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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五一”假期农民参与旅游比例
越来越高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
通信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测算，今
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2.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19.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103.2%；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1132.3 亿元，同比增长 138.1%，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
前同期的 77.0%。

在红色旅游、夜间旅游备受游客青睐之外，乡村旅游市场
持续活跃。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到山水田野间感受清静和悠
闲，体验乡村慢生活，登山、赏花、采摘、烧烤、垂钓等体验式旅
游项目受到欢迎。小镇青年、农村居民也越来越多参与旅游
出行。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大数据监测显示，乡村地区居
民出游率达14.3%，农民参与旅游的比例越来越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四点半课堂”关爱留守儿童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充分发挥村级阵地作用，完善小食
堂、小澡堂、小卫生间、小阅览室、小文体活动室“五小”设施，
搭建党建服务、政务服务、综合治理三个平台，设置“N”个功
能室，有效拓展了便民利民服务。图为近日，遵义市播州区新
民镇新民社区党员干部正在社区开设的“四点半课堂”上为留
守儿童们辅导作业。 胡正伟 摄

浙江云和
“名师领航”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

近日，浙江省云和县赤石乡滨湖村玫瑰园开园，吸引一批
批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成了亲子互动、好友休闲、集体团
建、“红绿”研学的好去处。

“以前我们没有乡村旅游发展经验，这次得到景区村的结
对帮带，从项目前期规划到建设实施，都获得了许多帮助和指
导。”赤石乡滨湖村党总支书记周培兄欣喜地谈到，玫瑰园作
为导师帮带重点项目之一，从今年3月筹备以来，顺利完成苗
木培育区以及休闲草坪、游玩沙坑、网红桥、牛栏咖啡馆等观
光游玩区建设。

今年以来，云和县深化实施“导师帮带制”，通过名师带新
徒、强村带弱村、城区带山村，打破镇街区域隔阂，发挥产业共
建优势，聘任省、市、县兴村（治社）名师为新任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重点发展村党组织书记的帮带导师，帮带新任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28名。同时，以“寓教于工作”的方式，一对一
安排村党组织书记帮带50多名新任大学生村干部，在项目建
设、政策处理、村务管理等方面进行日常现场教学，实现了村
级后备队伍有序培育。该县在红色村庄、乡村旅游、特色产业
等方面谋划实施一系列帮带项目，新增A级景区村19个，加快
了数字乡村、美丽乡村建设。 孙隆礼

四川阆中
举行百花山玫瑰花旅游节

伴着花的香味，放任脚步，走进玫瑰深处，穿梭花道宛若
置身仙境，轻抚枝头，细嗅玫瑰，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让生
活也染上了幸福的色彩……“五一”期间，四川省阆中市七里
街道办金龟坝村百花山首届玫瑰花旅游节开幕，300 亩玫瑰
园，5万余株玫瑰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各色玫瑰、月季、蔷薇葳
蕤生辉，争奇斗艳，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赏。

本次玫瑰花旅游节以观光游玩为主，玫瑰花品种丰富、花
型各异、色彩绚丽，单色、复色、混色等各品种各展风采，盛开
的花朵艳丽迷人、花香醉人，惹人喜爱。园区里还设有网红阶
梯、旋转木马，游客可以来这里拍童趣写真，生活设备齐全的
农家乐里各式乡土美食还可以满足游客的胃，游客不仅可以
吃土鸡、土鸭、生态鱼等新鲜食材，还能体验垂钓的乐趣，过一
过乡村的慢生活。 莫子君

非遗美 游客醉

原汁原味的元代南虎古乐、流传了上百年的民间绝技飞
叉、纯古法做成的澄浆泥陶……“五一”假期，河北省高碑店市
北库小镇省级旅游休闲购物街区里热闹非凡，为加速当地旅
游经济，该市文旅局联手保定市莲池区文旅局共同举办了庆
祝建党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活动，推出了20余个非
遗展演、体验和展览项目，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图为游客
体验澄浆泥陶古法纯手工制作技艺。 时爱民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文/图

随着乡村旅游进入新阶段，个性化、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愈发凸显。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已不简单满足于青山绿水，而是希望通过
走读乡村，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融入这里的
文脉肌理，让走过的每个村，都成为一份独特
的记忆。

磐安县地处浙江中部的大盘山区，九山半
水半分田，生态环境十分出众。最近，记者在当
地走访发现，眼下，很多村里都有一座乡村特色
馆。尽管面积不大，装修不华，所列物品也多寻
常，但论个性别具匠心，几乎代表和浓缩了当地
文化，令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

据了解，作为非遗大县，磐安共有710个项
目，其中列入县级以上名录的就有 138 项。两
年多来，当地仅投入了380万元，就先后建成了
35座乡村特色馆。如今，这些馆如同一颗颗明
珠，点亮了藏在深闺人未知的非遗文化，也点亮
了一个个山里乡村的美丽经济。

一馆一特色

“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这是每逢春
节、元宵之时的磐安城乡一景，言说的正是五彩
斑斓的宫灯。双峰乡盛产竹子，这里被誉为“竹
宫灯之乡”。20多年前，当时，双峰宫灯厂做了
两盏8米高的大红宫灯，挂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磐安宫灯由此名扬天下。

实际上，发轫于北宋年间的磐安宫灯，距今
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一盏外表华丽的宫灯，包
含了竹木雕刻、书画剪纸、中国结、流苏等多种
元素，造型有八角、六角、四角等，前后需经十几
道流程，制作十分复杂。

走进位于双峰乡大皿村的宫灯馆内，只见
各色宫灯争奇斗艳，数百种风格各放异彩，令人
眼花缭乱。与许多传统非遗项目一样，磐安宫
灯也面临着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但
好在有这样一个馆，为宫灯留住了时间和舞
台。让人欣慰的是，这几年，随着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提升，县里不少宫灯企业逐渐走出困境，产
品亮相各大展会。

大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儒家古文化村落，
散落村中的老建筑群间，除了宫灯馆，还有另
外 5 座特色馆：磐安心意馆、美术馆、农耕馆、
计量博物馆和小吃馆。以计量博物馆为例，小
小两三间房里，从戥秤、铜权，再到游标卡尺、
民用三表，百余件器具按时间脉络逐一排列。
有生活中常见的，也有闻所未闻的，仿佛打开
了新世界。

记者发现，磐安的每个特色馆都有着自己
的主题，基本都围绕当地非遗展开，因此既是传

承基地，也是展示窗口。磐安炼火是一项具有
神秘地域文化色彩的民俗活动，起源于先民对
火的崇拜，是古代“祓除”习俗的遗存。如今，在
双峰乡东坑村的炼火馆内，通过图文、实物、声
光电等，人们可以一览其前世今生。

玉峰村的大鼓文化馆、方山村的婚俗馆、下
村村的脸谱馆、黄岩前村的印染馆、民范村的土
酒文化馆……尽管由于时间原因，记者未能一
一踏足这些馆，但光听名字，就令人心生向往，
畅享无穷。

小钱办大事

从土建、布展，再到日常运营，一般来说，单
个展览馆的成本就得百十来万。两年多，磐安
建了 35 座乡村特色馆，为何才花了 350 万元？
原来，在建设过程中，磐安倡导将特色馆纳入到
农村文化礼堂中，一来场地有保障，二则有专人
打理，还能让文化礼堂更具内涵。

仁川镇方山村是磐安人口最多的村庄之
一，过去也是出了名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起初，
方山村本有个文化礼堂，但空间小、楼层高，导
致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两年前，村里决定将礼
堂迁至大会堂，再利用原有的校舍建乡村特色
馆。作为文化礼堂的管理员，杨玉良领下了这
个任务。

为了节约成本，村里不找设计单位、不找广
告公司。展陈摆件哪里来？村干部带头捐出古
家具、老农具，很多百姓见状后，也纷纷搬出了
压箱底的宝贝；劳力谁出？自己能干的自己干，
全都是志愿劳动，男的干重活，妇女做细活。仅
用了6万块钱，两个月后，婚俗馆和农耕馆便呱
呱落地。

现如今，作为村干部的杨玉良更忙了。不
仅要处理村庄事务，平日里还得组织文化活动，
而最让他得意的事情是，节假日里游客多了，担
任义务讲解员。讲村里的红色故事，讲千工床
的制作工艺，讲犁、耙、锄的不同用处，一天下
来，口干舌燥，却依然激情澎湃。

因为有人，很多特色馆能大门常开，生气满
满。尖山镇的尖山社区有个乡愁记忆馆，房子
是供销社的，之前闲置了 20 多年，一度濒临倒
塌。现在，经过修缮后，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农家
乐、民宿业态的最佳拍档，很多人专门来此寻找
乡愁。

59 岁的周东尧便是乡愁记忆馆的“馆
长”，介绍起展品，同样感染力十足。一盏灯，
从古代照明说到煤油灯、桐油灯；一件衣服，从
扎花机开讲，一路介绍弹花机、纺车、纺絮小叶
车……移步至一架八卦算盘案，更是里里外外
道了个遍。

据了解，这个馆虽然改建成本不低，但大多

由小城镇建设项目资金“买单”，几百件展品则
由当地的收藏爱好者张小宝提供，周东尧原本
就负责村里的文化活动，也无需多少工资支出，
因此基本没花多少钱，便办得有声有色。

人气“聚宝盆”

方前镇爱做戏、喜看戏，方圆百里那是出了
名，不仅戏迷多，戏骨也多。几年前，全省十大
城市戏曲演唱联赛落地于此，方前“戏迷小镇”
的名头更加声名远播。这不，近几年里，方前
村、下村、茶潭村相继建起了戏曲、器乐、脸谱、
戏服展示馆，人气更旺了。

过去，说起展览，人们总习惯于城市的美术
馆、大剧院，如今，在磐安旮旯角的山村里，举办

“文艺汇演”蔚然成风。自从“戏迷小镇”走红
后，圈内戏粉们常闻风而动，方前也由此成了大
伙的大本营。听戏曲、观戏服、品小吃，这是很
多人驾车远行的动力。

书法原是读书人的活计，但玉山镇林宅
村，一批农民也开始握起毛笔，令人刮目相
看。这与当地文脉密不可分，林宅自古崇文兴
武，素有雅好书法、悬挂书画之传统。时至今
日，村里尚有数十名村民在务农之余，潜心砚

田，乐此不疲。
两年前，林宅村书画馆正式开门迎客。如

今，村里的书画社队伍愈发庞大，而且年年举办
书画赛，引得不少人来此切磋技艺、交流心得。
今天，乡村旅游竞争日益激烈，林宅反倒找到了
差异化优势，牢牢锁定书画界，不仅站稳脚跟，
还拥有一席之地。

记者发现，每个特色馆就如同一座文化地
标，让尽管生态出众却并不独一无二的乡村，找
到了各自的拿手好戏，尤其在聚集人气上颇有
章法，继而衍生出的则是一条条美丽经济的特
色道路。

在双溪乡傅宅村，樱花文化馆让大家领略
樱花的大千世界；在玉山古茶场所在的马塘村，
茶文化博物馆诉说着千年产茶史；在新渥镇宅
口村，中药材特色馆尽显“江南药乡”的神奇；在
盘峰乡榉溪村儒学馆，处处透露着儒家的巧思
与内涵……因为与产业命运与共，有了特色馆，

“文化软实力”变身“经济硬指标”，越来越多的
绿水青山正变成金山银山。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整个磐安县的乡村旅
游人数达到223万人，实现总收入2亿元。尽管
未能有数据可以验证 30 多座乡村特色馆为当
地旅游经济带来的直接效应，但每逢节假日，通
过各个馆内驻足的人群，足以发现在“两山”转
化中乡村特色馆的文化力量。

每个特色馆都如同一座文化地标，亮出了生态文化村庄各自的拿手好戏，继而衍生出
一条条美丽经济的特色道路——

浙江磐安：一座文化特色馆点亮一个村

▲游客们正在磐安县盘峰乡
榉溪村的儒学馆体验。

▶磐安县方前镇茶潭村戏服
馆一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培养农民阅读习惯，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
村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热情，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
能，中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决定联合举办 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目
前，作为阅读季活动一项重要子活动“发现乡村阅读
榜样”活动已启动征集，欢迎踊跃参加。

活动主题
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展

现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乡村文化
繁荣发展成就；倡树文明新风尚和健康生活方式，积
极引导移风易俗，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和必
胜信心。

评选对象
生活在农村的书香人物、阅读榜样，包括农业生

产经营者、农家书屋管理员、基层发行员、乡村文化
志愿者、乡村干部、脱贫励志典型等热爱阅读、热心
公益文化事业的代表人物。

评审流程
申报阶段：5月至8月；
评审阶段：9月1日至9月20日；
8月31日前，根据各地提交推荐材料，确定初选

入围人选；对初选入围人选进行深入采访了解，对部
分事迹突出、有代表性的农村阅读人物将在报纸和
公众号上进行宣传报道；9月中旬，由组委会评审专
家团评选出“发现乡村阅读榜样”年度人物若干名
（不超过20名）。

10 月，邀请评选出来的“乡村阅读榜样”参加
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阅读盛典”。

参与方式
个人自荐、组织推荐皆可。参加活动请提交一

份事迹推荐表、不少于 3 张与阅读相关的电子版照
片（jpg 格式）、一段与阅读相关的视频资料（mp4 格
式）。推荐材料电子稿请发至邮箱：shswhc@agri.
gov.cn

“发现乡村阅读榜样”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农
民日报社文化生活部，联系电话：010-843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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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近日，“中国魂 华山情”大型媒体聚焦活动暨全
国摄影大赛在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美誉的西岳华
山景区启动。摄影爱好者将用光影传播带动华山文
旅产业发展，全方位展示华山形象，进一步提高华山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进文旅惠民。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是著名的五岳之
一。它险峻挺拔，雄踞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黄河、
渭河，距古都西安120公里。历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华山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具有“华”
夏之根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华山景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围绕
“依托华山、走出华山”的业务蓝图布局，通过项目
建设不断开发区域旅游文化资源，使得华山景区成

为集康养、研学、度假、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旅
游胜地。华山景区在打造现代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过
程中，涌现了老腔演艺、健身登山、户外拓展、自驾
营地、温泉养疗、冰雪乐园等一批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的文旅新业态。

今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为充分展
示华山“现代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良好生态环境和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推进文旅惠民，由陕西华山旅游集团
和人民摄影报社共同主办了“中国魂 华山情”大型媒
体聚焦活动暨全国摄影大赛。据悉，本次摄影大赛以

“中国魂 华山情”为主题，大赛将持续至11月，分为手
机组和相机组，面向全国广大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
征集体现大美华山的优秀摄影作品。

采风期间，记者在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的华山云海
中，感受它的壁立万仞和沉静舒畅。

“中国魂 华山情”全国摄影大赛
聚焦大美华山推进文旅惠民

□□ 陈曙光 张艳

“咱们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长又长，历经磨难初
心坚，难忘……”近日，山东省曲阜市陵城镇李杭村的
百姓大舞台上，传来明快悦耳的“三句半”——《百年华
诞颂党恩》，党的百年历史娓娓道来，串起了在场村民
们的红色记忆。站在台上的是陵城镇陵北村的四位村
民，这首他们自编自导的节目，已经在陵城镇 20 多个
村子进行了巡回演出，很受乡亲们欢迎。

前不久，陵城镇召集辖区28个村的村干部召开了
一场党史教育案例交流会，以好评多、呼声高为评分标
准，选出“十佳党史宣讲好节目”，并鼓励这些好节目走

向全市的百姓大舞台，让更多群众受益。
今年以来，曲阜市开展党史教育注重实效，走好群

众路线，让散落在民间的党史教育好案例在镇域、村居
之间互通资源，共创共享，快速传播。姚村镇挖掘当地
红色文化，并开通了“红色文物微课堂”，由文物所在村
的村干部进行线上介绍，14个村实现资源共享；鲁城街
道鼓楼社区 20 名热心党员轮流录制的“党史系列讲
堂”，每期都有数千人线上聆听；小雪街道阮家村图书
馆里收藏的党史类目书籍，经过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这个“中介机构”，实现了辖区内自由流转……一
场场生动活泼的党史教育让广大党员群众更加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

山东曲阜

党史教育好案例串起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