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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明星

文化视点

编者按：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乡村文艺空间创建是近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这些在绿水青山间蓬

勃生长的文化空间，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吸引城市资金和人才下乡，一方面将城市优质文艺资源引入乡村，

另一方面也挖掘激活了乡村的本土文化资源，以文艺的力量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助力。

□□ 覃永赠

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位于流溪河畔、古渡码头的格
塘南药小镇（博雅山房）乡村文艺空间正成为文人墨客交流
创作的基地：曲艺、声乐、摄影、朗诵、舞蹈、粤剧、书法、诗歌
表演和创作交流等文化活动的开展，让这里充满温馨的文
艺气息……

文艺百匠园百家院、乡村莲麻大舞台……日前，广东省
文联为广州22个文艺空间授牌，标志着广东省首批乡村文
艺空间正式落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东省首批乡村文
艺空间落户，打开了文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想象。

现场授牌的首批乡村文艺空间，超过一半落户在从化
区。笔者了解到，从化区乡村文艺空间采取的是“1+4+N”
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广州市从化区图书馆设立广州文艺
市民从化空间，在莲麻小镇、生态设计小镇、罗洞工匠小镇、
格塘南药小镇（博雅山房）设立 4 个广州乡村文艺空间，同
时把全区8个镇街的文化站全部纳入了首批乡村文艺空间
服务站，建立形成覆盖从化全域的乡村文艺总体空间布局，
将优质文化文艺资源注入乡村，打通城乡文化文艺服务“最
后一公里”。

乡村文艺空间提供了载体，而乡村文艺队伍建设也必
须同步推进。对此，从化区将充分发挥全区各单位文学艺
术人才力量，积极用好区文艺家协会力量，及区图书馆、区
博物馆、区文化馆专业人才力量，各镇（街）村（社）文化站所
的文艺骨干力量，充分用好驻从化高校及从化中小学校教
师队伍资源，打造乡村文艺空间人才队伍。“我们将推动更
多艺术家下乡进驻乡村文艺空间，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让更
多热心社会人士、村民百姓参与到从化乡村振兴中来。”从
化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 胡胜芳 朱灿义 廖新潮

“洁白细嫩一块砖，饮者助酒饥者餐；前生出
自巧匠手，磨旋成浆石膏拌（打一食品）。”日前，在
湖北省宜都市高坝洲镇青林寺村赵兴寿家，墙上
一幅白纸黑字谜语，一下子将笔者吸引。

“我这一生就为谜语这一件事活着。”指着
家门口挂着的“宜昌梦想青林寺非遗（谜语）传
承基地”标牌，赵兴寿自豪地说。家既是工作室
又是传承基地，每天前来的游客和研学学生，让
他应接不暇。

赵兴寿是青林寺村村民，今年 78 岁，只有小
学文化程度。“14 岁那年放牛遇到的三位启蒙老

师，让我觉得谜语太神奇，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赵
兴寿清楚地记得，那天廖悦波、廖光照和吴名理三
位长者听说赵兴寿有小学文化程度，便分别出谜
语考他：“人有我大（猜一个字）”“人无我大（猜一
个字）”“有米就来（猜一个字）”。

“我目瞪口呆，答不上来，其实三个题都是一
个‘一’字。我当即拜三位老者为师。”赵兴寿回
忆，眼神里仍充满崇拜。

赵兴寿 1972 年开始为村供销店挑货，“高腔
就是在挑货的岁月喊出来的，唱谜歌能找到快乐，
很多新创作的谜语、谜底都是那时琢磨出来的。”

1976年，当上生产队小队长的赵兴寿把谜语
当作文化在生产队进行推广，邻居茶余饭后由此

说是非、扯闲篇的少了，一起交流有意义的谜语文
化氛围浓了。

1984年，当上村主任的赵兴寿又把谜语文化当
作村民的精神食粮进行推广，每年举办谜语大赛。

1999 年后，他开始专门研究、创作、推广谜
语，陆续出版了《青林寺谜歌选》《青林寺谜歌荟
萃》《青林寺谜语说税》等20本谜语专著。

因传播形式喜闻乐见，近年，当地卫计部门、人
武部、税务部门等也搭乘谜语、谜歌快车，将其植入
宣传内容，传统谜语在青林寺得到挖掘与传承。

如今，赵兴寿成为三峡职院的谜语传承大师，
负责传承谜语、谜歌。为了将谜语、谜歌文化传播
得家喻户晓，他将家里三间临街房屋打造成了谜

语传承基地，免费讲谜语，2020 年为研学旅行团
队讲课近20场，接待100多场。

青林寺村的谜语文化在赵兴寿等众多本土民
间艺术家的影响下，整理出各类谜语、谜歌达1万
余条，相继出版发行了青林寺民间文化系列丛书
30余本。

赵兴寿个人因谜语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因唱谜歌成为第一批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谜语人，他的谜语作品《田字谜喊冤》
获世界和平民间艺术大赛金奖。青林寺村也被湖
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湖北民间谜语村”，被
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谜语村”，被国家纳入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滑县木版年画在恭王府展出

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
同主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滑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祈福纳祥趋吉
避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县木版年画保护成果展”
于日前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2月26日。

滑县木版年画发源于豫北平原、黄河故道，是黄河文化遗
产的重要代表。滑县木版年画产生自明代中期，至清代、民国
发展至鼎盛。2008年，滑县木版年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敬神崇祖降祥纳福，天地众神和谐共存”是滑县木版年
画主题的集中体现，此次展览选取滑县木版年画中神像题材
的老年画精品和传承人代表作品，并以线稿和彩稿对应的方
式，展示滑县木版年画中祖宗轴题材的代表作品，包括老年画
12张、传统版印年画 35张、传统年画木版 20块。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韩建峰先生现场印制年画，向观众展示相关工具、印版
等，让观众能现场体验年画的制作。 本报记者 周涵维

山东广饶县稻庄镇
“串门小分队”文明实践服务更精准

“大爷，今天感觉身体怎么样？感冒好了吗？”1 月 10 日，
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南塔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武林英
和武国印来到该村建档立卡户武庆堂家中，进行每周例行一
次的串门走访。

近年来，稻庄镇努力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和实践站
打造成融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
层综合平台，组织志愿者开展扶贫帮困、文艺演出、文明劝导
等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形成邻里互助、患难相恤的社会风尚。
该镇南塔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9户，都是孤寡、残疾、病困
家庭，针对这种情况，南塔村由党员带头、热心群众参与，成立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串门小分队”，专门针对这部分
村民开展服务。志愿者每周到每户孤寡、残疾、病困家庭串一
次门，了解孤寡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帮助残疾人员打扫卫生，
问一问病困家庭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通过“串门小分
队”，靶向精准地给这些困难家庭带去温暖和帮助，同时也通
过志愿服务活动，更好地推进了村风文明。 张玉霞

贵州遵义山盆镇
营造“多读书读好书”浓厚氛围

寒冬时节，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太坪村的村民纷
纷走进农家书屋，翻看书籍、查阅资料，学习充电。近日，笔者
来到这里看到，农家书屋拥有党刊党报类书籍及法律、科技、
文化、少儿等各类藏书上万册。“农闲没事我就到书屋看看美
食方面的书，学到了不少呢！”在太坪村村委会食堂工作的村
民李安美说。

在山盆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天池社区，也有一间集娱
乐与阅读为一体的农家书屋，闲来无事的居民济济一堂，高兴
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静静阅读，交流心得，互相分享。85
岁的社区居民杨登银老人乐呵呵地说，他喜欢阅读政治类的
书籍和报纸，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和当前形势，阅读让他重拾难
得的精神快乐。

近年来，山盆镇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提档升级的13个农家书屋均对外开放，群众到农家书
屋取经充电已成常态，书屋已成为广大村民拓宽视野的“充电
站”。此外，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不识字的年老居民开展
朗读活动，逐步在全镇形成“多读书、读好书”浓厚氛围。

周丽 廖晶晶

书画迎春 文化暖心

1月12日，江苏省东海县双店镇文化站三楼书画创作室
内暖意融融，翰墨飘香，几名乡土文艺书画家济济一堂，参加
由文化站举办的迎春书画联谊笔会活动。大家切磋技艺，现
场挥毫泼墨，创作春联诗句和书画作品，并将春联、大红“福”
字赠送给节日里操办喜事的村民、优秀党员和乡村致富能人，
为冬日增添一份喜庆色彩。 宋彦伟 摄

“乡村文艺空间”打开文化振兴新想象

四川成都：乡村文化空间成“网红”地标

赵兴寿：一生只为谜语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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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昊豪 文/图

在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富安村有一座乡村美术馆，
馆里有工作室、画展室、阅览室、茶水间，村民们可以在
这里阅读、休闲、娱乐，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乡村艺术作
品，体验到生产生活与艺术创作的融合之美。

富安美术馆缘起于一位崇明乡村老人制作扫帚的
场景。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城乡规划设计师陆勇峰

在富安村看到一位崇明当地老人在用芦穄的穗和枝秆
制作扫帚，这个场景勾起了他儿时关于崇明乡村的回
忆。回到市区后，他和友人金伯文聊起此事，友人当即
决定作画一幅赠送给老人。没想到，当陆勇峰再次回岛
将画赠送给老人的时候，老人激动喜悦的表情令他印象
深刻。于是陆勇峰、金伯文和一群友人开始思考艺术助
力崇明乡村建设的可能性。

随后，陆勇峰在建设镇镇政府组织的迎新春座谈会
上，提出了利用乡村闲置房屋改造小型
乡村美术馆的想法，这一提议得到了支
持和认可。

2018 年年底，在美术馆建设工程临
近收尾时，富安美术馆运营方蚂蚁社造
联合速写上海组织了“绘画富安”的写生
活动，邀请了近 30位画家参与。2020年
9 月美术馆正式开馆，村民纷纷前来参
观，看到他们熟悉的乡村景色和自家小
屋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他们脸上
洋溢着难以言说的喜悦笑容。

乡村历来是美育的洼地，相当数量
的村民可能没有机会进入美术馆接触艺
术，富安美术馆的建立为这一问题的解
决提供了新的机遇。如今，艺术在乡土
田园中生根，激活了乡村活力。

上海崇明区富安美术馆：

村景入画 艺术生根

艺术家们在富安美术馆创作。

彭州丹景山镇的老站书吧。

□□ 吴梦琳 文/图

美术馆、书房、咖啡别院、文创空间……在
四川省成都市乡村的青山绿水间，如今，越来越
多这样的文化空间开始出现。

他们的主人，或是从城市回到农村，或是本
土的乡民，打造这样的空间，寄托自己的一种情
结，也满足游客和当地人的文化需求。

废弃房屋变文化空间

位于成都彭州丹景山镇的老站书吧，由废
弃的关口火车站改造而成，2018 年 3 月正式对
外开放。整个空间约 400 平方米，集合了图书
馆、咖啡厅、甜品店等多种业态，已成为当地一
个“网红”地标。

负责这个项目的乡村设计师刘尧告诉笔
者，改造时，保留了老火车站的整体架构，和很
多与此相关的老记忆，例如颇有些年代感的水
磨石地板。阅读台与书架采用原木建材，既环
保又显得自然温馨。而站台，则改成室外开放
座位区，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看蒸汽小火车从身
旁经过，也是一番独特体验。

由荒废农房改造而成的清流大书房，位于
新都区清流镇水梨村，面临江水、背靠竹林，四
周被麦田包围。大书房的创始人和设计师是成
都书画家杨守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阿年”，今
年70多岁。

阿年年轻时曾周游世界，去过很多国家。
2017年，应邀到清流镇参加艾芜文学创作研讨
会，他就喜欢上这里，决定把积蓄用来打造一个
乡村大书房。于是，他带领着由10多名大学毕
业生组成的团队，扎根这里，将原本无人居住的
破旧农房的一些墙壁拆除，改为两面通透的书
房，墙面刷白，装上落地大书柜，宁静又雅致。

清流镇是艾芜的故乡，作为艾芜的“粉丝”，
阿年希望清流大书房能成为一个缅怀艾芜、读

书交流的空间。
在清流大书房修建过程中，阿年的梦想也

在不断变大，他希望有一个文化艺术的创作室，
还希望有一个可以与朋友们交流聚会的花园。
于是，清流文化沙龙群落建设也启动了。阿年
和他的设计团队，将周边几家废旧农房，分别改
造为清流别院、菩提小院、香樟小院等多个不同
单元，集合阅读休闲、艺术采风、文化交流及农
家生活体验等功能。

乡村美术馆的别样情结

金堂县栖贤乡的梨花沟乡村美术馆位于

茂林环绕的山间，现收藏有油画、国画、版画
等 600 余幅作品。美术馆的主人祈宝洪，原
本在青海工作，退休后想要找一个舒适的地
方安居，寻遍多地后选定金堂，投资修建了一
个度假村。

金堂栖贤乡的梨花沟，因遍植梨树而得
名。每年春天，漫山遍野梨花绽放，一片雪
白，加之溪水环绕，秀美的田园风景不仅吸引
游客，也吸引不少画家前来写生。在与画家们
的接触中，祈宝洪逐渐有了在这里建一个美术
馆的想法：一方面让画家们有一个集中的创作
基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为梨花沟留下更多关
于艺术的内容和记忆。

这个想法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2016

年，坐落在山野乡间的美术馆正式建成并对外
开放，这也是成都首个乡村专业美术馆。据祈
宝洪介绍，梨花沟美术馆占地近100亩，专业展
区500多平方米，还设置有约400平方米的学术
室和绘画室。

在这里展出的作品，不少都是前来梨花沟
采风的画家们创作的，乡村美术馆也由此与这
片乡土产生了一份特别的关联。

见证乡村生长的文化需求

这些乡村里的文化空间蓬勃出现，其
实 也 见 证 着 如 今 乡 村 正 在“ 生 长 ”的 文 化
需求。

老站书吧改造完成后，交由刘尧负责运营
管理，他和妻子也从彭州市区搬到镇上定居下
来。刘尧告诉笔者，书吧建成后，大家从最初的
来“看稀奇”，到如今来这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
生活习惯，书吧有了一批固定的回头客，几乎每
天都会来这里看书或者休闲。同时，镇上以及
彭州市区的一些文化机构，也经常选择到这里
举办讲座、书法比赛等活动，规模虽然不大，但
很有氛围。

“其实我们的咖啡和茶的定价，比原本镇上
已有的一些茶馆要贵一些。”刘尧说，但没想到，
周围的群众都特别支持，愿意来消费，因为他们
希望这里能够持续运营下去。

随着丹景山旅游开发，一些成都骑友也成
了老站书吧每周固定的客人，他们从成都骑行
到丹景山，把老站书吧当成了一个中途休息和
交流的“驿站”。

去年，刘尧又将售票大厅二楼也进行了改
造，成为文创空间。如今，已有包括刘尧自己的
工作室以及图兰朵、度量空间、芙伊苼等几个创
业团队入驻。“看到老站书吧的成功改造，常常
有人来咨询我们，他们家的老房屋能不能也改
一下。”刘尧说。

安徽界首
农村学校内涵提升让农家娃就近上好学

近日，笔者来到安徽省界首市靳寨中心学校，看到学生们
课余时间正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少年宫里剪纸、绘画、书法等
活动有序开展；“三惜园”内学生们散步、读书，整个校园文化
气息浓郁。“以前的篮球场是水泥地，学生在打篮球时容易摔
伤，现在是硅皮尤篮球场地，和城区学校一样。”该校校长胡祥
高兴地介绍，近年来，界首市实施农村学校内涵提升工程，改
变农村学校“弱”的问题成效显著。靳寨中心学校学生持续回
流，2020年秋季学期达到500人，让更多农村孩子能够就近上
好学校。

据了解，界首市教育局已先后斥资为靳寨中心学校进行
校园路面和花园改造，改善篮球场和教师办公条件。2021年
春季，还将投入150万元进行操场改造，自然草皮、塑胶跑道等
将让这所农村学校更加美丽。

靳寨中心学校的变化是界首市农村学校内涵提升计划成
果的缩影。自2019年起，界首市实施农村学校内涵提升工程，
投入2.14亿元用于8个农村学校建设，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并
以城区优质品牌学校为龙头，组建一批教育集团，课程共建、
资源和成果共享，促进了教育优质均衡。 赵亮 宋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