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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将在
川渝两地举办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将于 11月 1日在四川省成都
市开幕，11月7日在重庆市闭幕。

中国诗歌节是目前国内最高规格的诗歌艺术盛会。每 3
年一届，自2005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期间将举办三大类 10余个子项目活
动，主要内容有：举办开、闭幕式及文艺演出，并首次采取线上
直播的方式与广大群众见面；开展诗歌主题活动，邀请著名诗
人、诗评家、学者及部分诗歌刊物主编，就“世界格局与本土写
作的美学转化”“抗疫诗歌的时代担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巴蜀文化、传统资源与新时代创造”等主题在成渝两地开
展学术交流和研讨；三是开展文化和旅游融合活动，在成都举
办“诗与远方”民族管弦乐诗歌音乐朗诵会，在重庆举办“诗梦
千年·两江吟咏”活动等诗歌专场活动。四川、重庆各向社会
发布10条“诗歌之旅”系列精品旅游线路。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
农旅融合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积极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有效
整合辖区内左江、邕江、红花岭水库、天堂水库、大王摊水库以
及扬美古镇、三江坡、根竹坡、麻子畲、四季那廊、朝阳坡等宝
贵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拓展农业功能，推动农业与休闲旅
游、特色美食、民俗演艺、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等产业的嫁接融
合，形成了“农业+”多种业态的发展态势，让绿水青山变成村
民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该区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充分挖掘乡土资源优势，推进乡
村旅游、农业电商、农村微商、家庭农场等新业态，农民年人均
收入逐年增加。“江南区今年 48个行政村的村级集体经济都
实现了翻倍的增长，9个贫困村的增长幅度更大。这些成果的
取得，主要取决于我们把好山、好水、村屯公路、特色物产等资
源有机整合，拉长了乡村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 1+1+1>3的
最佳效果。如同江村因引进‘硕果渔趣’和三江景区项目，已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4万元。”日前，该区在总结分析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人道出了其中奥妙。

郭超前

山西广灵
把特色农旅资源搬上文化舞台

最近，山西省广灵县举行金秋“庆丰收、迎小康”主题群众
文艺展演活动。《小康时光》《平舒秋韵》《壶泉恋曲》《口碑》等
生活气息浓郁的节目唱出了广灵农民的丰收甘甜和脱贫奔小
康心声。“中华民间艺术一绝”广灵剪纸、市级非遗“特色八大
碗”等非遗展示、特色风物T台秀等把文化、农旅、民俗搬上舞
台，融进庆丰收的喜悦氛围之中。

据了解，今年广灵县丰收节系列活动期间，知名艺人、主
播等走进“丰收广灵 为你拼单”县电商中心直播间，为小米、
苦荞醋、黄花菜、香菇、锅巴、杏仁、瓜子、南瓜子仁酥、沙棘糕
等广灵好物举行带货直播，向全国观众和消费者推荐这里的
特色美食、美物产，助力脱贫攻坚。“三农”专家与当地各界群
众代表进行观点交流及研讨，共话绘制美丽休闲乡村蓝图，激
活乡村特色产业新动能。丰富精彩的活动，不仅展示出当地
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及收获喜悦，更展现出现代农业的多元
魅力，丰富了今年丰收节的内涵与外延。 王岳

贵州遵义
农家书屋成“文化淘宝驿站”

“通过来看书，我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学到了致富新技
术。”近日，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旺草镇小河口村农家书屋
里，40多岁的村民苟光荣忙完农活就来到书屋“淘金”。苟光
荣通过科学养牛的书籍，掌握了养殖技术，实现增收致富。

“自农家书屋建设以来，来看书借书的群众越来越多，这
里成为群众学文化、长技能、强本领的‘黄金屋’。”小河口村党
支部书记潘成说。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近年来，绥阳县把文化扶
贫作为精准扶贫重点工作来抓，在 15 个乡镇 119 个村建起
了农家书屋，书屋成为贫困群众的“文化淘宝驿站”，为农
民增收致富架起了“信息桥”，让贫困群众既富“脑袋”又富

“口袋”。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据了解，遵义市在推进

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中，将农家书屋与党员活动室、
文化活动室等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结合，让文化资源活起
来、动起来，不仅满足了农民群众的娱乐需要，更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邓江龙 石芝谋

山东阳谷博济桥街道
文化大院为脱贫提供精神助力

院内干净整洁，党建扶贫图版醒目，10 多个村民正在
认真听讲并仔细记录着……10 月 27 日下午，在山东省阳谷
县博济桥街道商坑村文化大院内，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商保国正忙着为村贫困户讲解党的扶
贫政策。

据悉，近年来博济桥街道党工委紧紧围绕“抓党建、促扶
贫”这一工作思路，先后投入20余万元，在所辖村建起包括农
家书屋、活动室等设施齐全的文化大院，方便村民通过阅读学
习致富本领、参与文化娱乐活动提升精神面貌。

“在包村干部冯明库的指导下，通过村农家书屋，我认真
学习了政策和法律知识，增强了法律维权意识，今后我要经常
来。”商坑村贫困户商梦江说。“自村文化大院建成并运作以
来，村上居住人员约有6000多人次前来读书、学习，我们还通
过微信等推送科技知识，对贫困户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商
保国说。 王逸秀 王永奎

□□ 李科学 李英平 文/图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广阔天地乡邱庄村一
鸣书居内，两位客人坐在窗边，在轻柔的乐声中
凝神阅读。门前小池中水波微漾，时缓时急的
雨滴打在翠竹上，更衬出一方幽静。

自2017年开业以来，这个被河南省文旅厅
评选为首批精品民宿、被誉为“最美乡村书屋”
的地方，正影响着孩子们的读书、生活习惯，也
渐渐改变着村民的生活。

一鸣书居是一幢三层小楼，翠竹掩映下的
灰砖墙古色古香，低调雅致。推开大门，迎面是
一个面积约 40平方米的书屋。三面墙的书架
直通屋顶，8000余册图书门类齐全。书是根据
年龄层摆放的。童书在最下层，方便孩子们拿
取。因为阅读频次高，不少童书已有磨损。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书籍更新，我们希望书
籍能一直保持新的状态，给孩子们好的阅读体
验。”创办人黄普磊是邱庄村人，原在郑州一家
媒体工作。2016年，家中已成危房的老房需要
重建，黄普磊决定在自住的同时，为村里设一所
公益图书馆。

“有时天很热，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外边瞎
逛，放学了去河里游泳，我觉得他们需要一个这
样的场所。”考虑到图书馆的运营、管理、费用等
问题，他想到了加入商业模式，“把平时不住的
客房共享出去，办民宿，采取家庭+公益+商业
的模式。”

2017年8月，一鸣书居落成。一楼是书屋、
茶室、咖啡吧，可以读书、谈天说地；地下室开设
了影音室、乒乓球室等；楼上则为民宿。将民宿
与书屋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尚属首次。黄普磊起初也有顾虑，但实践证明，
这成了一个成功的文旅融合项目。

“暑假陪孩子来探望爷爷。一鸣书居环境

很好，我们已经住四五天了。”来自上海的刘小
红说。一旁读书的女儿李玥茗则表示，这家民
宿是她居住体验最好的一个：“非常安静，可以
喝茶、看书，还可以写作业。”

上午10点多，一鸣书居的大门被轻轻推开，
9岁的黄宗睿和7岁的王凯从门外探进头来。他
们熟络地挑了一摞童书，穿过房间，来到有着一
方小小荷花池的后院，坐在高脚凳上开始阅读。
一鸣书居与邱庄村中心小学仅一墙之隔，黄普磊
特意开了一道院门，供学校的孩子出入。

黄宗睿是这里的常客，和很多常来读书的
孩子一样，柜子中放着写有他姓名的专属水杯。
他喜欢看电影，和哥哥打乒乓球，或者与来自天
南海北的小朋友一起玩儿——这里是个奇妙的

新世界。他可以坐在桌前看书，也可以趴在地
上，怎么舒服怎么来，渴了有水，饿了还能吃饭。
这也是黄普磊所倡导的“自由阅读”理念。孩子
们想不想来、什么时候来、怎么读全凭自己决定，
全部的要求就是轻声说话、不玩游戏。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鸣书居
刚落成时，孩子们带着好奇撒丫子冲进来，喝水
随手拿别人的杯子。如今，他们进门知道先敲
门，会用专属水杯喝水，离开时说再见，上卫生
间也会把门锁好。

“我们这儿的孩子都不怯生。”黄普磊说，书
居经常邀请平顶山市文艺界知名人士举办公益
课堂，让孩子们增长见识。这里也是一个城乡
文化交流的平台。周边村子甚至县城的小朋友

来这里读书，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孩子在
这里住宿。小孩子很容易交上朋友，村里的孩
子也有机会直接触摸到外面的世界。

书居工作人员王进彩是邱庄村人。这份工
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
活方式。以前，全家四口人吃饭各吃各的，如今
会围坐在一起，“有仪式感”；穿衣要求从“耐脏”
到“整洁”。她还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小学读书，
希望“能把孩子培养得更好”。

一鸣书居有个规矩，客人凡是愿意给孩子
义务授课、为村民办公益讲座、义诊或捐助 10
本书的，当天食宿免费。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为农村孩子打开
一扇通向世界的窗。”但很多客人选择支付费用
之后，还义务为孩子开课，这让黄普磊很感动。

邱庄村民风淳朴，有比善的传统。黄氏族
人黄卓清朝时在邱庄村设立义学，后世子孙引
以为荣。这在清同治三年版本的《郏县志》中也
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义学改为邱庄小学，后
搬至现在的位置。黄普磊的父亲是一位教师，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普磊的一鸣书居也是对家
族精神的一种传承。

作为一个公益读书品牌，一鸣书居目前已
在河南省建成七八家，还有 10 多家正在建设
中。郏县一鸣书居也兼具多重身份：大河书局新
型农家书屋示范点、“文化客厅”公益课堂基层培
训点、市图书馆和郏县图书馆基层服务站……

“乡民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改变，但是
我想等到几十年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长大
了，村里会有大的变化，有崭新的气象。”黄普磊
说，如今，周边村庄一些老人和他谈起当年的邱
庄义学，会高兴地说：“我小时候就在义学上
学。”他希望，作为能够提振乡村文明的书屋，一
百年之后，也有村民指着一鸣书居说，“我爷爷
小时候就在这里读书。”

□□ 徐程

作为上海首批新型民宿，东篱竹隐打破了过往农村民宿就是农家乐的刻板
印象，使田园风光中享受诗意生活成为可能。而农展村也以此为契机，打造上
海奉贤区首个民宿村。

农展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村落，一条小河穿过村庄，河岸边绿树成荫。
村子中心一块三面环水的宅基地上坐落着一栋小楼，外观看起来和别的农家院
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走进木门却是别有洞天，屋后是片池塘，房前开阔的小院
里种着各色花草，六间客房既有充满传统元素的软装，也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
一直供不应求。站在楼顶，可以眺望整个村庄，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屋顶浴缸，可
以一边泡澡一边仰望星空。来过的客人都不觉得这里是宾馆，更像是一个主人
精心经营的家。东篱竹隐的投资人黄粤的办公室就在阁楼。他告诉笔者，当初
为了选址，走遍了苏浙沪的农村，后来选择落户这里，就是因为农展村的平凡无
奇。“它没有高楼没有工厂，视线也少有遮挡，村容环境这几年逐步改善，是一个

‘特别像农村的农村’。”
黄粤一直致力于老洋房的改造和设计，2015年他带领团队开始打造他心目

中的上海民宿。在他的理解中，合格的乡村民宿应该是看着顺眼不唐突，住着
干净又舒服，该洋气的地方就洋气，该传统的地方要传统。最重要的是，必须融
入“主人文化”，主人要和客人在同一屋檐下，让客人感受地区特色的同时，也能
感受主人的品位与热情，这才是民宿的最大魅力。

东篱竹隐建成至今，六间客房一直供不应求。黄粤坦言，建造这家民宿的初
心是他向往乡村生活，心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态度。与此同时，他
也想给90多岁的外婆一个安心舒适的养老地方。这六间客房，既是向人们展示
他对农村建筑改造设计的理解，也是探索农村实现品质诗意生活的试验田。

东篱竹隐开张后，访客一直络绎不绝，有人在这里住过后，就将黄粤的改造
理念复刻到了其他农家小院。离东篱竹隐不远处，有两家民宿正在施工，他们
的主人都曾是东篱竹隐的客人。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人找到农展村书记朱海
荣，希望能把这里的普通农家小院改造成特色民宿。

“资金下乡，农民的好日子近了。”朱海荣告诉笔者，企业进入后，把乡间民
宿设立为企业总部，企业产生的镇级部分税收将全额扶持村集体资产发展。对
村民来说，除了租赁宅基房所产生的收益外，还可以实现就近就业。

“过去，村里靠财政转移支付、百村公司分红和土地租金收入过活，日子捉
襟见肘；未来，通过发展民宿产业，村里真正有了自己的造血机制。”朱海荣说。
而随着民宿政策的放开，四团镇已对外公布了民宿产业先行图，对全镇7家规划
建设的民宿整体推介。

宋兴文、李胜夫妻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知名的美食爱好者，一直致力于制作发行《哈尔滨美食
地图》，致力于将隐藏于哈尔滨街巷之中的特色美食更好地展现给世人。2008年，夫妻二人来到海
林市横道河子镇追寻果酒厂的历史，他们第一次来到小镇便被大量的俄罗斯老建筑所吸引。小镇
俄式建筑众多，错落有致，保存完好，让人仿佛置身于旧时的俄罗斯小镇。从那之后，夫妻二人每年
路过这里，都要拍一些小镇生活和风景，尝一尝当地美食。冬观落雪，夏赏芳华，这一拍就是10年。

2018年，李胜被一栋老屋吸引，这栋老屋建设于1904年，曾作为中东铁路护路军军官及家属的
住宅使用。1932年后，俄国人逐步撤走离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老屋成为横道河子铁路职工的
住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老住户慢慢地搬走了，老屋渐渐沉寂下来。

经过一番努力，李胜将老屋购置下来，并依据历史对老屋进行修缮，历时一年最大限度将老屋
外观恢复原貌。李胜在内部装饰上，也尽可能采用当年俄式风格装饰，保持了老屋的古朴气息，并
且将珍藏多年的俄式藏品摆放在老屋内，形成了一个家庭型的小型博物馆。

凭借“修旧如旧”的原则，全国唯一一家以中东铁路历史文化为背景的横道河子振兴路 100号
俄式民宿吸引了很多的中外游客。百年老建筑再次重现，这是历史与自然交融，也是旅行爱好者的
港湾。图为民宿镇馆之宝：中东铁路大画册。 李铁申 孙海斌 曹钰琦 文/图

来乡村民宿体验一场文化之旅
编者按：从观光旅游到休闲度假的消费升级，推动了乡村民宿的快速发展。乡村民宿与农家乐的区别之一就在

于加入了更多文化元素，不仅为游客提供更加干净、舒适的住宿条件，更通过将各种文化因子融入其中，从而丰富游

客的文化体验。比如组织主题文化活动、嵌入非遗体验、利用社群优势打造民宿品牌的茶叶、咖啡、特色农副产品等

等，乡村民宿俨然已经成为乡村游的主要吸引物，成为微型旅游目的地。

河南平顶山市郏县邱庄村

民宿+书屋，慢生活跑出加速度

来自上海的游客刘小红和女儿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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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

在俄式老屋里重忆中东铁路历史

□□ 苗重民

近日，在山西省运城市南风广场东北角的小
树林里，一辆崭新的载着全套音响设备的艺术流
动大篷车上，传出阵阵优美动听的歌声，吸引了
一群热情的观众。这辆车的主人，正是网络短视
频平台上的一位农民演员——来自甘肃省兰州
定西市的高俊科。

今年53岁的高俊科，从小割过草、放过羊。他
天生一副好嗓子，上小学时就热爱唱歌。虽然不认
识简谱，但他勤学苦练、自学成才，成了一名文艺活
动积极分子，又通过广播、电视学习模仿表演，渐渐
成了一名演员，多次在文艺汇演中获奖。

今年，高俊科自筹资金 6000多元，请人设计
制造了一辆肩拉手拽的艺术流动大篷车，开启徒
步全国巡回演唱，“我要为明年建党100周年送上

祝福。”从今年 4月开始，他已经走过甘肃、陕西、
山西3省十几个地市。9月下旬，为参加在运城举
行的中国农民丰收节，高俊科赶到运城。目前，
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已有 23万粉丝，被青年朋友
亲切地称为“欢乐大叔”。

“我是一个手上长满老茧的庄稼汉，一个普通
的草根演员。我想用我粗哑的喉咙，歌唱亲爱的党
和祖国。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次来到关公故里，吃

了苹果分外香，走了河东‘大运路’，沾了魅力运城
光！今天，我荣幸地能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给运
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献上几首初学的歌曲。”高
俊科动情地说完，亮开嗓子正式开唱。《农民兄弟》

《父老乡亲》《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大家耳熟能详的
歌曲引起了现场观众共鸣。当他唱到豫剧《常香
玉》主题曲《你家在哪里》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掌
声与叫好声，请他“再来一首”！

农民演员高俊科徒步全国巡回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