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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2月2日，四川省广安华蓥市明月镇白鹤嘴村的农民在给
用于“犁春牛”的耕牛戴上大红花。据悉，“犁春牛”是川东地
区的民俗活动，每年“立春”之时，当地农民都要赶着头戴大红
花的犍壮耕牛翻耕农田，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邱海鹰 摄

贵州遵义
送文化科技下乡 新农人“充电”忙

寒冬腊月正是开展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大
好时机，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农技专家走进桐梓县乡村农家书
屋、文化大院、田间地头举办科技致富讲座，传经送宝，受到乡
亲们的欢迎。在桐梓县夜郎镇李子产业基地，果树专家用自
己总结的“顺口溜”指导群众开展冬季果树修枝管护：“一年枝
两年芽，三年拔节四年花……”果农们听得津津有味。“老百姓
掌握的‘土办法’能够保持果树的产量，但品质总会参差不
齐。而我们推广使用科学的现代种植技术，就能既确保产量，
也提升产品质量。”参与讲课和现场指导的专家表示。

近年来，遵义市把特色产业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突破口，坚持用文化、科技武装新农人，以技术
支撑产业振兴。组建县、镇、村三级农技专家服务队伍，采取

“支部+合作社+专家+农户”的模式，做到每一个产业项目都
有农技专家进驻，实现支部牵头、合作社承接、专家领衔、农
户受益。据了解，该市 1378 个村（社区）已实现农技专家服
务全覆盖，帮助指导 1973个产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全市
培育和涌现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新型农
民队伍。 侯中普

河南沁阳
多订农民日报助力乡村振兴

“过去我吃了不看报的亏，今年我也订了一份农民日报，
多了解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不想再当‘科技盲’了，而
要通过加强学习逐渐成为农业领域的科技通。”近日，河南省
沁阳市惠丰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万金虎说。

据了解，沁阳市农业农村局站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乡村振兴的高度，倡导鼓励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征
订农民日报，使他们不出门就能学习农业政策、技术和投资导
向，把农业产业做好做优做强。这一倡议得到了万金虎等新
型经营主体负责人的积极响应，今年沁阳市农业农村部门和
各乡镇、村订阅农民日报数量较过去大幅增加，其中80%为种
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所订。“下一步，我局将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落实，在全市农村拓展农民日报的征订面，让更多的农
户从中收益。”沁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建军表示，“要从局机
关做起，在全市农业领域兴起订报、读报、用报之风，培养更多
的知识型、科技型、智慧型农业从业者，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
强大动力。” 杨昆 崔武

中铁北京工程局
为留鄂过年工友送温暖

连日来，中铁北京工程局机场分公司鄂州花湖机场项目部
为让职工和农民工兄弟过个安心年、祥和年、红火年，深入开展

“留鄂过年、冬送温暖”慰问活动，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200余
名参建工友发放了猪肉、大米、床上用品等慰问物资。项目经
理杨京等带领班子成员到协作队伍生活区走访慰问，实地了解
留鄂工友的诉求与心意，热情邀请协作队伍和管理人员一同观
看春节联欢会，分享共贴春联、共挂彩灯、共享联欢的喜悦和温
暖。图为送温暖活动现场。 王冲 梁锋 摄

“犁春牛”祈丰收

编者按：文化暖新春，共庆中国年。随着春节的临近，各地的迎新春文化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各地的迎新春活动普遍采取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同时推出了针对“就地

过年”外地人的文化惠民措施，力争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温暖、喜庆的中国年。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2月 4日 14∶00-18∶00，由文化和旅游部公
共服务司、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频联合举办的《我的“村晚”我的
年》——2021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云直
播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和央视频的客户端上热闹
上演，在农历小年这天，为全国人民呈上了一道
丰盛的文化“硬菜”。

《我的“村晚”我的年》采取全国“村晚”
接力直播的形式，主会场设在北京，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旻主持，邀请知名主持
人王雪纯、朱迅以及华彩少年团参赛选手与
大家一起分享 2021 年自己的关键词，并连线

演员谭卓、杨迪，视频博主李子柒等好物推荐
官，与网友互动游戏、互动话题、抽奖、分享
推荐各地乡村好物，7 个分会场分别设在天
津、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贵州的村
寨、文化大院等地，汇集上演全国 14 个村和
社区的优秀“村晚”节目。8 路直播屏幕，观
众可随意切换。

四川分会场的四川清音《欢迎你到眉山
来》、四川连箫《节节甜·节节高》、青神竹龙表
演；浙江分会场的村歌《畲乡东峰美如画》、舞
蹈《牡丹亭·戏春》、婺剧《闹花台》；广东分会
场的高桩狮《金狮夺彩产业旺》、舞龙《龙腾盛
世贺小康》、折子戏《春草闯堂》……这些由各
地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歌舞节目、民俗表

演等，在展现地方年俗文化、民族文化及特色
美食的同时，也反映出农民富、农业强、农村
美的乡村文化振兴和全面小康的丰硕成果，向
广大观众展现了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让广大
观众在这次群众文艺联欢晚会中领略到了不
一样的年俗味、乡土味和亲情味。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村晚”云
直播还连线中国第一支农村党支部成立地——
河北安平县，听老百姓唱响经典《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表达爱国爱党之情；此外，2 月 4
日还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云直播还派
出“特派员”，连线长城下的石峡村，以最具当地
特色的形式为冬奥会加油助力。

这场接力大直播是“欢乐过大年·迈向新征

程”——我们的小康生活2021年全国“村晚”示
范展示活动的分活动之一，还有更多“村晚”精
彩节目将持续火热登场。

上海、山东、辽宁等全国各地的“村晚”将接
连上线，每天至少一场，一直持续到元宵节；从
1 月 29 日至 2 月 26 日的每周五，文化和旅游部
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将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和
央视频推出五期新媒体资讯周报节目——《我
们的宝藏“村晚”》，围绕“咱们‘村晚’好物多”

“咱们‘村晚’美景多”“咱们‘村晚’故事多”“咱
们‘村晚’精彩多”四个环节，播报、呈现各地“村
晚”的幕后故事、好物美景；从2月5日到2月10
日 CCTV 农业频道将播放《农家院里过大年》
特别节目等等。

为外地农民工送春联
2月3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就地过年的外地农民工和防疫宣传志愿者在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喜领春联。当日，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广站开展了“我们的节日·春节”送春联活
动。邀请书法爱好者现场为就地过年的外地农民工、防疫宣传志愿者义务书写春联，向他们表示
新春的祝福。 李华勋 摄

乡村网络春晚飨观众
为了丰富春节期间的群众文化生活，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河南省社旗县组织贫困乡村分日期、分时

段录制了一场“抗疫战贫聚同心”为主题的乡村网络新春联欢会，让村民通过互联网观赏到精彩纷呈的
文化盛宴。图为2月1日，社旗县太和镇闫店岗村村民在录制网络春晚文艺节目。 宋同杰 摄

□□ 吉文 文/图

春节临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吉兴
乡红旗村村民、文化志愿者邹贵兴，开始为迎
接新年做准备。2 月 2 日一大早，他就列好了
单子，腊月二十三小年进行扫房、撒年糕、蒸豆
包，过年那天要吃饺子、守夜、放鞭炮、祭祖
等。列完这些，作为村秧歌队鼓手的他又加了
一项，组织秧歌拜年。

像邹贵兴一样，一进腊月门，吉兴乡的广
大群众就开始为过新年做准备，除了贴对联、
挂灯笼、贴挂钱、吃年夜饭等传统习俗外，秧歌
拜年是必备项目。

吉兴乡建新村南利东屯的传统秧歌因稳
中浪，浪中艮，艮中俏，在黑龙江省很有名。踩
高跷、跑旱船、老汉推车、猪八戒背媳妇等动作
尤为引人注目。该村秧歌队队长李华
东为了今年春节期间的秧歌拜年，早
在一个月前就准备好了。首先是秧歌
队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添加了白蛇传、
西游记里的故事情节，再就是聘请了
本村说唱能人朱占青现场发挥、即景
说唱。按计划，秧歌队先到全乡其他
村参与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英雄
家里去拜年，然后到本村的老干部、老
教师等“五老”家庭和低保户、贫困户
家拜年，然后向全村百姓拜年，最后参
加乡文化站组织的其他拜年活动。

李华东说，秧歌拜年已经排练好，
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随时准备演出。

吉兴乡的秧歌拜年已有上百年的
传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群众文化建设，
吉兴乡秧歌成为重要选项，不但在全
乡 10 个行政村创建了 26 支近 3000 人
的秧歌队伍群体，还打造了秧歌拜年
品牌。再加上省市县的三级扶持，吉
兴秧歌已经声名远扬，经常参加市、县
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过年时，更

是忙得不亦乐乎，频频受邀到其他乡镇村屯拜
年。秧歌拜年已成吉兴乡的一道亮丽风景，吉
兴乡火炬村一位村民说，过年不看秧歌，就感
觉这个年没啥意思、没了年味。

吉兴乡综合文化站站长王向东说，秧歌
拜年表达了群众的愉快心情和美好祝愿，增
进了邻里和谐，提升了村屯文明程度，传统文
化得到了传播和传承，是群众特别喜欢的文
化项目。

据悉，黑龙江省有上万支秧歌队，是该省
群众文化队伍中数量最多、群众参与面最广的
一个群体，而秧歌拜年也是该省春节期间的一
道特色文化大餐。近年来，该省各地文旅系统
因势利导，纷纷推出了秧歌赛、秧歌汇演、秧歌
展演、初一秧歌走亲、秧歌闹破五等秧歌拜年
活动，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色彩。

记者2月1日在江苏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春节期间江苏 315 家 A 级旅游景区
将免费开放，另有近 150 家收费 A 级旅游景区
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优惠服务。

虽是就地过年，欢乐亦不能少。为迎接即
将到来的春节，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多部
门共同行动，在做好常态化防疫的同时，创新
手段、因地制宜，筹划推出《百花呈瑞——南京
博物院藏历代花鸟画迎春特展》等近 500 项独
具“水韵江苏”特色的新春文化活动和 2000 余
场群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 315 家 A 级旅游景区之
外，春节期间，包括苏州拙政园、无锡灵山景

区、常州春秋淹城等在内的多个知名景点或
免费对外开放，或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
游览、门票打折、发放优惠券等服务，为就地
过年群众提供出游好去处。相关景点信息可
通过“水韵江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外
来务工人员可凭借居住证、个人身份证等获
得优惠。

“为防止人流过度集聚，江苏各地还将开
展形式多样的线上文旅活动。”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副厅长常胜梅说，各地A级旅游景区广
泛开展云端看展、云上过年等活动，让群众足
不出户也能赏美景、听故事、做互动。

新华社记者 朱程

农历牛年将至，山东省枣庄市垎塔埠街道青檀安惠小区65岁的民间艺人阚宗勤创作出以牛
为主题的面塑作品《“百牛闹春”迎牛年》，准备在春节期间送给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为节日增添
喜庆气氛。 吉喆 摄

线上+线下，新春文化盛宴热腾“开席”

4小时创意接力大直播，汇聚全国14个村和社区——

《我的“村晚”我的年》让你感受地道乡村年

江苏315家A级景区春节免费开放

吉兴乡“秧歌拜年”蓄势待发

“百牛闹春”

吉兴乡秧歌迎新春。

山东汶上
开展“学习强国”送“福”进万家活动

“用好‘学习强国’，日子红红火火；春节要到了，‘学习强
国’给您送‘福’了！”近日，一句新春的问候传遍山东省济宁市
汶上县的大街小巷、田野村庄，这是由汶上县委宣传部主办、
各乡镇（街道）承办的2021年“学习强国”送“福”进万家活动在
全县广泛开展。该县宣传部门统一印制了 5 万余份“学习强
国”送“福”年历，通过各乡镇（街道）新春慰问活动、“民意‘5’
来听”行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等向全县300余个
村庄、近百个社区的群众免费派发，重点向低收入家庭、孤寡
老人、文明市民、道德模范等群体送去春节的祝福。

“这个年历很喜庆、实用，不但有一整年的日历、节气，还
有咱们天天用的学习强国平台。”2月4日，寅寺镇攒庄村村民
肖玉兰收到志愿者送来的学习强国“福”字年历，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汶上县创新举措，组建“强国通”交流群，推动全
县 23万余名干部群众注册使用了“学习强国”APP，平均每户
就有一人使用，实现了“强国通、通万家”目标，形成了人人想
学、人人比学、持续学习的良好氛围。 王勇 胡克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