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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启动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北京举办。日前，由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我国北方 7 省（区、市）共同主办的 2022

“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拉开帷幕。
中国北方冰雪旅游资源极具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生态

价值。2022“北方冰雪旅游海外推广季”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
交流与合作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国家体育总局
宣传司指导，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新疆7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共同主办，
旨在向海外民众全面介绍中国北方特色冰雪文化、冰雪运动
和冰雪旅游，展现中国人民迎接北京冬奥的热烈情感。

活动预计今年 2 月底结束，将陆续推出冰雪主题纪录
片展映、各地线上旅游推广周、知名景区慢直播等 40 余项
内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北京农学院为古树康复专项“订制”
研究生

1 月 7 日，北京农学院与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举
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仪式。记
者了解到，未来三年双方将在古树健康与古树修复开展联合
攻关，并将开设研究生专项班，实行双导师制，助力首都生态
文明建设。

古树名木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现存4万
余株古树名木，其中古树 3.9万余株、名木 1300余株。这些分
布在北京城郊的参天大树，构成了一幅北京的历史地图。不
过，在最近一轮的古树名木普查中发现，这4万多株古树中有
700株处于濒危状态。及时开展抢救复壮，显得极为迫切。

北京农学院校长周剑平表示，北京农学院将与北京市园林绿
化科学研究院一起，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培养一批高水平科技人
才，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北京贡献智慧和力量，真正把论文
写在京华大地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长篇传记文学《晏阳初》获好评

日前，作家苗勇撰写的长篇传记《晏阳初》由人民东方出
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让人在全方位地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一场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得以将晏阳初这种
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思想以及自强不息的拼搏、奋斗
精神，以真诚和感人的文学方式流传下去，真正体现了“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特别是从晏阳初身上，读者可以
汲取到新时代投身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

该书出版后，先后被新华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和评论，获得
好书探去年九月中外十本好书和好书人气榜第一名，被《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等媒体评为2021年中外十本好书，被纳入农家
书屋和全总职工书屋目录。

苗勇是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四川省总工会，已出版
《曾溪口》等作品16部，获“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文学奖等省以
上奖项12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山东肥城
惠农政策下乡 红色文化进村

近日，山东省肥城市边院镇东向西村村民们正在肥城第
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前观看红色影片，重温革命年代那段可歌
可泣的历史。“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但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先
烈。”86岁的村民李大爷说。

近年来，东向西村在惠农政策支持下，不断完善公共服务
设施，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为了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该
村党支部领办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更多群众在家
门口致富。合作社发展遇到资金瓶颈时，农行泰安分行的乡
村振兴服务队为他们送来及时雨，成功发放强村贷 50 万元。
该行还组织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走进农村大集、村文化广
场常态化开展党史文化、惠农政策、防范诈骗等知识宣传普及
活动。东向西村是该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如今，东向西村有机蔬菜合作社
壮大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该村建成了占地120平
方米的党史展览馆，采用文字、图片、视频及实物展览等喜闻
乐见的形式，使村民们更好地传承党史文化，汲取奋进力量。
村文艺队将红色故事和党的惠农政策创编成山东快书和地方
小戏，深受乡亲们欢迎。 候庆华

湖南衡东
举办第五届土菜文化节

“每一道衡东土菜都好吃，吃了还想吃！”“湘·江南温泉太
美了，冬天泡温泉真是一种享受！”“文艺表演很精彩，晚会焰
火秀确实很震撼”……日前湖南省衡东县第五届土菜文化节
在衡东县湘·江南温泉度假村举办，旨在进一步提升衡东土菜
品牌影响力，实现乡村旅游和土菜产业融合发展。

活动期间，该县还举行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
项目——衡东土菜烹饪技艺授牌、衡东土菜进机关、进高校、
进企业、进名店战略合作签约、湘·江南温泉度假村等重点旅
游景区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对“味道湖南”活动评选出来的衡
东十大道地名优食材和十大餐饮名店进行了颁奖。

据介绍，目前衡东土菜产业链产值突破45亿元，产业链每年
创税过亿元；在全国各地开有1100多家衡东土菜店，从业人员达
12万人。 周健 颜伶俐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 魏明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日前，“乡村文艺复兴在发生”暨瓦美术馆
《局部城市》展启动仪式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
镇北沟村不久前落成的瓦美术馆举行，展出了
14位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展览还融合了乡村记
忆与乡野对话等元素。

作为新型乡村文化空间——瓦美术馆的
落成，为北沟村再添一处文化新地标，使得现
代艺术气息得以在乡村持续散发。

如今，北沟村已成为山乡里的“国际文化
村”，村民们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文化
正以一种特殊的助力模式，拉动着村庄的和
谐发展，推动着北沟村的振兴。北沟村从一
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全国文明村、
魅力乡村。

长城文化带来“国际流量”

“文化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这是北沟村
党支部书记王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10年5
月 2 日，坐落于慕田峪长城脚下，包含慕田峪、
北沟、田仙峪、辛营4村的“长城国际文化村”举
行了开村仪式。它是怀柔区渤海镇为整合农
村社会文化资源而实施的重点工程，力求通过
深挖辖区内北沟、田仙峪、辛营、慕田峪 4 个村
的长城文化、乡土文化、国际文化等特色旅游
文化内涵，优化生态环境，突出村落特色，构建

“吃在田仙峪、住在北沟村、游在慕田峪、购在
辛营村”的一体化建设格局。

长城国际文化村优美和谐的社会氛围吸
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其中北沟村就有17户
老外前来置业投资，使村民的闲置房屋有了出
租挣钱的机会，且对方承租到期后，包括投资
改造的项目在内，一并还给农户或另行续租。

一些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家的外
国朋友选择把家安在了这里。

2010 年，美籍华人唐亮女士在北沟村继
“小庐面”之后投资的另一个项目，就是“瓦厂”
宾馆。开业后，吸引了不少外宾前来参观下
榻。“瓦厂”的前身是一家琉璃瓦厂，因经营不
善而废弃。经过萨洋唐亮夫妇的设计改造，使
曾经破败不堪的造瓦厂成了一家艺术气息浓
郁的乡村酒店。

改造中，他们利用原有资源，将瓦窑变成
了酒店前台、行李室、娱乐室与放映室，并用门
廊连接了各个房间。墙面以象征长城主题的
红砖为主，加以遗留的彩色琉璃瓦片进行装
饰，用斑斓的色彩让墙面变得活泼生动。改造
后的大部分房间内设有通透的落地窗，在确保
良好日照与通风同时，住客不出房门便感受到
乡村的清新与自然，站在客房的阳台上，便能
看见成片的栗树林和远处的长城。

2020 年瓦厂酒店易主 2049 集团后，酒店
依然保留了七八个原始的窑洞，作为会议室
或餐区，置身其中犹如来到欧式古堡。那些
五彩晶莹的琉璃瓦碎片铺就的走廊，镶嵌的
墙面，让琉璃废品通过粘贴重组，被设计成一
幅幅抽象的艺术品。而那些展示在房舍前后
草坪四周的琉璃碎片图案，更平添了中西文
化融合的艺术氛围。

“北沟村的瓦厂精品酒店，堪称是北京郊
区民宿的早期示范，除了在国内具有极大的影
响力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与美
誉度。前美国第一夫人、荷兰国王、以色列总
理、好莱坞影星、NBA球员、国内著名导演演员
及歌手都曾在瓦厂留下过足迹。瓦厂酒店还
曾入选猫途鹰‘旅行者之选’中国最佳家庭旅
店和民宿。”听了王全书记关于长城国际文化
村建设和当地文化助力乡村旅游业发展情况
的介绍，再看看眼前的一切，对北沟村翻天覆
地的变化由衷赞叹。

乡村旅游开启村庄致富之旅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元素的融入，
只有做好文化大文章，乡村旅游才有持续生命
力，多年的实践，让北沟村认准了这个理儿。

2009 年年初，面对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
乡村旅游局面有待打开的情况，村党支部决
定，筹资100余万元，对闲置的原村委会办公用
房进行了规划改造，建起了一个颇具文化韵味
的乡村酒店——“北旮旯乡情驿站”，意为“好
酒不怕巷子深”。在酒店的墙壁上，还挂上了
村民的书法作品。从此，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
山村，“北旮旯乡情驿站”渐渐名声在外，“北旮
旯”也一度成了北沟村的代名词。最好的年
份，驿站接待观光游客3万人，创旅游综合收入
140万元，纯收入40万元，成为当时怀柔区乡村
旅游业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北旮旯乡情驿站”的经营示范，“瓦厂”酒
店的变废为宝设计理念，“洋民宿”的建筑格
局，使得对审美的追求逐渐潜移默化到村民们
的意识中。

中西文化的融合发展，带来了村民观念上
的更新换代，尤其是在近几年民宿院的发展
上，村民吸收了西方乡村建筑通透、敞亮的设
计元素和建设理念，在对自己房屋的改造中逐
渐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

兴之所至，随意走近一家村民的民宿院
落，砖墙瓦片、院落围墙等外结构依旧是传统

中式模样，古色古香；而房屋内结构则是现代
简约的，敞亮的落地窗、打断隔墙的通透大开
间、现代的家居设计，让人可以立刻感受到居
住此地的舒适感。

目前，全村 150 余户人家中，已有 50 余户
办起了旅游，其中村民自建的高档民宿院就
有 20 余家，村民给民宿院起名字都带着浓浓
的文化味。

前几年2049集团入驻后，先后在北沟村投
资建立三卅精品民宿、收购瓦厂乡村酒店等，
集团在北沟村的累计投资已经突破1亿元。去
年又建起了别具一格的瓦美术馆，为北沟村文
旅业发展再度添砖加“瓦”。

在设计上，瓦美术馆的理念是，既不远离
城市，也不完全靠近传统意义的乡村，它基于
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反思，是一座集乡村振兴与
城市空间结合而形成的全新建筑。

瓦美术馆在北沟村的开业，成为北沟村文
化底蕴续衍传播的新实验，是对乡村及城市关

系的新探索。它运用艺术作品放大当地人文
景观的模式，描绘着乡野自身的庄严意义，力
求通过艺术乡建的方式实现乡村艺术复兴。

以传统文化孕育文明乡风

回顾北沟村的发展历程，以文化兴村、以
文化立村正是它的发展密码。

村里于2008年起就搞起了“传统文化进北
沟”活动，制定了《北沟村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实
施方案》，定期组织村民学习起了《弟子规》《三
字经》《论语》《庄子》等传统经典。成立了道德
评议小组，组织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十佳
好公婆”“十佳好儿媳”评选表彰活动，有效促
进了村庄和谐。

村里还投资 200 万元建设了文化广场，村
头的墙壁上刻有黄底红字的“和为贵”三个大
字，“程门立雪”“管鲍之交”“岳母刺字”“司马
光砸缸”等典故也上了村里的文化墙。村内修
建了“传统文化一条街”，在主街道两边安装壁
画 60余块儿，建文化墙 2000多延米，悬挂字画
200余幅。这项举措不仅在北沟村营造了浓郁
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村民，同时也
为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传统文化的熏染，在北沟村民身上发生着
神奇的功效。现如今，即使目不识丁的老人和
孩子，也能背上几句三字经、弟子规，讲几段敬
老爱幼的经典故事，说几句做人做事的道理。
一位十几年没跟父亲说过话的村民主动开了
口，并请老人家去家里吃饭。每当别人提起这
件事时，他都会说：“人也就活这几十年，当小
辈儿的跟老人计较个啥？”

2015年，北京市首个“中华孝心示范村”正
式落户北沟村，北沟村成了全国第20个授予此
牌的示范村。

如今，北沟村不仅建有高档的艺术展馆、
精品的民宿院落，还有高水准的旅游接待站、
老年人幸福驿站，更有村级物业管理公司，实
现了街道绿化美化有人管，村民大事小情有人
上门服务，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现代化村庄初
步形成。2020年全村实现人均纯收入3万元。

乡村民宿吸引“国际大咖”打卡，成为北京首个“中华孝心示范村”——

北沟村：文化“有力”乡村“有诗”

非遗迎新年
近日，山东省青州市

实验小学邀请当地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葛建华、
杨光走进校园，与小学生
开展了“非遗迎新年”活
动，在专业老师的示范和
指导下，小学生们剪出了
形式多样的生肖虎系列剪
纸，一起迎接新年。

王庆和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1 月 10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主办，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联合抖音、快手、哔哩哔哩、微博、酷狗等网络平
台承办的 2022 年“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活动以线上形式开展，通过发动年俗非遗项目
所在地区的非遗保护机构、保护单位和非遗传承
人，将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下正常开展的年俗非遗
传承活动用镜头记录下来，上传至平台活动专区集
中展播，并支持网友参与拍摄上传、互动交流。

抖音、快手、哔哩哔哩、微博、酷狗等参与平台
“视频直播家乡年”展播专区 1 月 10 日（农历腊月
初八）同步上线。参与平台还推出与“年文化”相
关的话题、直播等活动。抖音发起“非遗过年
DOU 来播”话题，鼓励网友分享身边的年俗活动；
快手推出“非遗闹新春”主题视频征集，同时邀请
多位站内文化类达人展开手工技艺、乡土美食等
年俗主题直播；哔哩哔哩上线“我的家乡年”专区，
分享春节民俗、春节美食；微博推出“非遗过大年”

“国宝守护人”双话题，并举行“非遗年味小厨房”
网络票选及“非遗新年礼”主题展示活动；酷狗策
划“陪伴我长大的‘新年歌’”系列歌单和“空中音
乐会”活动，既有耳熟能详的传统戏曲、民歌，也有
朗朗上口的国潮新音乐。

春节、元宵节是中国人民的重要传统节日。我
国与春节、元宵节相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00多项，如龙舞、狮舞、年画、剪纸、抬阁、灯会、庙
会等。每年春节、元宵节也是全国各社区、乡村开
展非遗展示展演和民俗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据
了解，去年春节、元宵节期间举办的2021年“文化进
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6500余个非遗年
俗短视频在网络平台集中展播，在符合疫情防控要
求下举办的 12 场专场直播活动，吸引了大量网友
在线参与，为新春营造了浓郁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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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屋顶上的景观作品。 资料图

北沟村民宿夜景。 资料图

□□ 姚进忠 杨鑫竹

为推进“旅游+文化”深度融合，深挖贵
州多彩文化独特内涵和时代价值，贵州省黎
平县创新探索文艺精品与旅游产品深度融
合路径，丰富景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
时，让游客在景区感受浓郁的文化氛围。

近日，黎平县侗族文化有限公司在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分别在黎平县
肇兴景区、三穗县贵洞开展多彩贵州景区

（景点）驻场文艺演出活动。演出内容丰富
多彩，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琵琶歌、侗族传统
舞蹈《芦笙舞》、侗族民俗展示“丢饭卣”、瑶
族武术等传统民族节目，也有结合时代主题
编排的小品、琵琶弹唱、歌舞等节目。

每到一处，这些精品文化节目一出场，
便赢来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尤其是让
游客参与的侗族民俗展示“丢饭卣”，通过丢
饭卣、打花脸体验，让游客深刻感受到侗族

青年男女对歌、恋爱、婚俗的情景，让游客流
连忘返。“通过这台节目让我对民族音乐、文
化、服饰、习俗又有了进一步了解，我要关注
你们的公众号，以后继续关注动态。”在肇兴
景区，来自佛山的游客廖女士说。

“通过进入景区开展驻场演出活动，把
文化注入景区，既能通过旅游壮大文化产
业，又能强化旅游中的文化体验和产业属
性，对旅游业发展有很好的推动作用。”黎平
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团长钟声丽说。

贵州黎平

驻场文艺演出赋能文旅融合

新年伊始，贵州省遵义市开展“党员颂读进万家”宣传活
动，为群众送文化、送政策。图为该市桐梓县蟠龙社区党员与
易地搬迁群众一起座谈交流，学党史、讲政策、感党恩、话发展。

姚伟 令狐小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