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高跷秧歌舞蹈历史悠久，是首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
前不久，《京韵非遗五斗斋高跷秧歌的传承发展之路》在本报刊登
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让更多读者了解到高跷秧歌这一老北京
非遗民俗舞蹈艺术。

该文作为北京学研究基地开放课题“北京五斗斋高跷秧歌传承
人口述史研究”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JXJD-KT2019-YB05），
作者马健昕是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多年致力于美育
教学和非遗舞蹈的研究。近年来，她聚焦北京非遗舞蹈的发展现
状，走近非遗传承人，进行田野调研，对已经离开观众视野许久、濒
临失传的北京五斗斋高跷秧歌和海淀西北旺高跷秧歌等民间艺术
的传承路径，进行创新性研究，取得一定成绩。马健昕表示，今后将
依托北京联合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和北京学研究基地的丰富
资源，从北京高跷秧歌的舞蹈本体研究出发，进行深入系统地整理
发掘。同时，在学校开设以高跷秧歌为实践内容的第二课堂，为学
生提供民俗文化认知与实践的舞台，努力使北京高跷秧歌在理论
和实践方面都得以重振与复兴。 周泓

京韵非遗课题研究成果
促进北京高跷秧歌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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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维灯

正值春光明媚的周末，阳光温热，柳绿桃
红。上午 11 时左右，5612 次列车缓缓驶入重
庆市九龙坡区的铜罐驿站。车未停稳，便有
心急的旅客从车窗探出头来。对于他们来
说，千年水驿铜罐驿镇藏着诸多老去的时光
与故事。

古有歌谣传唱“金剑斩龙脑，铜罐煨仔
鸡”，铜罐驿由此得名。铜罐驿位于长江北
岸，九龙坡南部，成渝铁路、襄渝铁路在此过
境并设站，长江客货轮在此码头停靠，曾和鱼
洞、木洞并称重庆三大水驿。

今天的铜罐驿在慢节奏里开启了乡村振
兴加速模式，一幅产业兴、环境美、百姓乐的
铜罐画卷正徐徐展开。

先辈谱写革命故事
乡村蝶变亮丽启程

出站口，某旅行社铜罐驿门市负责人王晓
莉举着“铜罐驿一日游”的小旗子，已等候多时。

“今天天气好，这一趟车我们就要接 200
多名游客。”王晓莉说，许多乘坐绿皮火车前
来铜罐驿的游客，都会事先与她联系。“游客
到站后，分乘我们的中巴车或小轿车到铜罐
驿各景点游览，每人收费20元。”

游览的第一站，通常是位于铜罐驿镇英雄
湾村的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此
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周贡植的故居，
他本人同时也是中共早期在四川的组织工作
者、农民运动领导者与国共合作实践者。2017
年，九龙坡区对部分损毁的故居进行了整体修
复保护。随后，铜罐驿镇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
英雄湾村综合提升项目，不仅对明诚书院、天
主教堂等文物进行修缮保护，也对民居院落进
行风貌改造，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破旧外观。

“四面外墙、屋顶、厕所、院坝都进行了整
改，现在家家户户都漂亮得很哦。”英雄湾村
三组村民吴成书年届七旬，主动参加了村里
组织的保洁队，“我们有 24 名保洁员，分成 6
组。每人每月工作5天，还有1300块工资。”

如今，以周贡植故居为中心，掩映在绿树
繁花间的英雄湾村干净整洁，令人心旷神
怡。在聆听革命先辈传奇故事的同时，游客
们亦能感受渝地乡村的美丽蝶变。

农文旅公园初建成
村民实实在在有收益

去年 1 月，九龙坡区以英雄湾村为中心，

启动了铜罐驿大英雄湾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总规划面积 1.4 万亩，涉及铜罐驿镇 6 个村 62
个村民小组，预计总投资200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兼具生态保育、高科农
业、民居民宿、文创休闲、康养度假和主题
小镇 6 个功能，旨在实现‘城郊野、山水田、
农文旅、产镇景’有机融合发展。”铜罐驿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铜罐驿镇计划打造占地
7000 亩的全季节田园休闲旅游胜地，以科
技智慧温室、美丽乡村民居、农文旅公园等
休闲观光农业为核心，将高科技农业生产、
科普教育与民俗体验融为一体。目前，3500
亩农业公园、英雄湾村历史文化名村等核心
区已初步建成。

结束周贡植故居的游览，王晓莉带着游
客驱车几分钟来到农业公园。山水相依，树
绿花繁，步入荷韵田湾主题景区，无处不在的
美丽景致让游客们赞叹不已。不少人拿出手
机、相机，按下快门，记录下美好的瞬间。

农业公园五大主题景区的建设，也给当
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英雄湾村
一组村民李宗贵将自家 6亩地以每亩 1280元
流转给农业公园，仅此一项每年收入就近
8000元。

不仅如此，李宗贵还将自家房屋出租给
农业公园的建设方，月租金 3000 元。“年轻

时候种庄稼，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现在老
了，干不了重活，一年还有几万块钱，安逸
得很哦。”

特色产业如火如荼
游人纷至沓来

若是在秋冬之交，游客们离开英雄湾村
的下一站，便是黄金堡村的橘园。那时，漫山
遍野的红橘挂满枝头，与散落在绿水青山间
的村居相映成趣，如画亦如诗。

《巴县志》农桑一章中写道：“西里铜罐驿
及附近西彭、陶家、跳磴、石板诸乡，其地多岗
陵，宜于桔。接壤皆桔园，多者数千株，少者
数百株。团团若荠，弥山蔓谷。”

铜罐驿镇的红橘皮薄味甜、多汁红润，曾
被清康熙帝御赐“大红袍”的称号。咸丰年
间，铜罐驿还成立了柑橘帮，拟定有关柑橘买
卖、采摘、守护、生产、运输的规章。

今天，铜罐驿镇的红橘以黄金堡村所产
品质最为优良。黄金堡村党支部书记刘冬
梅介绍，黄金堡村现有各种品类的柑橘 1200
多亩，年产柑橘 600多万斤，产值近千万元。

于是，每逢柑橘采摘季，人们都会涌入橘
园体验采摘乐趣。“凭借游客采摘和电商销
售，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将600多万斤柑橘销售
一空。”刘冬梅说，游人如织，也让不少村民开

起了农家乐。
村民张贤创立了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不仅种了100多亩柑橘、枇杷，还开了一家
农家乐：“去年仅农家乐的营业收入就近60万
元。”忙不过来的时候，张贤就近雇请村民帮
忙，去年仅人工费开支就超过6万元。

农业产业发展如火如荼，铜罐驿镇还
在给黄金堡规划着新的发展方向。“我们村
十二组、大溪河边发现了一口温泉，出水量
非常大。”刘冬梅说，温泉康养提上日程，
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黄金堡村的未来值
得期待。

生态走廊修护一江碧水
水木鱼雀令人流连忘返

大溪河生态走廊，通常是“一日游”的最
后一站。大溪河为长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江
津区双福镇，从铜罐驿镇汇入长江。

如今，九龙坡区已在大溪河流域初步打
造成一条长约7公里的生态观光长廊，沿途古
桥怡情，壁洞生幽，柳绿竹翠，鹤舞鸭弋。

“大溪河两岸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保存了
许多传说故事，深得游客喜爱。”王晓莉说，自
2019年5月开通铜罐驿一日游以来，相关门市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

大溪河以原生态风光让游客流连忘返，
而同为长江一级支流的金竹沟，则是历经劫
难才得以重生。

自西向东流经铜罐驿镇双骑龙村和建设
村的金竹沟，曾因污水汇聚而沦为一条臭水
沟。2020 年年初，铜罐驿镇启动了金竹沟岸
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自上游风洞岩山坪塘
至长江入江口，整治河道2000余米，令金竹沟
模样大变。

治理过程中，铜罐驿镇在金竹沟两岸恢
复陆地植物近 5 万平方米、水生植物近 3400
平方米，构成了面积达 5200 多平方米的金竹
沟景观湿地公园。

为彻底解决污染源，铜罐驿污水处理厂
实施了提标扩容改造，九龙坡区铜陶路雨污
管网铺设也在加速推进。

如今的金竹沟湿地水流清澈，成了周边
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今年57岁的村民刘
月家住金竹沟旁，综合整治完工后，她就被聘
请为岸线保洁员，每个月收入 2000 多元，“种
了大半辈子庄稼，老了还领上工资了。”

斜阳微醺，16时54分，回程的列车缓缓启
动。满满一车的欢声笑语飘出车窗，与千年
水驿依依告别……

乘绿皮火车，访红色遗址，游千亩橘林——

千年水驿“一日游”走进新生铜罐驿

□□ 孙超

喝完当地酒，尝完特色菜，游客们纷纷移
步，聚集在湖南省溆浦县坪溪村的瑶族古院
落。古朴大气的大院中，辰河目连戏精彩上
演。唱腔婉转，衣袂飘飞，引人沉醉。

辰河目连戏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这种传统戏曲的保护与传承曾一
度遇到难题。

面对这种局面，溆浦县启动了抢救性保
护行动，面向社会公开招收了 30 名学员重点
培养，并设立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展演基地。

北斗溪特色文旅小镇，正是其中一个重要
的表演场地。2014年，溆浦县开通高铁，为旅

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当地调整行政区划，将
高铁站附近的原北斗溪乡、九溪江乡整合为北
斗溪镇。近年来，这个地处深山的小镇依托传
统花瑶村落，发展研学旅游，打造文旅小镇，成
为雪峰山片区旅游的一抹亮色。2020年，北斗
溪镇获评湖南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

在辰河目连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建斌
看来，在景区中进行常态化表演，有利于传统
戏曲的发扬和传承。

“我们规划了高端民宿、研学旅行、民俗
非遗体验等五大板块，最有当地特色的就是
民俗文化体验。”溆浦县副县长、北斗溪镇党
委书记梁金华说，“在文化上，我们打造一栋
民宿一个‘非遗’主题、一个‘非遗’传人、一个

‘非遗’故事、一批‘非遗’产品，把戏曲、手工、
美食等元素融入游览中的每一个环节，让文
旅小镇的特色更为鲜明。”

在北斗溪镇，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位“支教
奶奶”。她就是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获得者、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来自浙江省宁波市
的退休教师周秀芳。

2015 年春节，在贵州支教的周秀芳准备
回宁波过年，途经湖南时受朋友之邀来到溆
浦县原九溪江乡的小学参观。看到当时的教
学条件欠佳后，她决定留下来帮帮忙。

从2016年开始，周秀芳每年都会组织外地
的孩子们到北斗溪镇的瑶寨里开展夏令营活
动。“孩子们住农家屋、吃农家饭。一段时间

后，晒黑了，长力气了，更懂事了。”周秀芳说。
北斗溪镇在茅坡村打造了研学实践教育

营地，营地内的“研学农舍”区域，一排排村民
建成的小楼干净整齐。“我们这一排，五户一
起开工改造。改造完马上就有了游客，住满
的时候一晚上毛收入就有 400 多元。”村民梁
和会第一批响应号召，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
研学农舍，如今已经尝到了甜头。

“这里即将建成35家研学农舍，共计1000
余个床位。”北斗溪镇党委委员黄军介绍，经
营研学农舍的村民除了每个床位每天 12.5元
的固定收益外，还可以获得餐饮、务工、培训
等多种收入。正式运营启动后，预计村集体
收入每年至少增加20万元。

湖南溆浦：文旅小镇出深山 瑶族古院韵味长

□□ 李绍光

日前，两家国家级古建研究所专家来到河南
省新密市的老县城，为当地把脉会诊、绘制蓝图。
据悉，斥巨资打造的新密古城即将揭开神秘面
纱，为新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今年以来，新密市立足于郑州“西美”的功
能与身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布局文化产
业。为形成全方位合力，该市修订完善文旅产
业规划，出台 20 多项优惠举措，实现了“市乡村
三级齐抓共管，职能委局贴心服务”的新局面。

搭建旅游链条，激活文物是关键。新密市
高度重视文物挖掘，摸索出了主动宣传、科学保

护、合理改造的开发方针。在尖山，始祖伏羲传
说众多，文化资源丰厚。尖山管委抓住这一契
机，招商引资 4 亿元，建设大伏羲山文化园。在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兰草湾景区、三泉小
镇、二郎索道、悬崖摩天轮及古城堡等项目已与
游客见面。

大隗镇窑沟是宋代官窑密窑的一个重要代
表，所产瓷器形制高雅，外观俏美，但其工艺至
当代已大部失传。河南窑沟窑文化公司投资近
10 亿元，组建专家团队，本着“修旧如旧”的原
则，规划建设了窑瓷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据了
解，该园集古瓷文化展示、博物场馆、文创中心
和体验学习于一体，将成为全省最大的综合性
文化服务基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这一《诗经》名句出自新密溱洧两河，成为无
数文人墨客心中永恒的经典。在今天的溱水河
畔，河南水投文化集团全面打造溱水文化湿地公
园，绿城集团公司设计建设溱水诗经小镇。毗邻

“关雎台”和双“蝶湖”，仿古街已正式开放。
一座密县古衙，半部封建历史。为了让目

前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县衙最大限度地重现原
貌，新密市今年以来投入2000余万元，对密县县
衙进行安防和消防建设。以古县衙为核心，该
市修复十大古体建筑，布设水电管网，恢复古式
民居，寻回这座中原古城的原本姿态。

在激活文物的同时，打造美丽乡村是新密
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各乡镇依

托自身地域优势，认真盘活可用资源，精准策
划、加快实施，采取“旅游+模式”，打造文旅产业
高地。今年，花海岳村、诗画超化、康养苟堂、银
花米村等 10 座特色乡镇已经建成；中国优秀传
统古村落范村、吕楼等多渠道筹资，维修古建
筑，增设服务中心，成为当地古文化游的两个明
星村。与此同时，四季常青的朱家庵村、山灵水
秀的龙泉村等文旅乡村串珠成片，实现了从“一
处美”向“全域美”的跃升。村村镇镇拓宽饮食、
民宿、购物的服务范围，利用“云旅游”开展杏花
节、槐花节、油菜花节等各类节庆活动，进一步
扩大了知名度，提升了乡村游的体验品质。

据介绍，今年以来，新密全市乡村游客已达
12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亿元。

激活文物资源 唤醒美丽乡村

河南新密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日前，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新坦村，
一场以“百年奋斗忆峥嵘，不忘初心跟党走”为主题的“村晚”在新
坦小区文化广场举行。这是该村文化礼堂创建后举办的首场村
晚，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

新坦小区是新坦村实施立改套后形成的新型小区，总用地面
积 3.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万余平方米。自 2017年完成分房
摇号后，入住小区的群众越来越多。为打造和谐示范小区，村里

“两委”班子高度重视群众文化，因势利导组建文体团队，目前已组
建排舞队一支、合唱队一支。

当晚的演出在村民自编自导的群舞《开门红》中拉开帷幕，只
见姑娘们不断变化舞姿，引来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当晚最大的
亮点莫过于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唱响的《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村干部们用歌声致敬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鼓励大家用实际行动参与到乡村振兴
的时代使命中来。 江文辉

浙江温岭
“红色旋律”奏响首届新坦“村晚”

时下正是春茶采摘和加工时节，在贵州省桐梓县夜郎镇茶台
村千亩老鹰茶林里，贵州大学茶学院副教授熊彪、讲师代新龙等组
成的博士服务团认真指导村民采摘春芽，讲解手工炒茶要注意的
火候、手感、温度、闻香等要领。老鹰茶在夜郎镇有悠久的种植历
史，为弘扬老鹰茶文化，夜郎镇以党建引领，党员、大户示范带动，
并与高校合作，不断提升品质，擦亮老鹰茶品牌，以茶旅融合发展
助力村民致富。 侯中普 夏涛 摄

贵州桐梓
茶博士助推老鹰茶文化

为深入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山东省高唐县委宣传部、
县文联推出“说唱舞红社区”庆祝建党百年活动品牌，组织宣讲、音
舞、书画三支文艺志愿者队伍走到农民群众、脱贫户中间，通过志
愿服务的形式，为他们送上感人的党史宣讲和精彩的“文化大餐”，
受到他们欢迎。图为该县音舞协会志愿者为固河镇舞蹈爱好者现
场传授舞蹈技巧。 赵永斌 王春才 文/图

山东高唐
说说唱唱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近日，2021官厅湖国际精英马拉松赛暨首届“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官厅湖研讨会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举行。

本次活动旨在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研究探索京
张深度融合，通过“一赛一会”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协会成员、行
业人士等来到怀来，为城市发展群策群力。

2021官厅湖国际精英马拉松赛途经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景
区，多维度展示选手风采。当天下午，首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官厅湖研讨会举办，各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打造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这一主题，就“充分发挥奥运经济效应”“文旅产业
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

据怀来县委书记贾兵介绍，近年来怀来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
展、京张冬奥会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机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首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研讨会
在河北怀来举行

寻味文化乡村

文旅小镇：“慢时光”中的点睛之笔
近年来，走出家门重温诗意田园之美，成了许多人心目中欢度假期的新选项。置身于“乡村游”热潮之中，各

地文旅小镇也如雨后春笋，接连涌现。在如织游人与田园生活的频繁邂逅中，文旅小镇如何在把握乡村“原色”
的同时坚守自身“特色”，正日渐成为广大农村地区文旅发展之路上的又一个关键议题。 ——编者

大溪河生态走廊步道一角。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