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付雅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仓头村一片片五六米
宽的农田被一条条水沟划分开，从高处看，玉米、
甘蔗、蔬菜等多种农作物井井有条……这是当地
独特的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景观。

在紧邻广州城、商品农业发达的社会经济背
景下，海珠先民充分利用高温多雨、地处珠江口、
水网密布的自然条件，通过顺涌建围、设置闸梪、
挖沟抬畦，提高土壤层高度和深沟蓄水调水，以
抵抗潮汐、台风、干旱等天气的影响，巧妙构建了
极富智慧且旱涝保收的“基围+水梪+高畦深沟+
园艺作物 + 禽鱼养殖”生产模式及“水—果
（蔬）—草—鱼—鸟”完整的生态链。这就是最近
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广东
海珠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

目前，海珠湿地及其周边地区的高畦深沟农
业系统存留面积超过 800 公顷，畦面超过 2200
块，深沟超过9500条，水梪数量超过400个。

提到“高畦深沟”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但只
要去过海珠湿地的游客就会对海珠本地传统果
树种植的土地利用方式有些印象。海珠区四面
环水，地处珠江三角洲弱潮河口，被珠江前后航
道环绕，区内分布着大大小小74条河涌，河网密
布，区内农地基本都临近河涌，受潮汐涨潮影响
尤为明显。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垦最早、最具
珠江文化特色的地域之一，海珠区凭借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生态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自然人文风情，
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创造出了罕
见的地处城区的农业文化遗产。

海珠区的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始于秦汉时
期，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与兴盛，是
海珠区特有的水土自然条件与历史时期商品农业
的发展合力造就的，具有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双独特
性。其突出的生态功能，被誉为广州的“南肺”。

据了解，海珠区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进一
步促进了遗产地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该系
统多样的土地利用方式，产生了一批传统经济作
物名种，如红肉杨桃、鸡心黄皮、仑头柳橙、大塘
番石榴、岭南木瓜、石硖龙眼、尚书怀荔枝、素馨
花、凤岗韭黄、新村鸡茸苋菜、荔枝菌等，是具有
重要价值的岭南佳果基因库。

作为独特的农业文化景观，海珠区高畦深沟
传统农业系统还引起了国际农学界、园艺界的关
注。早在1909年，美国著名农学家富兰克林·H·
金就在此拍下了迄今所见世界首幅高畦深沟景
观的照片。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园艺学家
高鲁甫、地理学家梁溥等对遗产地的高畦深沟也
做了记录和研究。

海珠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之所以能够较
好地避开城镇化、现代化的冲击，得以良好存留，
是因为政府部门对海珠湿地保护措施的高度重
视与不断升级，化解了困扰万亩果园多年的“城
市之肺”与“农民之胃”如何兼得的难题，使得遗

产地现已成为市民可达、可享的重要生态空间，
成为城市生态环境重要的调节和稳定器。

在全球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海珠区高

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愿景，其保护与发展之路，为经济发达地
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板。

城郊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样板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探析

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景观。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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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东安
弘扬非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在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上，湖南省
东安县的东安鸡制作技艺在展会上表现不俗，得到各界人士的一
致好评，也吸引了线上无数网民的关注。

东安鸡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蒋宗霖说：“我们建起
了3000平方米的东安鸡加工厂作为传承基地，目前正在筹建东安
鸡文化馆，以此影响和带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让更多的人尽享东
安鸡非遗风味。”

近年来，东安县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文化宝
库”，努力推动非遗文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开辟群众增收致
富新途径。该县加快非遗与文旅整合，开辟了东安武术、东安
鸡等非遗主题（研学）旅游线路，为乡村旅游发展增添内涵，促
进了农民增收。截至目前，东安县通过“非遗文化+乡村振
兴”“非遗文化+旅游”等方式，开办非遗技能培训 12 期，培训
学员 2000 余人次，将东安武术、东安鸡、大盛月饼以及橙子糖制
作技艺等非遗项目打造成为助力群众增收、推进乡风文明的重
要载体，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谢助民 唐中玉

山东利津县陈庄镇
乡村“颜值”高 村民生活美

近日，笔者走进山东省利津县陈庄镇新发村，看到一排排造型
别致的两层别墅错落有致，村民们利用农闲正忙着装修自己的新
家。近年来，利津县陈庄镇在推进新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突出
乡村特色风貌，注重文脉传承延续，房型的设计充分尊重村民们的
农村居住习惯，维持“一宅一户”格局，建设两层联排别墅，以方便
两代人共同生活。

美丽乡村要宜居宜业宜游，村民住上好房子，更要过上好日
子。通过积极对接，新发村与省土地发展集团和山东科百智慧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围绕产居融合，规划建设高端鲜切花数
字化高效产业园区，打造集游玩观赏、婚纱摄影、休闲度假为主
题的数字化生态廊道景观，让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同
步推进。

据了解，陈庄镇通过发挥新发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带动
作用，以点带面，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打造，优化和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提高乡村发展水平，打造村民“向往的生活”，让村民在
家门口“有景可看、有活可干、有钱可赚”。

吴根林 綦永健

浙江临海市桃渚镇
“党建+好商量”建设美丽乡村

近年来，浙江省临海市桃渚镇以党建引领，探索创新“党建+
好商量”村民议事协商机制，汇智凝心聚力促振兴，建设美丽乡村
幸福家园。

根据桃渚全域旅游发展情况，该镇邀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
表、部分党员干部和乡贤对桃渚古城保护开发的设计规划方案
进行审议，形成多条操作性强的建议提交市旅游局。组织议事
会成员走访桃江十三渚景区、临海大火山遗址、石柱下民宿等
地，并与城里村石柱下民宿户主深入交流，有序推进“古城风韵”
特色民宿创建。召开民主协商会议，从完善规划体系、补齐设施
短板、创立主打品牌、强化旅游营销等方面建言献策，推动桃渚
全域旅游发展。

该镇还开通《桃渚人》乡贤杂志“建言献策”专栏等平台，发
动乡亲们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利用桃江先锋等网议
互动、网络问政平台和村级“微平台”进行互动协商。如“桃江先
锋”公众号曝光辖区内河道不整洁等现象后，永兴村书记葛先富
召集村级议事成员在微信群上开展讨论，大家建议村级设立河
段“段长制”，负责相关河段的保洁工作，建议被镇党委和政府采
纳。芙蓉村乡贤通过相关平台了解到桃渚打造乡贤文化村，他
们积极响应，表示赞助 60万元建设村文化礼堂。

季杨杨

新疆墨玉县
民间艺人获颁专业资格证书

最近，新疆墨玉县 339 名民间艺人陆续免费领取了主管部门
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这些优秀民间艺人将在文化惠民演出、参
与高水平赛事和培养传承人等方面全面发力，为繁荣活跃基层文
化做出贡献。

“获得民间艺人资格证书，我深受鼓舞，今后要为弘扬民间优
秀文化继续努力。”墨玉县阔其乡巴邱克村民间艺人麦麦提阿卜杜
拉·麦麦提敏高兴地说。

近年来，墨玉县按照自治区实施文化润疆工程的安排部署，
结合“和田歌会”这一文化品牌的创建，常态化组织开展民间艺
人大赛、红歌大赛、红色舞蹈大赛、传统舞蹈大赛、民间艺术传承
展演等活动，为民间艺人创造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墨玉县积
极推进“文化润疆”工作，不断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步伐，广泛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事业百花
齐放，文化产业从小到大，文化自信日益坚定，文化影响力和软
实力不断提升。墨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墨玉县文旅局党组书
记李从越表示，今后将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注重对基层民间艺术人才的挖掘和培养。

刘绍斌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扎实推进“四点半学校”建设，关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群众
孩子健康成长。该市播州区组织党员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写字、绘画、完成作业，陪伴孩子
们度过快乐而充实的时光。

图为马蹄镇石壁庄社区党员志愿者为留守儿童讲故事。 岳勇 杨宪丽 摄

□□ 王洪玮

11月16日，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武
村社区和鼓楼街道息马地社区实践站很是热
闹，一对对“红马甲”或向群众宣讲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或为群众传授“兖绣”“五谷画”“虎头
娃娃”等非遗文化知识。“这是文化名家领航行
动志愿服务走进实践站活动的一部分，推动文
明实践提档升级。”济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任周丽明表示。

据了解，兖州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专
门开辟了非遗传承阵地，每周六周日，兖绣、剪

纸、泥塑、虎饰、石刻及文明实践主题广场上的
花棍舞、鼓子秧歌等 3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排出计划表，轮流免费给群众培训。该区还
在村（居）实践站开办了 20家“幸福食堂”，解决
了老人吃饭不方便问题；设立村级“幸福基金”，
走出了村办公益的路子；建设了“端信书屋”“雏
鹰课堂”，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说起实
践站提质增效，兖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
实践中心主任武云飞深有感触地说，作为文明
实践主要形式的志愿服务，要契合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更多注重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优
秀传统文化浸润群众心灵。

山东兖州：文明实践让优秀文化浸润人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12月6日，由河北省体育局、保定市政府共
同主办的以“一起上冰雪，一起迎冬奥，一起向
未来”为主题的河北省冰雪运动发展座谈会在
保定市涞源县举办。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
河北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冰雪产业发展等话题
展开深层次对话交流。

国家冰雪运动推广大使李佳军与河北冰雪
运动推广形象大使、奥运冠军张一璠一起，邀请
公众走进河北省 202 个滑冰馆、109 个滑雪场，
感受真冰真雪的无穷魅力，为北京 2022年冬奥
会加油。

据了解，河北省以省市县层层举办冰雪运
动会为牵引，扩大公众参与规模，走出了一条特
色的冰雪运动发展之路。

“一起上冰雪 一起迎冬奥”河北冰雪运动发展座谈会举办

□□ 唐旻

铿锵的鼓点，悠扬的旋律，在湖北省建始
县长梁镇旋龙村，丝弦锣鼓表演队正在舞台
上载歌载舞。丝弦锣鼓是土家族器乐曲牌的
总称，历来称“打锣鼓”或“打丝弦”，流传很
广。2007 年，建始丝弦锣鼓被列入湖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丝弦锣鼓深受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

丝弦锣鼓的前世今生

相传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名叫李世高的
唱昆曲的艺人，因戏班散伙，流落建始。爱好
音乐的李世高便琢磨着把昆曲、唢呐曲牌等，
与当地的耍锣鼓、薅草锣鼓糅合在一起，通过
历练，便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表现形
式——丝弦锣鼓。丝弦锣鼓因其表演节奏简
洁明快，豪情奔放，被誉为“土家交响乐”。

地势让文化交汇，历史让文化融合。在
荆楚文化与巴渝文化相融的长梁镇，有一块
民族民间文化的沃土，以民间吹打乐为特色
的民族民间文化瑰宝，就是从这里茁壮成长
起来的。

据了解，丝弦锣鼓班遍及建始全境，全县
有丝弦锣鼓班 100 多个，职业、半职业和非职
业艺人近 2000 人，每年演出约 3500 场左右。
目前，活跃在丝弦锣鼓演出现场的，大都是丝
弦锣鼓第六代艺人和第七代艺人。第六代艺
人多在 50岁以上，第七代艺人也大都在 40岁
左右。凤毛麟角的第八代艺人，正在探索着
全新的传承模式，政府更是鼓励丝弦锣鼓走
进校园。

民间吹打乐是长梁镇优秀的文化品牌。
今年，还注册成立了建始丝弦锣鼓协会，组建
了建始县丝弦锣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动

建始丝弦锣鼓市场化运作。

走出去的文化名片

发源于长梁的建始丝弦锣鼓，更是建
始县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一张响亮的文化
名片。

近年来，长梁镇大力挖掘民间非遗资源，
弘扬本地丝弦锣鼓文化，开创“农+文+旅”一
体化新途径。丝弦锣鼓作为一张文化名片，
多次接待来自辽宁、四川、北京等地前来考察
和观光旅游的团体以及省内众多的领导和专
家的调研，他们在欣赏丝弦锣鼓后，无不惊叹
其无穷魅力。

建始丝弦锣鼓运用鼓、锣、二胡等20多种
民族乐器的不同演奏形式，形成了多种曲牌，

仅在长梁镇民间流传的各种曲牌就有近 200
个，已收集整理出版的有 102 个，如《上路》和

《小开门》等。
建始丝弦锣鼓演奏的曲牌共有四类，即

干牌子、吹打牌子、堂牌子、唢呐吹戏的丝
弦。前三类是锣鼓曲牌，可以随意编排连缀，
而唢呐吹戏则是单独的，丝弦和锣鼓是并列
的，统称丝弦锣鼓。丝弦用唢呐演奏代替人
声，大唢呐代表男角，小唢呐代表女角。司鼓
者是乐队演奏的指挥。丝弦锣鼓既有锣鼓铿
锵的粗犷，也有丝弦婉转的细腻，演奏形式独
特，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如今，丝弦锣鼓已经从长梁走向了全
国。丝弦锣鼓曾多次亮相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近年来，长梁镇 30 多位丝弦锣鼓艺人受

邀走进央视演播厅，录制丝弦锣鼓专题节
目。2020年除夕，伴随着丝弦锣鼓铿锵鼓点，
庆贺脱贫奔小康的画面，登上了《新闻联
播》。今年 9 月，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授予建
始县长梁镇“2021—2023 年度湖北省民族文
化艺术之乡”称号。丝弦锣鼓未来将在民族
文艺舞台上绽放更多光彩。

在传承中彰显活力

为让民间吹打乐得到传承，长梁镇建立
了长效保护、发展机制。镇党委、镇政府成立
了专门领导小组，有分管领导常抓不懈，有镇
文化广播服务中心具体实施。近年来，镇政
府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对民族民间文化
艺术进行传承和保护。

在传承上，演出队伍日益庞大。如今全
县已有 160 多支队伍，从艺人员达到 2500 多
人，从业人员每年总收入超过 4000 万元，其
演出遍及建始、巴东、恩施、利川、巫山、奉节
等鄂渝边界县市。广大的文化工作者与民
间艺人凝心聚力，收集、挖掘、整理散落在民
间的调子和曲谱，建立文字、音像档案，继

《丝弦锣鼓》之后，又一力作——《建始丝弦
锣鼓教程》正式出版发行。经历史传承人的
传承、创新和发展，后又经有关单位、专家以
及众多民间艺人的共同努力，多年前，便有
了《丝弦锣鼓》等图文结集出版，开始从乐谱
上记录建始丝弦锣鼓。

今年 3 月，长梁镇以“非遗之乡·与梨有
约”为主题，举办了第三届“梨花节”。该活动
在沿用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融入脱贫攻坚
成果展、民族工艺品展示、农产品展销等新元
素，让游客们在欣赏民族文化艺术的同时，感
受到干群勠力同心、决战脱贫攻坚、携手乡村
振兴的磅礴力量。

建始丝弦锣鼓：土家人的交响乐

品味民俗

丝弦锣鼓表演队正在舞台上表演。 资料图

农遗风采

安徽含山
“秀美含山行”文艺进基层

近日，由安徽省含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委宣传部、
县文旅体局主办，县文化馆、“红色小板凳”服务总队承办的第 11
届“秀美含山行”送文艺进基层活动在环峰镇玉龙广场举行。舞
蹈《盛世欢歌》、女声独唱《红旗飘飘》、小品《刘铁锄奸》等陆续登
场，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为基层群众上演了一场文
化盛宴。

据悉，“秀美含山行”是马鞍山市十大文化品牌之一，该活
动每年举办一次，在全县各镇巡回演出。

欧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