长，实现就业稳定，才能搭上乡村振兴的致富
快车，让日子越过越幸福。”

李建平 莫丰菱 石琦琳

河南宝丰县：“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青少年读书服务中心”成立

7月16日，河南省宝丰县“全民阅读示范基地”“青少年读书服
务中心”揭牌仪式在宝丰县兴国书城举行。

兴国书城由宝丰香书林图书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建设，总投
资 120 多万元，拥有各类图书 6 万余册，营业总面积 360 平方
米。其中阅读区达 100 平方米，可供 100 人同时阅读，60 人开展
读书活动。

兴国书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在宝丰县读书协会、县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将书城作为宝丰县的“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和“青少年读书服务中心”。据悉，书城未来将积极倡导推
动全民阅读，全力以赴投身书香宝丰建设，为宝丰群众提供优
质、活泼的读书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图书美、环境美、服务美”的
读书中心。 娄延召

山东沂南：鲁冀桂影视文化产业企业
携手打造红色影视文产“硅谷”

7月16日，山东沂蒙红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广西文化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河北裕鼎久诺影视制作公司战略合作仪式，在位于
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沂蒙红色影视基地举行。仪
式上，举行了广西文化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影视演艺器材部山东分
部和河北裕鼎久诺影视制作公司山东分部挂牌仪式，预示着鲁冀
桂革命老区影视文化产业企业战略合作拉开帷幕。

沂蒙红色影视拍摄基地是山东最大的红色抗战题材影视拍
摄基地，建有红色影视风情街、明清主题影视城、民国主题影视
区、红嫂剧场等多个影视板块，可满足革命战争、农村建设、乡村
文化及年代剧等多种题材剧的拍摄需求。十多年来，已拍摄了

《沂蒙》《斗牛》《红高粱》等400多部影视剧，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
好莱坞”，被省政府列为影视产业重点发展和支持企业。

河北裕鼎久诺影视制作公司是国内影视烟火特效、道具枪支
行业的领军企业。广西文化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原广西电影
制片厂影视文化装备经营管理权。战略合作后，三方将携手打造
红色文化、影视文化产业“硅谷”。 郑树平

虎虎生威“武”动暑假

7月15日，在浙江省建德市博凯明珠小学跆拳道训练基地，众
多孩子在教练的指导下，刻苦练习跆拳道的基本动作，虎虎生威，
有模有样。

近年来，武术文化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进入暑
假以来，在新安江城区，不少放暑假的孩子们都会在当地一些武
术馆里学习少林拳、跆拳道等武术的基本动作，磨炼意志，增强体
质，健康成长，“武”动精彩暑假生活。

宁文武 摄

古道热肠、助孤济困的爱心人士，有一技之长的民间艺人，敦厚民心民风、激励向上向善的贤者……每个

乡村都以一方水土滋养了一方能人贤士，他们或留在乡土，或已离开，但都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生力军。通过发

掘、引导并激活他们的力量，不仅能解决乡村文化建设最紧缺的人才问题，更能深层次地凝聚起乡土情感，重

建乡村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乡贤文化。

寻找文化“村宝”弘扬乡贤文化

□□ 孙华峰

日前，由河南省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办，郑州文化馆、市文化志愿服务中心承办
的“寻找村宝· 家乡因你更精彩”——郑州市文
化志愿服务乡村行网络展播活动在百姓剧场
圆满落幕。活动编排播出了广大群众喜闻乐
见的舞蹈、戏曲、山东快书、快板、歌曲、民族管
弦乐等艺术形式，受到了广泛好评。

“寻找村宝”是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于去
年启动的大型文化志愿公益活动。活动依托

“乡村音乐厅”志愿团队、“阳光工程”“圆梦工
程”文化志愿者，并且招募有文化特长的志愿
者深入乡村，挖掘传承乡村优秀文化，丰富基
层文化活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据悉，自“寻找村宝”大型公益文化活动启
动后，一下子把河南乡村的群众文化带火了。
全省各县（市、区）518 个试点村选出“村宝”
1707 名，开展“寻找村宝”文艺展演活动近
3000场。

“村宝”是指各村具有文化技能、文化符号
的能人，古道热肠、助孤济困的爱心人士，能敦
厚民心民风、激励向上向善、德高望重的乡贤
等。“寻宝”活动旨在挖掘传承乡村优秀文化，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重构乡土文化，让草根成
为英雄，从而进一步提升村级文化设施的服务
效能，实现基层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

“创造文化”的一个过程。

“寻宝使者”发挥“种子效应”

河南全省寻找“村宝”，“村宝”在哪儿？“村
宝”就在你我他的周围，“村宝”就生活在我们
的家乡。

“寻找村宝”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舍小
家为大家的文化志愿者团队，全省 6000多名

“寻宝使者”、300多个志愿团队走进各基层行

政村，帮助指导各村组织开展寻宝活动。
乡村志愿者跨度大、分布广，他们有的是

精耕细作的老手艺人，其巧夺天工的独门技艺
为人惊叹；有的是离退休人员，在岗位上兢兢
业业大半辈子后以志愿服务的形式继续发挥
余热；还有的是怀着满腔热血，用青春奉献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的“90后”青年。

来自汝州市的申小凤是 6000名“阳光工
程”注册志愿者之一，早在“寻找村宝”活动开
展之前便是一位常年提供义务服务的文化志
愿者，目前就职于汝州市群艺馆。2015 年群
艺馆启动公益志愿服务项目“教招送招”，申小
凤自掏腰包 20多万元，购买了古筝、古琴，在
群艺馆、城区学校、乡镇文化站办班，培养古
筝、古琴爱好者上千人。这次的寻宝活动中，
申小凤和汝州市群艺馆文化志愿者“轻骑兵”

小分队再次整装出发，踏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的新征程。

村村有“宝”闪耀乡村

随着“寻找村宝”系列活动“识宝”阶段的
完成，各市区、直管县内的村宝寻找选拔工作
也告一段落。在经过几个月全方位的寻宝工
作后，河南省 28个省辖市、直管县 518个试点
村共选拔出优秀“村宝”1707名，其中仅汝州
市就发掘优秀“村宝”255名。

本次活动选拔的“村宝”均来自全省各地
的基层民众，他们有的会唱戏、有的会表演，有
的孝心感人、有的常年帮扶他人，每个人身上
都有与众不同的闪光点。

焦作市中站区西冯封村的“村宝”刘见木
是一位书法艺术爱好者，其书法笔势苍劲有

力，作品曾多次在各种展览比赛中获奖。其力
透纸背的书法作品，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失
去右臂，常年用左臂工作、生活的残疾人的艺
术大作。除了书法成就之外，刘见木还是一位
古道热肠之人，他坚持义务写春联、免费授课
已有十余载，其高尚品格令人交口称赞，是名
副其实的“一村之宝”。

“小鼓一打响叮咚，请来老少众先生，诸
位老少都请到，哑言稳坐慢慢听。”河洛大鼓
第四代传承人，巩义市曲协主席、巩义北山口
镇高尚村的“村宝”尚继业创作的河洛大鼓

《劝人要有好心态》，以贴近生活兼具时代感
的曲词、腔调，唱出了新时代河洛大鼓曲艺
情。尚继业成功入选“2019 中国非遗年度人
物”推选宣传活动 100名候选人名单，他和他
的河洛大鼓不仅是高尚村的“村宝”，更是民
间文化的“国宝”。

激活乡村文化建设内在活力

“寻找村宝”活动的开展为农村百姓搭建
了一个别样的乡村舞台。舞台上站着的不再
是“明星大腕儿”，舞台上展演的不再是“阳春
白雪”，而是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乡亲成了舞台
的主人，土生土长的街坊邻居成为舞台的主
角，所演所听的是眼前发生的鲜活内容，乡村
整体的文化环境焕发出内在活力：村里聚在一
起打麻将的人少了，三五成群唱歌跳舞的人多
了；闲在家里看电视的人少了，出门参加活动
的人多了，乡村也热闹起来。

“寻宝活动”的开展使得广大基层群众在
家门口便可享受到精彩有趣的本土文化展演，
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草根文化队伍”，为农村群
众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经过层层选
拔脱颖而出的优秀“村宝”，化作文化的种子被

“种”入乡村大地，吸收农村本土文化的“雨露
精华”及政府扶持政策的“人工肥料”繁茂生
长，成为激活乡村文化的“一池春水”。

□□ 李剑桥 张秀华 文/图

乡情、乡风、乡愁、乡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
关键词。为了发挥乡土人才在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村镇建设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作用，

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马山子镇开展了
乡土文化人才库建设工作。

高家庄子村的田桂兰是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刺绣的传承人，其作品先后获得山东省民
间艺术作品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家纺手工精品

创意大赛银奖，以及滨州市首届民俗文化民间
美术作品赛二等奖等奖项；帝赐街长拳于
2010年被列为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帝赐街村的孟祥雨为传承人，在山东省第
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山东省第五届传统武
术比赛中，表演的《六合双刀》获得了三等奖，
目前已建设了帝赐街武术馆，孟祥雨义务授徒
20多人，并在大梁王幼儿园大班和中班传授
帝赐街长拳技艺……各类非遗传承人成为人
才库的来源之一。

除此之外，近年来，马山子镇每年一届、连
续五年组织开展了四德之星评选、广场舞大
赛、民俗文化会演等文体活动，从活动中也发
掘出了很多本土人才。

截至目前，马山子镇已登记书画、剪纸、秧
歌、刺绣、武术、舞蹈、戏曲、厨师等乡土人才
242人，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全面
建立起乡土文化人才库。

“今后我们乡土文化人才库建设还要搭建
平台，发挥好乡土文化人才的作用，传承发展

民俗文化，组织各类贴近群众生活的文化活
动，让群众文化动起来、火起来，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马山子镇宣传委员范立洪说。

传统武术形意拳第五代传人、大梁王村
村民崔文兴，义务教授弟子 50 多名，多次参
加全镇的民俗文化会演，传承发扬了中国传
统武术文化，目前已建设了形意拳馆；传统
鲁北武秧歌在当地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曾经
停演 19 年，现在，在第五代传人马玉州的指
导下，第六代传人马如泉进行了创新表演，
勾起当地村民的乡愁；传统疯秧歌自古以来
在当地流传，大梁王村村民李桂英将移风易
俗、党的十九大精神等知识内容融入其中，
下村慰问演出，达到了以文化人的作用，传
承了传统秧歌。

马山子镇通过建立乡土文化人才库，举办
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为乡土文化人才发挥作用
搭建平台，不仅让群众性文化活动空前活跃，
还让锣鼓、武术、戏曲等各类优秀民间文化得
到了创新和发展。

河南：“村宝”化作种子“种”入乡村大地

山东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马山子镇建立乡土文化人才库——

收集激活群众文化的“火种”

“寻找村宝”活动现场。 资料图

文化视点

帝赐街长拳传承人带领村民练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