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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举办游牧文化节

近日，“阿鲁科尔沁旗游牧文化节”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
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巴彦温都尔苏木夏营盘举办，现
场开展了启动仪式“游牧记忆”大型行浸式畅揽活动。

蓝天下，碧草间，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的阿鲁科尔沁牧民
们载歌载舞。在几十分钟内，阿鲁科尔沁草原系统游牧迁徙、
阿日奔苏木婚礼、奶食品、刺绣、传统技艺、农耕文化、曲艺和
地方特产展示等多项内容呈现在观众眼前。

据了解，目前全球草原游牧系统仅有两个，一个位于非
洲，另一个便是我国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阿鲁科尔
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阿鲁科尔沁旗旗长陈虎男表示，阿鲁科尔沁旗将坚定
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把
游牧系统保护和发展与落实“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紧密结合。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周阳

四川三台县
文化艺术周唱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唱山歌、听戏曲、赏非遗、学技艺、逛古镇、品美食……近
日，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西平镇中心的月牙湾广场上人头攒
动，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自各行各业的千余人围绕场
地整齐地跳起锅庄舞，以“党建助振兴·两新联万村”为主题的
绚丽凯江文化艺术周活动拉开序幕。

“本次‘绚丽凯江文化艺术周’依托流域内丰富的文化资
源，积极探索以文艺交流展演为载体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搭建
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展演平台，带来一场全民参与的
文艺盛宴，擘画出一幅凯江流域乡村振兴特色画卷。”三台县
委副书记、县长唐顺江说。

活动的举办地西平镇被誉为“客家原乡”“四川最美古
镇”，历史底蕴丰厚，客家风韵绵长。西平镇党委书记刘春华
介绍，本次文化艺术周设置了舞蹈、综艺、非遗、戏曲等专场，
吸引来自成都、德阳等地 10万游客前来观光游乐，拉动消费
2800万元左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贵州道真县
“服务群众践初心”演讲活动催人奋进

今年以来，贵州省道真县加强农村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
深入开展“进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忧”行动，进一步巩固
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近日，一台以“服务群众践初心”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和文
艺演出在该县三桥镇举行，真实感人的故事、接地气的节目，
催人奋进。三桥镇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服务群众工作主线，结
合“力量下沉 网格赋能”工作，积极开展“进百家门”，讲政策、
话民风；“知百家事”，集民智、助民兴；“解百家忧”，纾民困、顺
民意。全镇110名镇村干部俯下身子，逐村逐户开展走访，积
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树立“支持发展、邻里
团结、勤劳致富、清净整洁”观念，破除滥办酒席、高价彩礼、厚
葬薄养等陈规陋习，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杨欣

浙江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
活动联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近日，一场趣味运动会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广
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火热开场。拔河、球类比赛等体现团队
合作精神的体育项目受到欢迎。前不久，该社区党组织在走
访企业过程中，许多民营企业表示，员工对文娱活动的需求比
较大，但又缺乏场地和人员组织活动。于是，由辖区8家企业
共同参与的广益社区首届“科创杯”趣味运动会成功举办。

近年来，南湖区大桥镇依托社区服务，发挥党建引领，通过
阵地共享、活动联办、优化办事流程、惠企政策宣传等社企联动
方式，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企业的距离，使社区服务更精准。
社区大、中、小会议室和活动室全部向辖内企业开放，只要企业
有需求，就可以到社区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也可
以与社区联合开展文体活动。暑假期间，社区还专门为辖内企
业职工子女举办科普、读书会等夏令营活动。 宋加英

□□ 贾文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花开繁盛。走
进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特克斯镇离街，
青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路……一
户户别具一格的精品民宿小院错落有
致，一派田园胜景。

离街是一处集乌孙文化、丝路文
化、草原文化、易经文化于一体的多民
族文化风情街区，被称为特克斯县的

“宽窄巷子”，是小城的一张城市名片。

老板陈科在这里经营着三家民宿。以
前，陈科经营一家粮油店。“我们县城靠
近 5A级喀拉峻等大景区，近年来，来新
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把自家的老
宅翻修成了民宿。”陈科说。他经营的
民宿名为“离宫别苑”，占地面积 954平
方米，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近几年，特克斯各大景区游客越来
越多，陈科的生意也越做越好。为了给
游客营造舒适愉悦的住宿环境，体验特
克斯县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
境，陈科有了把“离宫别苑”重新改造升

级的想法。但是，改造房子的钱从哪里
来？正当陈科为资金犯愁的时候，邮储
银行特克斯县支行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通过商贷通抵押贷款模式为其发放了
226万元贷款。

民宿重新改造升级后，经营规模更
大了，民宿和餐饮生意也愈发好了起
来。“真是感谢邮储银行，以前，我与爱
人开一家粮油店，一年到头不但辛苦，
还赚不了多少钱，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做
生意，赚的钱还是以前的好几倍。”陈科
笑着说。

文化语丝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建设，乡
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离不开乡村
文化人的执着与坚守。

乡村文化人或具有文学艺术创
作、传统手工技艺传承、新兴文旅创
新等方面的特长，或有一定文化宣
传、组织、策划和经营能力。他们源
自乡村、熟悉乡村、扎根乡村、服务
乡村，是自愿、自动、自发成长起来
的人才，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
于技艺传承和基层文化氛围。他们
乐于将自己的才艺奉献出来与众分
享，组织群众开展多种文化活动，是
群众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的带头人，更是乡村内生动力的重
要体现。

各地乡村文化人积极发挥自身
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协调整
合各方资源，推动乡村文化体系建
设，大有可为。向执着坚守的乡村
文化人致敬。

向执着坚守的
乡村文化人致敬

付雅

□□ 陈罗峄

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南阳
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灵秀南阳·福
满罗岩”为主题，挖掘整合“福山”“福水”

“福天”“福地”“福气”等“五福”资源，创
造性转化域内“福”文化资源，促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南阳乡有着千年文化底蕴，域内的罗
岩太保信俗是省级非遗，千百年来承载着
群众对传统“福”文化的寄托。为了让这
笔隐性的资源在新时代展现新风彩，南阳
乡做足了功课。举办“千年非遗·灵秀罗
岩”全国诗词大赛、编制《罗岩太保文化》

书籍、拍摄“主播带你游罗岩”系列短视频
等，多维度提升罗岩山社会关注度和文化
品位。另一方面打造“福”文化网红打卡
地。建设以“罗岩福道”为核心的罗岩山
森林公园漫游道，打造登山寻福沉浸式旅
游项目，配套建设“福”文化示范村、主题
街道等。推出“游南阳福地、登罗岩福山、
拍森系福照、购文创福礼、开非遗福运”主
题旅游线路，打造集“吃住行乐购”一体的
乡村旅游。试运营以来，共接待游客约
5.3万人次，实现各项收入90余万元。

为了汇聚人气，南阳乡举办首届
“福”文化暨登高节等“福”文化系列活
动。同时，开设“福”文化主题兴趣班，创

作“福”文化主题艺术作品。设计罗岩福
袋、功夫茶具、五福书签等文创产品，创
作七都千年“福”圩彩绘、南阳“福”景手
绘地图、非遗剪纸、绘画等各类文艺作
品，生动形象地展示南阳“福”文化。

南阳乡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的
同时，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
用。以“原生态、低成本、有特色”指导

“福”文化打卡点开发，让村民与游客共
享“生态福”。同时，将“河长制”“林长
制”融入罗岩福道的运营管理中。

该乡还成立罗岩山文旅投资公司，
以“福”文化助农兴业，联合村集体和农
户分享“丰收福”。

福建三明市沙县区南阳乡

擦靓“福”文化旅游品牌

新疆伊犁州

老屋“蝶变”民宿提档升级

广西大新县
农家书屋培训忙 农技知识惠乡亲

“这个时候，你们要注意给果树修剪枝条，及时施肥……”
近日，广西大新县雷平镇新立村霞山屯的农家书屋里座无虚
席，农技人员冯广和正在耐心、细致地讲解今年新种的“阳光
玫瑰”葡萄栽培实用技术和夏季管护方法。为服务当地特色
产业发展，该县各乡镇、村屯的农家书屋都充实了葡萄栽培、
果树修枝等相关实用图书。

入夏以来，大新县积极开展“科技服务夏管促增产”活动，
选派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了解农户农技需求，夜晚依托农
家书屋平台开展农技讲座，白天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向农户
传授农技知识，将科技服务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为进
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今年以来，广
西大新县累计开展科技服务培训 304 场次，培训受益群众
4360人次；开展“科技支农促春耕”“科技服务夏管促增产”等
活动52场次。 雷丽军 潘小香

近日，江苏省海安市乡村复兴少年宫开展非遗集市、非遗讲座、非遗游学
活动，让孩子们走进非遗传承基地，见证非遗技艺的奇妙。 朱艺 摄

□□ 许炜辉 童侠通

近日，走进浙江省临海市桃渚
镇永兴村，干净整洁的道路两旁树
立着“道德模范”“优秀党员”“最美
媳妇”“最美青年”“最美儿童”“最美
老人”等党建宣传牌。“这些都是近
年来村里通过村民道德评议会推选
出来的榜样。”永兴村党支部书记葛
先富介绍。

在村文化礼堂里，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们一起讨论着村庄下一步的发

展。根据时代要求，永兴村新增了清
洁家园示范户等评比工作，在村里营
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村里还
不定期举办育儿经、道德经学习，举
办摆渡技能大赛、公益献爱心、环保
知识竞赛等活动，让村民道德评议会
的内容更丰富，机制更完善。

“道德评议会不仅让永兴村提升了
文明程度，更凝聚了村庄干事的热情。”
临海市桃渚镇党委委员张杰表示，永
兴村模式将逐步在全镇范围内推广，
更好地促进乡村治理和文化振兴。

浙江临海市桃渚镇

“道德评议会”焕彩和美乡村

□□ 叶兴桂 郭文宇

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镇，活跃着一
支农民剧团。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一代又一代，
在梨园里坚守、传承、创新，还把“心头好”搬上
了国家级舞台。

热爱与传承

“水南农民剧团起源于水南镇华山村‘三角
班’。”说起水南唱戏的发展历程，今年 85岁的
水南农民剧团引路人赖坦贞记忆深刻。

1951年，华山村人自发组建了“三角班”戏
班。节目通俗易懂，服装简单，演员少，随便搭
个戏台，就可以演戏。渐渐地，看戏成了山里人
的一个喜好。逢年过节、办喜事，村里都会
演戏。

“我这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戏……因为
老表喜欢看戏，我们喜欢唱戏，大家两厢情愿，
也就有了农民剧团的诞生。”赖坦贞说。

华山“三角班”是水南戏曲的领头羊，随后
“三角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水南村村都有了
戏班。1955年冬，华山村农民剧团取代了“三
角班”，队伍更大，剧目更多，形式更活，既演现
代戏又演古典戏。

如果说赖坦贞是华山农民剧团的第一任
台柱子，那么第二任就非赖光任莫属了。赖
光任从 16 岁开始唱戏，编导演、吹拉弹唱样

样 在 行 。 即 使 现 在 70 多 岁 了 ，也 没 有 停
歇过。

“1981 年，文化部和江西省文化厅及市县
的专家领导来华山村观看农民剧团演戏，当时
演的是现代法治戏《一家人》。这是对我们农民
唱戏最大的褒奖。”赖光任回忆说，就在那一年，
华山农民剧团兴建了水南第一个大礼堂，剧团
从此有了排练、演戏的固定场所。

水南人不但唱戏出了名，做戏更出彩。
2000 年，华山村的戏迷杨天义，接手传承

农民剧团的衣钵。
“我从小就爱看戏，每次有剧团来村里演

戏，都是早早地搬凳子去占位置。因为喜欢看
戏，我跟着剧团走遍了华山周边的每个村。有
次看戏下大雨，村民们身上淋湿了，我就想着长
大后，也要办一个剧团，建一个剧院。”杨天义用
10余年来的积攒，买了一些简易乐器，组织当
地一些爱好吹拉弹唱的村民，组建了一个草根
农民剧团。

2002年，杨天义出资建起了当地第一个农
民影剧院。2003年，水南农民剧团正式成立。
大家用热爱不断演绎着水南戏曲的精彩，并且
从这里走上了省里的舞台，走上了国家级舞台。

创作与精彩

水南农民剧团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承“农民
自己演戏，演农民自己的戏”的宗旨，精心收集

整理当地民间文艺，将其转化为农民朋友喜闻
乐见的戏剧、小品、舞蹈等，既丰富了农民的业
余生活，又将民间文艺这一瑰宝发扬光大，同时
还培养了一批批能歌善舞、能弹会拉的演职
人员。

20多年来，水南农民剧团创作和编排剧目
百余个，既有现代小戏、小品、歌舞，也有具有地
方传统特色的采茶戏和民间传统剧目。如《一
家人》《鹅缘》《腐竹缘》《帮扶》《不要彩礼要幸
福》等，大多来源于当地人的生活。

《腐竹缘》《帮扶》两个剧目，创作灵感便来
自杨天义他们发展腐竹产业、带动乡亲脱贫的
亲身经历。

2016年，水南农民剧团创作了小型采茶戏
《腐竹缘》。该剧讲述了一对母女与一对父子因
为腐竹产业萌生爱意、喜结良缘的故事。“科技
大学我毕了业，立志回乡干事业。不恋城市繁
华道，帮助振华办企业。泷江岸边有三宝，腐竹
大米车前草。祖传一根腐竹黄，老少皆宜不可
少……”这些唱词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唱出了
水南人的乡愁与梦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水南农民剧团创作的
《帮扶》《绣红旗》，还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向全
国观众展示了水南人的戏曲才艺。

20 多年来，水南农民剧团参加了许多汇
演，荣获了不少奖项。2007年，获江西省农民
剧团汇演一等奖。2016 年，进京参加文艺汇

演，方言小品《鹅缘》开创了吉水县文艺节目晋
京汇演并获奖的先河。2015 年、2017 年、2019
年三次登上央视戏曲频道。2019 年，在央视

“一鸣惊人”栏目录制了节目《绣红旗》《帮扶》。

文化与产业

“人这一辈子总要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杨天义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剧团长期
活跃在民间乡村，定期送戏下乡，深受广大群众
喜爱。

办剧团、排新戏、置办服装设备、支付演职
人员工资、改造提升剧院……剧团要长远发展，
资金如何确保？杨天义想到了充分利用水南加
工腐竹的传统。演职人员白天做腐竹，晚上演
戏，用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发展。

脚步坚定，步步生花。杨天义带领大家创
办水南腐竹产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
产业+农户+剧团”的经营管理模式，水南腐竹
不仅远销省内外，还登上了美食文化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国》。以腐竹产业来支持剧团发展，每
年从腐竹产业的收益中，拿出20余万元用于剧
目创作、演员培训和演出支出等。

“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子，推动了文化与
产业的更好融合和良性循环。

喜欢看戏唱戏的水南老表们，用他们的一
生，演绎着精彩的戏曲人生，唱响了水南人的时
代乐章。

江西吉水县

水南农民剧团：服务乡亲 演绎精彩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

故事名家郁林兴 文化兴村传佳话
□□ 范黎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过去几年，上海大都市郊区不少乡村因疫
情而愈加清静，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新
义村是个例外。这个声名在外的“中国故事
村”时不时迎来长三角地区和千里之外的客
人，2022 年还成功举办了 2021-2022 年度中
国好故事发布活动。新义村得以“故事”声名
远播，自然离不开枫泾古镇党委政府以文兴
乡的理念和实践，而小镇人民心里都念着一个
人——土生土长、跨界成才的故事名家郁林
兴，古镇因“故事”而兴，跟他大有关系。

金山故事是上海市金山区代表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山故
事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全国有影响力的作
家，与此同时，枫泾故事创作却处于“洼地”。

2000 年，枫泾镇成立文体中心，之前在枫
泾镇广播站工作的郁林兴被授予重任，成为镇
文体中心首位主任。这一次人事任命，是对郁
林兴钟情于故事创作实践的肯定，在广播站工
作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试着把见闻趣事变作
可播讲的故事；这一次任命，也是枫泾镇党委
政府对郁林兴振兴古镇文化事业的肯定与期
待，在枫泾镇，包括郁林兴在内的古镇各阶层
人士有一个共识，即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文化

名镇，故事文化绝不可落于人后。
上任第一个月，郁林兴立下目标：用 10年

时间，把故事打造成枫泾文化品牌。
2005年，郁林兴想尽办法把退休了的故事

名家毛一昌“挖”到枫泾镇。第二年，在他的协
调下，枫泾镇党委政府支持成立了毛一昌工作
室，枫泾故事创作基地应运而生。名师、基地
有了，学员从哪儿来？兴趣广泛、眼界宽阔的
郁林兴就地取材，从当时《枫泾》报的投稿作者
中筛选出一批具备文字功底、热爱民间文学的
新作者，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培训交流。

就这样，枫泾故事文化事业上了轨道：故事
研讨会1个月至少开1次，不少作者因此有勇气
有机会跑到镇文体中心找郁林兴或者毛一昌“开
小灶”；创作笔会1年开1次，郁林兴把作者们拉
到附近市镇，请当地故事名家传艺指点，新作者
的稚嫩作品因此丰满成熟起来。为了鼓励新作
者，郁林兴还把新作者的作品收集出版。

就这样，在枫泾故事的春天里，新作者如
花蕾开出了芬芳小花，既是故事家也是园丁角
色的郁林兴摘得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
花奖。2009年，郁林兴被评为金山区首届文化
系统领军人才，他与他人合著的《推开新故事
创作之门》成为新作者系统培训教材。2011
年，枫泾镇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故事基
地”。2014年，枫泾镇凭借故事荣获2014-2016

年度“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至今已连
续四届获此殊荣。

枫泾镇党委书记胡晓岚告诉记者，在中国
民协故事委员会的指导下，枫泾镇除了举办中国
故事节·枫泾故事会、中国年度好故事发布典
礼等活动，还制定了《故事产业（2021-2025）》
规划，探索当代故事文化事业发展的更多可能
性，郁林兴功不可没。

2022 年 10 月 28 日，“喜庆党的二十大 讲
好上海故事”“倾听上海”第三届上海市故事大
赛成果发布暨中国故事村系列活动在上海市
金山区枫泾镇新义村举行。新义村让世界看
到了物质丰富、精神充实、故事丰满的中国乡
村新形象。

“文化是魂，乡村振兴首先要唤醒文化之
魂，新义村的振兴不能少了文化事业。”回忆起
培育壮大故事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
郁林兴豪情不减。

是的，新义村村民和枫泾各阶层人士都知
道，没有郁林兴的亲力亲为，新义村就不可能
先后拥有中国故事基地、故事大道、故事候车
亭、故事长廊、故事人家这些文化符号和文化
场景，故事村也不可能形成故事文化产业。

接下来，枫泾故事将与剧本、漫画、短视频
乃至沉浸式体验相融合。精彩的故事多了，古
镇的文化事业自然会持续灿烂。

近日，游客在湖北省远安县花林寺镇罗家院村休闲娱
乐。近年来，远安县在做优“菜篮子”工程的同时，积极探索农
旅融合，鼓励村民建设农家乐、家庭旅馆、乡村民宿等，帮助村
民吃上“农旅饭”，走上致富路。 周星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