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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湖南非遗馆开馆

近日，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创建的云上湖南非遗馆正
式开馆启用，同时启动了“云上拾路 守护潇湘情”第四届湖南
传统手工艺网上博览会，让广大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
湖湘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云上湖南非遗馆由湖南韵动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运用VR全景技术，线上展位展台开启逛
展新体验。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基于云计算技术创新，采用
三维虚拟现实、VR技术将线下展会送达云端，通过湖南非遗
官网、湖南公共文旅云、移动WAP端、微信端、线下一体机5大
端口进馆参观体验，成功打造24小时在线、365天不落幕的多
维立体文化空间；二是场馆各功能高度融合，集管理、展示、销
售为一体，与京东湖南非遗商城云上互通，一展一销相辅相
成，边逛边看一键购买，畅享多彩非遗，带动文旅消费，助力脱
贫攻坚；三是形成的“云展会+云推介+云消费+云扶贫”模式，
为湖南非遗插上腾飞的翅膀，开辟一片非遗传承发展新天地。

第四届湖南传统手工艺网上博览会共汇集 71项非遗、61
位代表性传承人、5所研培院校和4个生产性保护基地，近180
种非遗产品入驻京东湖南非遗商城，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全方位、多角度诠释着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全馆参观时
长约6小时。

据了解，云上湖南非遗馆开馆后，接下来还将逐步完成传
统戏剧等更多类别的非遗项目上线入馆。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安徽怀宁小市镇
倾心打造“诗乡·花香”文化品牌

古塬书画院乾隆牡丹园书画创作基地揭牌、消费扶贫葡
萄采摘节开幕、赠送书画作品进乡村……随着系列文化活动
开展，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倾心打造的“诗乡·花香”文化品
牌，影响和效益越来越彰显。

怀宁县小市镇是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底蕴深厚的文化
名镇，同时也是正在崛起的经济重镇。该镇是千古爱情绝唱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距今320多年的“乾隆牡丹园”也
坐落在求雨村的李破屋，此外，孔雀东南飞文化园、焦刘合葬
墓、孔雀台、“小市安徽龟”化石出土点、王家山新石器遗址等
知名景点，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布在境内。自 2019年以
来，该镇将文化旅游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着力打造

“诗乡·花香”文化品牌，目前已举办的两届文化惠民活动，均
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发展具有
自身特色的乡村旅游和休闲观光农业，逐步形成了“农旅结
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格局。 钱续坤 黄珏瑢

广西环江县
书屋科普讲坛助力中草药种植

近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下塘村农家书屋举
办了一场中医文化与中草药种植知识讲座，书屋坐满认真听
课的村民。这是县里专家特意为当地群众扩大种植中草药广
豆根脱贫致富而开展的科普讲坛活动。

“今年下南乡已推广种植广豆根 648.5 亩，力争打造成环
江少数民族中药材特色产业示范乡。”下南乡政府工作人员覃
爱宁介绍，目前该乡新增174户农户参与发展广豆根中草药种
植，全乡种植中草药面积约1300多亩，广豆根产业发展初具规
模。这个时候送科普讲坛下乡，受到了村民群众的欢迎。

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是毛南族发源
地和主要聚居地，石漠化发生率高，农业生产条件差。针对人
多地少实际，近年来，环江因地制宜发动下南乡群众种植广豆
根，通过培育经营主体，推动农企联结，引导股份合作，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如今，漫山的山窝地种满了中草药广豆根，成为
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谭联宾

北京怀柔区
楹联创作沙龙培训文化人才

8 月 2 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楹联创作沙龙在北京市
怀柔区柔石轩文化小院举行，来自区内的 10 多名楹联爱好
者参加了活动。活动特邀北京市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北
京楹联》主编宗宝光为大家进行了楹联创作基础知识专题讲
座。讲座中，他就“楹联的定义”“楹联的创作规则”“楹联创
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内容，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宗老师的讲解通俗易懂，耐人寻味，听后非常解
渴。尤其是对大家提出问题的解答，更为大家今后的楹联创
作明确了主导方向。”诗联爱好者祖虹艳的发言表达了大家
的心声。

怀柔诗联学会负责人表示，今后，学会将通过线上线下不
同形式的讲座，丰富培训内容，普及创作知识，进而营造更加
浓厚的学习与创作氛围，为繁荣怀柔的诗联创作、群众文化发
挥更大作用。 耿萧 魏明俊

山东东营
文化养老乐陶陶

8月3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体活动中心老年大学课
堂上，学员在排练戏曲节目。东营区积极实施文化养老战略，
探索“社团+支部”工作模式，开展离退休干部共享式社区生活
示范点建设，通过开设戏曲曲艺、书法绘画、歌舞声乐、法律时
政、营养保健等课程，推动形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的社会文明新风尚。 刘智峰 王俊杰 摄

文化视点

□□ 彭松 本报记者 朱海洋

只要一得空，徐金甫就往邻居徐荣龙家跑。73岁的徐金甫，是村里
的老支书，没啥特别嗜好，就爱读书看报。记者刚到徐荣龙家，老书记
又在“啃书”。一看，书名《那山那水》，说的是浙江安吉县余村的故事，
正读到第67页。

徐荣龙的家，就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枫桥镇的联丰村王祥里自
然村。他自己倒没念过几年书，也无藏书习惯，只不过心肠热、人缘好，
是村里的“老娘舅”。这不，今年，浙江省试行“农民书屋进农家”，徐荣
龙家入围首批15个农民书屋之列。

记者看到，书屋就设在堂前。三套书柜紧靠墙壁，中间一条长桌。
投影仪的幕布已挂上，过几天就来安机子，以后还能连视频、看电影。
500本新书，分门别类，并未将书柜塞得满当。不过，根据农民的阅读需
求，之后还将不断添书。

农村办书屋，并非一桩新鲜事。早在十年前，农家书屋就开遍全省
乡村。只不过，有的放在村委会，有的设在老年活动室，还有的移到了
农村文化礼堂。这些书屋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确实有帮助，但关键在
于如何用活。打理得当，百姓欢迎；若无人照看，则只能吃灰。

联丰村的文化礼堂也有个书屋，就是离得有些远，周末往往不
开，加上平时冷冷清清，大家愈发不好意思进门。“这下好了，就一炮
仗路，熟门熟路，看书特方便。”徐金甫深有体会道。记者采访时，正
好有五六人在看书，小孩看漫画，妇女学插花，还有一位农民在看如
何种葡萄。

书屋是如何运营的？据了解，设备、书籍全由政府买单，徐荣龙免
费提供场所，并负责日常运行，雷打不动，每天都开。因为要点灯、开电
扇，徐荣龙每月会有100元的补助。他坦言，就算没钱也愿意办，这不仅
是件功德事，还能为村里的旅游业加分。

早前，联丰村是个养猪村。一千多户人家，九成多养猪，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2013年，浙江启动畜牧业转型升级。于是，村里告别了养猪
业，转而发展种植业，并开始建设美丽乡村。

王祥里的风景最好，于是村里动员大伙开农家乐。还是徐荣龙最
早“吃螃蟹”，2018 年时，花了 20 多万元，将兄弟俩的房子改成农家
乐。现在村里头，农家乐已经有十来家，有的只做餐饮，有的还提供住
宿。“不光村民可以来看书，游客也能来。有了书屋，还能留得住客
人。”徐荣龙说。

7月28日，“浙江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暨农民读书节”在联丰村启动。记者了解到，接
下来，在过去田间学校、田间书屋等的基础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推动一批书屋进农家，推动农村阅读新风尚，为乡村文化赋能。

“这次活动，我们专门联合了新华书店、咪咕数字传媒，还将推动农民线上线下
融合的读书潮，让老百姓不仅能在家门口读好书、好读书，还要让他们用一部手机，
阅遍天下书，更要让读书成为一种自主习惯和精神追求。”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校长王仲淼说。

河北省廊坊市深度挖掘整合历史古镇、文化名人、民俗手艺等旅游资源，开发精品旅游线路，以
旅游业提升城市知名度、影响力和整体形象——

文旅融合突出地域文化味道

□□ 周效义 文/图

每当夜幕来临，晚饭一过，安徽
省砀山县关帝庙镇阚寨村文化广场
上欢快的乐曲就会准时响起，吸引
着三五成群的农民欢聚一堂，上有
80 多岁的老人，下有 10 多岁的孩
童，在这里一展身手。他们没有华
丽的衣服，舞步也不那么标准，但是
质朴的快乐和平凡的幸福却感染了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跳
舞、健身已经不再是城市人的专
利。说起阚寨村广场舞的兴起，和
农民理发师蔡妮密切相关。今年
40 多岁的她，有着一副热心肠，热
爱公益事业，又能歌善舞，她看到近
年来乡亲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了，可文化生活却相对匮乏，2018
年，萌发了组织一个广场舞团队、活
跃乡邻业余文化生活、锻炼身体的
想法。

她把打算和几个好姐们一商
议，大家一拍即合。购买了音响设
备、演出服装等，借助村文化广场的
场地，几个好姐妹在一起边学边
舞。就这样，乡村舞曲每天晚饭后
准时在广场上演。“咚咚锵、咚咚锵”
的舞曲，吸引了村里的不少老少爷
们，他们在观看的同时，也情不自禁
地上台一试身手，纷纷加入了“扭一
扭、摇一摇”的行列。

随着跳广场舞的人数越来越
多，蔡妮和几个好姐妹喜上眉梢，
自愿当起初学者的“辅导员”，教大
家动作、节奏要领等。渐渐地，一

个土生土长的草根广场舞团队诞
生了，由当初的 5 个人增加到了 60
多人，形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
舞团队。

在每天晚饭后的广场舞欢跳
中，今年已经 80多岁的曹迎光老汉
最为“抢眼”，他说：“年龄越大，越要
有个好身体，我跳广场舞不为别的，
就想锻炼身体、图个快乐，吃过晚
饭，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村文
化广场上乐呵乐呵。”

“为不耽误村民休息，俺们跳广
场舞的时间每天晚上不超过一个半
小时，团队壮大了，为丰富群众的业
余文化生活，在镇文化站和村委会
的支持下，逢年过节，俺们就编排一
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配合
广场舞，让十里八村的农民开心娱
乐。”采访中，蔡妮这样对笔者说。

2020 年的新春佳节，一场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地都进入

了防控状态。看到村里的防控人员
顶风冒雪日夜坚守在防控一线，蔡
妮和哥哥王新领商议，决定用演唱
的方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王
新领是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唢呐
的传承人，曾多次出国演出。蔡妮
自编自演了《为疫情防控做贡献》等
疫情宣传唱段，并首先带头捐款
500元，发动广场舞队员献爱心，两
天时间，队员们就捐款2450元。

舞蹈队员丁玉侠患有乳腺癌，
是村里的贫困户，当她得知队员们
向疫情防控捐款时，也献出了自己
的一份爱心。

阚寨村广场舞的兴起，在当地
已经小有名气。村党支部书记闫
斌告诉笔者：“广场舞让群众的业
余文化生活有了一个好去处，凝聚
了人心，增添了友谊，加深了感情，
振兴了乡村，广场舞‘舞出’了精彩
人生。”

夜幕降临，舞曲准时响起。

农民理发师蔡妮：

广场舞“舞出”乡村精气神浙
江
农
民
书
屋
进
农
家

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展示的早期自行车模型。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文/图

盛夏七月，站在河北省廊坊市胜芳古镇的
文昌阁上向北遥望，波光粼粼的东淀上水风习
习，这个在北宋因种植水稻、莲藕，被文人墨客
吟咏“胜水荷香”“胜水流芳”而得名“胜芳”的
千年古镇，依旧充满人间烟火味。记者走在小
镇的街头巷尾，品尝一碗祖辈传承下来的纯手
工制作藕粉，似乎依稀可寻北方水乡曾经的

“荷香”阵阵……
由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的2020年廊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
召开，7月27日-28日，记者跟随大会前期采风
团，深入探访了李少春大剧院、华夏民间收藏
馆、胜芳古镇、大城县红木文化产业新城、大华
工坊、文安县京南古镇苏桥镇等10余个廊坊境
内富有特色的景区景点，领略了廊坊市的悠久
历史、多样文化和民俗风情。

忆古思今体味古镇兴衰

作为曾经的水陆码头，胜芳古镇贸易繁
荣鼎盛，清朝时成为乾隆下江南必停留休息
之地。之后随着水路运输的衰落，胜芳古镇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古镇虽然不再如
昔日鲜花着锦般繁盛，但依旧在朴素的人间
烟火气中延续着生生不息地繁衍与传承，这
是胜芳古镇的魅力，也是所有古镇吸引游客
的最迷人之处。

胜芳古镇有保存较好的两处清代大户人
家院落：张家大院和王家大院。张家大院建于
1830年，原房主为胜芳八大家之一的聚兴堂张
家，宅院共分四个四合院，西侧两院均为清式
木构架硬山建筑，东侧两院为欧式建筑，中间
有穿堂鸳鸯厅，为一厅四室。四个小院均有小
门，回廊连通。大院部分保持原样，部分回廊
有所拆改，但木架未动，经大修恢复原貌。王
家大院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是中西合璧的
建筑，大院原分为四个小院，集合了欧式、非洲
风情、传统清式的建筑风格。

走进这两处大院，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清
代家具原件，百年前铺设的木地板和瓷砖依旧
结实光亮，让人不禁能遥想出清代大户人家日
常生活的起居情景。

除了胜芳古镇，在文安县还有京南古镇苏
桥镇，苏桥镇也是重要的水陆码头，属于“鱼米
之乡”。传承至今的苏桥熏鱼、北桥炸糕、霍家
肉等美食是古镇留给当代人的宝贵财富。苏
桥熏鱼是苏桥最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美食之
一。烟熏制作,肉刺分离,配料齐全，晶亮酥香，
目前,靳家熏鱼已入选了市级非遗保护名录,被
评选为“廊坊十大名小吃”。游苏桥，就是在美

味中品古城、思古人、知文化。
除了美食，苏桥飞叉会也入选了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桥飞叉会将通
背、太极、花叉三技融为一体，飞叉除在地面表
演，还能只在方凳上用双腿表演，不但能表演
单叉，还能表演双叉。此外崔家坊村古剧种

“哈哈腔”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感知手艺的温度与厚度

传统的手工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
化内涵，既有文化价值，也有当代经济价
值。不仅可以通过卖出产品实现创收，其原
料产地的风土人情、制作手艺本身、集贸交
易现场等也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在这次的
采风活动中，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地点也是
一大亮点。

周二清晨，大城县红木文化产业新城的露
天大集已经人声鼎沸，在一堆木材边角料中，
一老一少正在细细挑选，“这一块能出一个串
吗？”年少者将小木块拿到鼻子下闻闻，年老者
接过来，用手在木块上比划了一下，“可以”，然
后是称重、议价、成交，原来他们是在购买制作
紫檀手串的原材料。

这样的场景在露天大集随处可见。每周
二举办的红木大集，吸引了京津鲁豫晋等地的
众多商家和游客前来逛集，集市上的红木产品

大到整套家具，小到摆件挂饰，商品种类琳琅
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历史上毗邻京城，曾经京作家具的能工巧
匠流散聚居于此，手艺得以传承。

大城县红木文化产业新城总投资93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43亿元，项目规划占地720亩，总
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现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
的红木家具生产和交易集散地，享有“中国京
作古典家具之乡”的美誉，是北方最大的红木
产品集散中心。

离“红木文化产业新城”不远的大华工坊，
专门制作红木家具，主人韩康虽然年青，但是
已经带领 20 多位手艺人，闯出了一片市场，年
销售额可达 1000多万元。从 30多万元一套的
小叶紫檀茶几椅子，到5万元左右的卧床，满足
小众要求，更迎合大众需求。碰到珍贵木材纯
手工制作，与装修公司合作，用相对廉价木材，
定制价位更能被大众接受的中式古典家具，韩
康告诉记者，工坊已经走出了一条以市场养手
艺，以手艺提品质的传统手工艺适应当今市场
的发展新路子。

除了红木家具，在大城县还有一项手工艺
也非常吸引人——工艺葫芦制作。葫芦与“福
禄”谐音，象征着幸福与美好，大城县九间房村
的葫芦种植已有26年的历史，种植面积1200余
亩，葫芦种类 32 种，是全国品种最全的葫芦种
植基地之一。

近年来，该村不断探索新模式，创新产品

种类，拓宽销售渠道，初步形成了工艺葫芦种
植、加工、销售等上下衔接的产业链条。九间
房村葫芦对葫芦生长过程进行人工控制，采
用绾结、勒扎技术，打造出理想的花样造型。
葫芦烙画也是远近闻名，烙画者运用多种手
法，在葫芦光滑坚硬的表皮上，创作出人物、
山水、花鸟等作品，能长期保存、收藏，艺术价
值极高。

场馆里开眼界沐书香

逛博物馆、纪念馆，看书画展，也是很多人
喜爱的文化休闲方式。这次的采风活动中，霸
州市的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地方名人李少春纪
念馆和益津书院也以其特色文化内容吸引了
采风一行人。

中国自行车博物馆是霸州华夏民间收藏
馆的三大主要展馆之一，也是中国目前规模
最大、藏品最为丰富的唯一的自行车博物
馆。博物馆分为自行车史话厅、自行车运动
厅、国际藏品区、国内藏品区、综合厅、自行车
王国的故事厅等展区。该馆收藏了产自世界
各地的不同品牌的精品自行车 300 多辆，在世
界自行车展馆中藏品最多、种类最全、规模最
大，填补了“自行车王国”中国没有自行车博
物馆的空白。

在博物馆，各种奇形怪状的早期自行车样
式让参观者感觉匪夷所思，而镇馆之宝“白金
人”更是让很多人驻足良久，细细观看。

李少春纪念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
等，展示了霸州籍京剧名家李少春的人生轨
迹；益津书院始建于元至顺二年（公元 1331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改建为高小学堂。2006
年初，霸州市投资 1750 万元恢复重建，占地
29.61 亩，总面积 19740 平方米，由开放式文化
广场、书画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这两处地方
应该是京剧、书画爱好者的必逛之地。

近年来，文旅融合、农文旅融合正成为旅
游的热词，越是有地域文化味道和特色民俗风
情的地方，越能受到游客的青睐。

河北省廊坊市通过对境内历史名人、民俗
手艺、古镇、特色博物馆、红木大集等旅游资源
的挖掘和整合，开发出“文化霸州水乡游”“双
城一日游”“古文化休闲游”“小镇文化自由行”
等 4 条新的精品旅游线路，实现了区域资源有
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让旅游产业全域联动，
旅游成果全民共享。

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廊坊市未来还将深度挖掘廊坊旅游内涵，进一
步提升知名度、影响力和整体形象，并将通过
召开文旅大会，让更多外地人感受到廊坊独特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传统工艺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