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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
首批“非遗在社区”示范社区启动

记者从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日前，“非遗
在社区”启动仪式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清源社区
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成都毅
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苏坡街道办事处和清源社区协办。活动现场邀请到了茶艺、
川剧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

据悉，“非遗在社区”是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的试点项目，以尊重、保护和支持以人为核心的非遗传承实践
回归社区、回归生活为宗旨，以增强非遗在现代城市中的传承
传播活力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
和温州5个城市开展“非遗在社区”试点工作。

作为“非遗在社区”试点城市之一，成都共选取了 5 个试
点社区——锦江区督院街道办事处青石桥社区、青羊区苏坡
街道办事处清源社区、金牛区沙河源街道办事处新桥社区、
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办事处老马路社区、成华区二仙桥街道办
事处下涧槽社区。接下来，成都市将通过社区在地非遗项目
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积极开展与非遗相关的传习活动，让
社区居民成为非遗常态活动的主体，让非遗传承实践回归社
区、回归生活。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安徽庐江
“邻里剧团”俏乡村

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农村出现了一些自发组合的“邻里
剧团”，在集市村头、休闲广场、家庭小院，几把二胡、一支长笛、
一台木琴，吹吹打打便吸引来许多能歌善舞的人，一支乡曲、一
曲黄梅，热闹了山乡人家，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亮点。

图为日前在柯坦镇陈埠社区居民徐萍家里,乐队吹拉弹
唱，气氛热烈。 徐州 摄

浙江衢州
邮储银行爱心共建情暖残疾学生

新学期来临之际，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启智学校残疾学
生们展出优秀手工作品，让前来奉献爱心的叔叔阿姨们深受
感动。这一天，邮储银行衢州市分行第三党支部和衢州市绍
兴商会党支部的党员们走进校园，联合开展“共建、共享、共
进”关爱启智学生活动。

此次系列走访献爱心活动为该校师生在抗疫期间的健康
生活和学校防疫抗疫等工作提供支持。据了解，自疫情发生
以来，在当地监管部门指导下，邮储银行衢州市分行党支部积
极以党建为引领，防疫和业务协调发展。该行成立青年突击
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党旗飘飘齐心抗疫、助农、开辟绿色通道
为企业疫情防控提供金融支持等活动，受到好评。在此次献
爱心活动期间，该行还围绕关心学校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
等展开座谈。启智学校校长吴景新介绍了学校发展历史和该
校学生的特殊性，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特殊教育的意义。邮
储银行的共产党员代表表示，服务社会，关爱民生是邮储银行
作为一家国有银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将把对在校残疾儿童的
关怀作为党建共建工作的一项内容长期坚持下去。 李由

浙江温岭
传统文化润童心

近日，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团委、妇联、关工委联合在南咸
田村文化礼堂举行乡村十礼之启蒙礼活动，20多名村里的孩子
穿上传统汉服，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正衣冠、行拜师礼、朱砂启
智、开笔破蒙等仪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江文辉 摄

广西田阳
山歌传唱扶贫好故事

“田阳有女儿，名叫黄文秀；不恋大都市，毅然回农村。响
应党号召，下村当书记；做扶贫工作，困难可不少……”近日，
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老乡家园举办
了以“学文秀精神、增内生动力”为主题的山歌传唱活动。

传唱晚会上，传唱的山歌歌调统一用五字句古美山歌曲
调，台上由身穿民族服装的山歌手组成的山歌传唱队唱出的
山歌优美动听，让台下的搬迁群众听得津津有味，大受鼓
舞。美妙悦耳的山歌激励着搬迁群众不断增强致富奔小康
的信心。

据悉，山歌传唱活动由该区妇联、老乡家园党委共同举
办，目的是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以先进
促发展、以模范促脱贫，让贫困群众把发家致富、脱贫攻坚工
作做得更加富有成效。 黄国顺 罗桂荷

“我是麦子，也是玉米”
——记一边放羊一边读书写作的残疾农民诗人李松山

乡村阅读榜样

□□ 薛启涛 文/图

“你因尧舜禹光芒闪烁，你因中条盐湖富
民强国，你因关公精神诚信天下，你因西厢爱

情陶醉你我。”夏日夜晚，在山西省运城（市）永
济市人民剧院舞台上，歌手赵肖雷的一曲《这
里最早叫中国》，悠扬动听，感情深沉。“条山盛
开一枝花，河水淌出一幅画。千亩林田连成

海，万吨菇笋又出发。张生莺莺传佳话，盛唐
铁牛撼华夏。”优美婉转的《美丽永济我的家》
引得满堂喝彩……原来，这是永济市 2020 年

“爱家乡、庆丰收、迎小康”歌手大赛的决赛正
在热烈进行中。

此次歌手大赛由中共永济市委宣传部牵头，
永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永济市总工会合办，
永济市人民剧院承办，永济市广播电视台协办，
旨在弘扬优秀农耕文化，挖掘培养演唱人才，选
拔一批地方优秀农民歌手参加“全国农民歌王争
霸赛”。

参加此次大赛的选手中，不少人是从田野
里走出来的农民，是第一次登上舞台。他们热
爱家乡，热爱艺术，在希望的田野里辛勤耕耘，
科学致富，赞美生活，怀着对党、对祖国、对家
乡的深厚感情，唱出了《我爱魅力永济城》《咱
老百姓》《小背篓》和《我爱你中国》《幸福中国
一起走》《在那东山顶上》《我的黄土地》等原
创、民族和通俗歌曲，感情真挚，声情并茂，抒
发了农民歌手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热爱

和赞美之情。
整个大赛呈现出主题鲜明突出、乡土气息浓

烈、文化大餐丰盛的特点，进一步活跃了永济百
姓的文化生活，传播了好声音，传递了正能量，全
面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的艺术才华和精神风貌。
所有参赛歌曲均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传递正能量、提振精
气神，还歌颂美好生活，致敬广大农民，助力乡村
振兴，进一步聚拢乡村民心。

据悉，地处中条山下、黄河岸畔，素有“晋南
历史名城”美誉的永济市，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
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农民文化活动，一
直以来搞得非常活跃。此次歌手大赛自今年6月
启动，在各镇、街道支持下，全市先后有50余名各
界选手报名参加，永济市总工会和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还对选手们进行了专业培训。经过初次
预赛后，最后有 16 名歌手进入决赛。当天晚上，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比赛，1 号选手赵肖雷以一首
描写永济的原创歌曲《这里最早叫中国》，夺得歌
手大赛一等奖。

山西永济：农民歌手大赛唱出“幸福声”

李松山近照。 受访人提供

演出现场。

□□ 本报见习记者 陈欣瑶

处暑刚过，几场大雨给豫中地区的村庄与
田野带来了股股清凉。云销雨霁，李松山的未来
几天排满了活计——今日放羊，明日收玉米，后
天一早薅花生，后晌仍去放羊。在李松山看来，
比起五月里有机器帮忙的麦收，秋天掰玉米才最
累人：“恨不得多长几条腿，多长几只手。”

不过，不论当天是下地还是放羊，李松山
都有一门不变的“早课”：五六点起床，理一理
思绪，翻几页书，琢磨琢磨灵感。同样是“一天
之计在于晨”，谈及这个文学时刻，李松山说：

“能成诗的话，会给我一整天的好心情。”
李松山刚刚迈入不惑之年，是河南省舞钢

市尚店镇李楼村一名既普通又不凡的农民。
1980 年出生的他不断克服脑膜炎后遗症带来
的困难，自学读写，歌咏故乡，渐渐成长为报刊
中、网络上小有名气的诗人“山羊胡子”。2019
年 2 月，国家级诗歌刊物《诗刊》刊登了李松山
的组诗《自画像》；2019 年 6 月，央视新闻频道

《今夜面孔》栏目播放了以李松山为摄制对象
的专题片《深山里的牧羊者》；2020年7月，李松
山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14位诗人一道，入选
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

辍学放羊娃爱上文学

村前河滩边的小树林，如今是李松山放羊
的新去处。“以前放羊去村后的东北冈，现在修了
高速路，就换了草场。”4岁时的那场脑膜炎，不
仅令李松山的口齿有些含混，还让他跛了一条
腿。穿过没膝的草丛，10多只波耳山羊在林间
悠闲觅食。低垂的棕色羊耳轻轻拨开草茎，李松
山频频拿出手机拍下点点滴滴，用同样不甚灵活
的手指将一情一景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好想处理掉这些羊啊。”每到农忙时节，
李松山便免不了这样图文并茂地开一句玩
笑。放下手机，羊儿依旧吃草，李松山也继续
精心照顾着它们的起居。这不仅是因为一只
成年波耳羊能卖到一两千块钱，更是因为它们
与树林、河滩、村庄一道，早已成了李松山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李松山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双胞胎弟
弟，名叫松林。自 2016 年父亲去世之后，李松
山便与年过七旬的老母亲一起生活。提起自
己患病之前，他已经没了多少印象。对他来
说，言语与行走的不便早已成了另一番常态，
丝毫没有阻碍他与村里的同龄人相处相伴。

在李松山升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
来了一位转校生。转校生将许多糖果和玩具
分送给班上的同学，唯独没有准备李松山的一
份。“他说我是哑巴、瘸子，不和我做朋友。”回
看童年，李松山在失落之余也多了一份坦然，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普通人的差别。”
在弟弟松林的记忆里，尽管有这些“差

别”，但哥哥仍然喜爱校园与书本：“有书的时
候，我们俩就坐在窗台上，一起翻，一起看。”这
种自然而然的兴趣，也来自李父对历史故事、
民俗传说的爱好。“我和弟弟经常给爸挠痒痒，
央求他给我们讲故事。”李松山笑道，“他最爱
讲的就是‘三国’。”

9 岁时，癫痫症令李松山的身体状况雪上
加霜。于是，也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李
松山小学四年级读到一半便辍学回家，开始了
几十年的放羊生活。

谈到最初的日子，李松山用了“浑浑噩噩”
这个词：“没有目标，光是混日子，大把的时间
浪费掉了，自己有时候也看不上自己。”

转机出现在 1995 年，弟弟松林考上高中。
这一边，松林开始给当地的报刊投稿；那一边，
百无聊赖的松山带着弟弟的课本去放羊，被一

首《再别康桥》深深地吸引了。“诗这种文体，给
了我说不出的惊喜。”李松山对彼时的情景印
象深刻，“弟弟在练笔，我特别开心，开始觉得，
自己也可以写。”

就这样，15岁的李松山对着家里那台十二
英寸的黑白电视，自学起了读写。“主要是靠看
电视、看字幕。”李松山说，“整天瞪着眼睛学，
在日记本上写，用了好几年。当时我的字像蚯
蚓爬，只好写完了再找同学们帮我誊抄，誊好
了再投稿。”

2002 年，李松山的第一篇短文在《舞钢晚
报》上发表了。这篇名为《走出黑暗是黎明》的短
文立足于李松山的个人经历，讲述了一个克服残
疾、走向光明的奋斗故事。弟弟松林仍然记得读
到这篇文章时自己的心情：“当时我读大二，哥哥
把报纸寄到了学校。我拆开信封，想起我俩聊天
谈心的无数个夜晚，又高兴又流泪。”

从“羊老师”到牧羊诗人

读完弟弟的课本，李松山开始四处借书。
从“四大名著”到《平凡的世界》，从《简·爱》到

《呼啸山庄》，他慢慢地读，有些书甚至来自朋
友的朋友。带书放羊成了李松山的标志，村民
们也给他取了一个半是关切、半是打趣的谐名
——“羊老师”。

日积月累，被喊作“羊老师”的李松山有了
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时随地将脑海中闪过的词
句记录在小本子上。李松山说，自己真正开始
写诗的契机，就是这些片段语句：“那是在发表
短文之前，弟弟还在读高中。他无意间翻看我
的练习本，非常兴奋，一个劲地鼓励我。”

对弟弟松林而言，那几行写在纸张背面的
句子至今历历在目：

我在初春的麦田里奔跑，
我找啊找啊，
原来春在嫩绿的柳芽里。
重温这个特别的时刻，李松山回忆道：“就

是弟弟对我说，这是诗啊，哥，你可以写诗啊！”
2013 年前后，在陕西一份学报上，李松山

的诗《那时的你》第一次发表了：
你在小窗前
剪一缕明媚的忧伤
我在槐树下
弹一曲涩涩惆怅
……
这首给同桌的赠诗完成于 2006 年，记录

了少年李松山的懵懂岁月，也给“羊老师”带
来了第一笔诗歌稿费——报纸编辑发来微信
红包，20块钱。

“羊老师”不断将自己的诗作发布在朋友

圈里，网络上的“山羊胡子诗辑”频繁被转载、
更新，当地报刊上署名“李松山”的诗歌越来越
多……同学们又惊又喜地发现，用“山羊胡子”
做笔名的诗人“李松山”就在身边。与此同时，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料理家务的老母亲也
捧起了书本。“我妈没多少文化，但认识我的名
字。”李松山对记者解释道，“新的杂志拿回来，
她就翻目录，找到我的名字，就不住地点头，不
住地笑。”

渐渐地，村里不再有人提“羊老师”的谐
名，远近四邻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帮李松山
寻找提升自己的新路子。“2016 年 8 月，塔后组
的一个朋友见我发诗，说她认识的一个姐妹参
加了舞钢诗社，问我想不想加入。”李松山说起
自己加入舞钢诗社的来龙去脉，“这样我才成
了舞钢诗社的一员，有机会结识诗社里的好几
位老师，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现代诗。”

谈到与读者、诗人乃至诗评家面对面的特
殊经历，李松山想起了去年 7 月在北京参加的

“中国地名诗词创作朗诵会”。正是在这次由
光明网、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等机构共同承
办的朗诵会上，李松山奉献了人生中第二次

“在台上的朗读”。“参加朗诵会的有著名诗人、
朗诵家，还有学者、编辑，轮到我的时候，我紧
张得要命，跟大家鞠躬摇头，示意不朗读。”李
松山仍然记得当时的腿上传来的颤抖，“少君
老师（即诗刊社主编李少君）握着我的手鼓励
我。一首诗，我一字一顿地读下来，落座后还
一阵紧张。”

用“山羊胡子”做笔名的诗人李松山如今
已经走出了李楼村，走出了舞钢，走出了河南，
走到了全国读者的眼前。在弟弟看来，写诗对
哥哥最大的改变，是助他找到了自信：“因为写
诗，我哥越来越自信，这是我们全家最开心
的。”如今已经定居杭州的李松林说，“过年回
家，在镇上给我车胎充气，老板还说，你哥给家
乡争了光，我来充气也免费。”

“我还是那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李松山
这样评述自己人生轨迹的变化，“人需要有目
标、有爱好地活着。我心里有目标了，才知道
劲儿往哪处使。”

“不过，我大姐偶尔还是会劝我，写诗太费
脑子了。”李松山此时的笑容，充满了被亲友关
爱的幸福感。

像爬山一样，步步登高

现在的李松山已经习惯了在智能手机上
用拼音输入法写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清
晨的“早课”时段完成的。对于舞钢诗社的老
师们，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手把手地教我”。

现任舞钢诗社副社长贾东伦（笔名“东
伦”）就是李松山提到的“老师”之一。除了谦
逊、好学、有灵气，贾东伦尤其为李松山的真挚
与憨厚所打动：“只要你说到松山心里去，他会
迅速起身和你握手。有时候坐在一起一小时，
就跟他握上几十次手。”

倘若参加诗社的活动，李松山便需要起个
大早，从村里步行到镇上，再换乘交通工具前
往舞钢市。为了减少这样的奔波，2017 年以
来，贾东伦与诗友们便时不时地来李楼探望李
松林。“有一次，我与量山（舞钢诗社成员）一起
坐在松山家的屋顶上看落日”，回想与李松林
论诗的场景，贾东伦便有许多感触，“松山原本
在院子里干活儿，收拾停当也爬了上来，跟我
们坐在一起。我讲讲诗，他讲讲羊，我们都感
受到，在这片天空下，生活带有一种诗意，也是
我们共有的财富。”

随着诗名的增长，李松山收到的赠书也
越来越多，房间里、壁橱上塞得满满当当，俨
然是一座中外诗歌读物的迷你书库了。“最
近很喜欢这本书，”李松山拿出了墨西哥作
家、诗人、文论家帕斯的《弓与琴》，“虽然我
的积累还很不够，但是很喜欢这本书里对隐
喻的阐释。”

有了不断更新的资源，李松山仍然如他所
说，还是那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他仍然喜爱
在雨中观看荷叶上滚动的水珠，也仍然为林间
草上吹过的清风而陶醉；他仍然将劳动与生活
视为诗歌的内核，也仍然不断书写着故乡、友
爱与亲情的母题。

不断挑战自己，像爬山一样写出深度和广
度，是李松山对自己诗歌的最新要求。“我想把
我，现实中的我，实实在在的我，提进诗中；我
还想把放羊、种地这样的‘干活儿’，通过诗的
语言呈现出来。”思量再三，李松山用一句颇具
理论意味的话，阐释了自己“劳动也是一种写
作”的观点——

他说：“以现实中的我入场，我是麦子，也
是玉米，我在感受，也在回忆。”

随着昔日的“羊老师”长成了今天的“牧羊
诗人”，村里来向李松山借书看的人也越来越
多。用松山族叔李长保的话来说，便是“从前
人缘儿就好，如今更加好”。李长保说，就在去
年，还有一家汝州人，通过魏安村的亲戚牵线，
趁着假期将自己读中学的孩子送来李楼村，为
的就是在李松山身边体验一下与日常劳动融
为一体的文学生活。

眼下，李楼村的文化氛围不断提升，刚开
设不久的农家书屋里也总是坐满了前来读书
充电的老少读者。

平日里，除了读书、写诗与放羊，李松山基本
上承担了家里4亩地的重活。母亲做的饭菜口
味清淡，他便间或自己下厨，端出最拿手的西红
柿炒鸡蛋或醋熘土豆，为自己和母亲“加餐”。作
为村里的低保户，李松山种地一年可以收入
4000块钱，每季度有八九百块钱的救济金，稿费
对他而言除了荣誉，也是一种“雪中送炭”。

“平时最快乐的事，是我带着母亲去赶
集。”谈及与母亲的生活，李松山笑着说，“坐着
三轮车，迎面吹着风。”

采访临近尾声，李松山忽然想起一件亟须
“澄清”的事：“以前记者来采访，问我以后有啥
打算，我顺着气氛说，喝喝酒、写写诗。没想到
此后我出去，到处都劝我喝酒。我说不能喝，
他们会说骗谁呢，报道里都说了。所以现实
是，因为身体原因，我确实不能喝酒。”

“松山大哥，还是同一个问题，以后您有什
么打算呢？”记者问。

李松山会心一笑：“等我在诗歌方面再精
进些，我也想着办个读书会、同好会，带动更多
的人了解诗歌，了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