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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有节

文化惠民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乡村文化建设一览

浙江诸暨市

“村BA”为乡村发展聚人气

“三夏”时节，饱满的麦粒颗粒归仓，废弃的秸秆也可以变
成精美的艺术品。近日，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65岁的退休
职工范彦峰经过浸泡、清洗、晾晒、裁剪、熨烫等十几道工序，
将收集来的小麦秸秆制作成了精美的麦秆画作品。

麦秆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工艺美术品，和剪纸、布贴同属
剪贴艺术。它依托小麦秸秆本身的光泽、纹彩和质感，经过十
几道工序剪裁和粘贴而成，给人以古朴自然、高贵典雅之美。

范彦峰从小就喜欢麦秆画，但因为忙于学业和工作，一直
没有时间系统学习。2003年，已经44岁的范彦峰因病在家休
养，为了缓解病痛和消磨时间，他便萌生了自学麦秆画创作的
想法。此后他一有时间就利用网络学习麦秆画的创作技艺。
经过刻苦钻研，他熟练掌握了麦秆画的创作技巧。

范彦峰的麦秆画作品有花鸟鱼虫、山水风景、亭台楼阁
等，每一幅作品都层次分明、栩栩如生。他的作品曾在世界园
艺博览会（北京）、中国花卉博览会、河北省首届特色文化博览
交易会上展出，并荣获中国第七届花卉博览会金奖。

孙立强

河北隆尧县
六旬老人巧手作画 麦秸秆变废为宝

“附近有茶海、有古镇、有美食，我家经营的民宿一到周末
和节假日，基本上都是满房状态。游客来得多了，我家一年的
旅游接待收入就有10多万元。”近日，贵州省湄潭县永兴镇经
营民宿的村民张廷芳说。永兴镇通过党建引领，成立15个茶
海服务队，依托镇、村党员干部和寨管家、网格长做好茶叶质
量安全的技术宣讲和旅游产业推动工作，开发以“茶”为主题
的体验式旅游，实现茶文化与乡村旅游文化的有机融合，打造
集茶海观光、露营基地、围炉煮茶、热气球体验和生态休闲、度
假游乐于一体的旅游景区，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湄潭县探索走出一条“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
茶山变金山”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搭建起“党建+茶叶+旅游+
群众”的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发展格局。

陈顺利 肖林林

贵州湄潭县
茶旅融合美了乡村富了乡亲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一位长期寻找档案的信访人
裴海民，将一面写有“真心为民服务 切实为民解忧”的锦旗送
到该县信访局，感谢党和政府帮他找回了遗失多年的重要档
案。这是永丰县探索“红色文化+信访”工作法以来，不断创新
基层治理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永丰县是中央苏区全红县，有着浓厚的红色基因。该县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以“红色治理法”为基础，创新打
造“红色议事厅”，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

该县藤田镇老圩村依托“军运会摇篮”“名人旧居”等
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老党员、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
模范“四老”作用，定期在村“红色议事厅”开展群众说事、
民情恳谈、百姓议事等活动，先后荣获省级文明村镇、省级
乡村振兴模范党组织等荣誉。“在调解矛盾纠纷时，我们会
讲述发生在老圩村的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感化当事人，
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圩村红色网格员宁立群道
出了他的调解秘籍。

今年以来，永丰县以创建“红色议事厅”为契机，深入开展
“读红色家书、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观红色影视、看红色
展馆”等活动，并将全县划分为 80 个城区网格、581 个农村网
格，建立“红色网格＋信访”模式。同时组建以“四老”为主要
成员的“红色调解队”，依托“红色议事厅”每周固定发起议事
邀约，及时收集基层意见建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截至目前，永丰县共依托“红色议事厅”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362件，化解成功率达91%。 张云长 王如传

江西永丰县

“红色文化”赋能社会治理

为传承瑶医文化，挖掘和弘扬民族医药魅力，近日，广西
黄氏瑶医油针疗法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在广西柳州召开。来
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信部人才中心和广西柳州市卫健委等
单位的专家到会深入探讨。会前，专家们到黄氏瑶医中医馆
进行了现场观摩。

瑶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近年来，广
西瑶针中医药研究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瑶医油针疗
法不断改进提升。专家认为，广西民族医药资源丰富，全球趋
势倾向于鼓励非药物疗法，针灸作为一种经济且疗效显著的
疗法，在国际上亦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可借助“一带一路”走出
去，让瑶医文化和针灸疗法惠及更多人。 张欣鑫

瑶医文化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
在广西柳州举办

6月30日，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村跑）长治站在山西省
长治市屯留区小南村鸣枪开跑。来自江苏、四川、宁夏和山西
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29名农民运动员和跑步爱好者参
与了本次活动。

本次“村跑”活动设有乡村跑（20.24公里）、健康跑（4.2公
里）两个项目，跑步路线环湖而设，沿途串联当地乡村美景。
其间，长治市围绕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目标，同
步开展文化展演、非遗展览、农文旅展示、特色农产品展销等
活动，参赛纪念物资、活动补给和奖品也均为当地农特产品。
图为在比赛起点处参赛运动员开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钰莹 摄

□□ 崔现芳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太阳到达黄经
105度时，小暑节气到来。“暑”，热也，“小暑”即为
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高温将至。小暑，就像
一段激昂乐曲的前奏，一点一点地释放着热的信
号，引领我们感受即将到来的火热乐章。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来临，意味着进
入一年中最潮湿、灼热的时段，体感“桑拿模式”开
启。陆游在《苦热》中描述了这种被“桑拿”的感
觉：“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
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小暑时节，天气瞬息
万变，突如其来的暴雨成为“家常便饭”。苏轼曾
在西湖边写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
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来记录
这种雨水骤来疾去的天气体验。

“小暑雨涟涟，防汛最当先。”小暑时节，将进
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也将迎来“七下八上”（七
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的防汛关键期。防汛须
以“防”为先，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防汛应急准
备和值守，科学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确保江河水
库安澜，人民群众安全。

古人观察到，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
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意谓进入小暑，扑面而来
的风中都裹着热浪。《诗经·豳风·七月》中这样描
述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
蟀入我床下。”这里所说的八月即夏历六月，正值
小暑时节，由于过于炎热，连蟋蟀也离开田野，躲
到庭院的墙角下避暑。老鹰因地面上热气蒸腾而

久久盘旋于清凉的高空，显得更加凶猛。
“伏天热得狠，丰收才有准。”经历了紧张繁忙的夏收夏种，

庄稼进入安静的生长期，玉米拔节、花生下针、大豆结荚。雨热
同期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极为有利，因此农谚有“伏天的雨，锅
里的米”“小暑热，果定结；小暑不热，五谷不结”之说。此时农
人们专注于除草、施肥、防旱涝、防虫病等田间管理。

小暑节气，民间有食新、晒衣物和书画、簪茉莉等习俗，将
夏日的气质衬托得清新绰约。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小暑“食新”，是指
农户将新打的米麦制成米饭、面饼、面条或饺子，用来供奉五谷
神灵和祖先，以表达对大自然和祖先的感恩，以及对丰收的祈
愿。广义的“食新”，也包括品尝各种时令美食，如“小暑啜瓜
瓤”，此时瓜果飘香，尤其西瓜清甜多汁，“下咽顿除烟火气，入
齿便作冰雪声”；“小暑黄鳝赛人参”，小暑前后一个月的黄鳝是
一年中最为滋补味美的；江南一带有小暑吃蜜汁藕的习惯，此
时正值鲜藕上市，嫩藕清脆甘美、爽润可口；在鲁南和苏北地
区，有小暑“吃暑羊”的习俗，当地流传着“六月六接姑娘，新麦
饼羊肉汤”“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谣。

“小暑晒霉正当时。”小暑近六月六，六月六是传说中龙王
晒鳞的日子，各地有晒书画、晒衣服的习俗。家家户户多会选
择在这一时段把存放于箱柜里的衣物晾到外面接受暴晒，以除
潮祛湿，防霉防蛀，故有“六月六，晒红绿”之说。

“小暑闻花香，不觉夏日长。”小暑时节，绿荫浓而万物秀。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当此盛夏，与荷相握，便有了清凉
的禅意；听竹而眠，便有了修心的静气。在江南地区，栀子花、
白兰花和茉莉花在小暑前后进入盛花期，因此被称为“夏日三
白”，人们将其栽入盆内，风儿一吹，满室清芬。

为消暑纳凉，古人绞尽脑汁研发出扇子、冷饮、冰鉴、瓷枕、
凉席等诸多“神器”。“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白居易道出了

“心静自然凉”的真谛，告诉人们天气炎热时要保持平和心态，
不受外界的干扰，心闲静则身觉凉。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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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德坤

素有“仫佬山乡”美称的广西壮族自
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有着丰富的非遗
资源。近年来，该县认真做好非遗的挖掘
整理、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工作，让非遗

“活”力四射。

挖掘整理非遗资源

“哥妹鹊桥来相会，湖水荡漾歌声飞；
虽然分别情还在，燕子飞去又飞回。”日
前，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龙湖公园九曲
桥上，青年男女唱起非遗仫佬族古歌，庆
祝“走坡”民俗活动，清脆悠扬、饱含深情
的曲调吸引了众多游客。仫佬族古歌又
叫“随口歌”，以口传心授或者手抄歌词本
世代传承，歌词独具特色的同时又极易失
传或被人遗忘，因此加快对这类非遗资源
的普查整理工作迫在眉睫。

近年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持续挖掘、搜
集非遗项目线索，涵盖民间文学、民俗、游艺、
民间音乐等十大类1015项，并积极做好非遗
保护项目的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共有
县级以上非遗项目97项。其中包括仫佬族依

饭节、仫佬族古歌在内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名录2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0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5项。

大力建设非遗传承平台

“要做出一个好的煤砂罐，必须找准
拉坯的圆心，手上的力道要掌握分寸，使
罐体厚度均匀，形态美观。”在仫佬族煤砂
罐制作技艺传习基地，70岁的煤砂罐制作
手艺人吴昌术用自己的双手传承这门流
传数百年的手艺。2012 年广西把仫佬族
煤砂罐制作技艺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此之前这一手
艺濒临失传。在当地政府的鼓励支持下，
吴昌术在自家屋后的一片空地上建起了
仫佬族煤砂罐制作技艺传习基地，给当地
愿意学习这一技艺的年轻人搭建了平台。

像这样的非遗传承基地、场馆，罗城
仫佬族自治县还有很多个。截至目前已
经建成自治区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
个，自治区级生产性保护示范户1个，广西
非遗形象体验店 1 个；对已建成的仫族舞
草龙传习所、仫佬族剪纸技艺传习室、仫
佬族非遗展厅等非遗展示平台实施常态

化开放，开展非遗传承培训，让更多人了
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重视发展非遗产业

四把镇双寨村中寨屯的谢秀荣 13 岁
开始跟祖母张氏、母亲刘氏学习刺绣技
艺。2011 年 5 月，她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仫佬族刺绣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2019年以来，我已经举办了31
期仫佬族刺绣培训班，参加培训人数达
1745人，很多人学会了仫佬族刺绣技艺。”
谈起刺绣带给当地的变化，谢秀荣满脸骄
傲，在谢秀荣看来，仫佬族刺绣不仅是本
民族文化的载体，还可以增加村民的收
入，“现在村里的妇女白天做工，晚上聚集
起来绣背带心，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售。”

对非遗的开发利用不仅是保护传承的
重要途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仫佬族刺绣
服装厂、仫佬土布染制厂、葡萄酒厂、米粉
加工厂等非遗产业应运而生，一些非遗产
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民间艺人依
托非遗产业成为当地依靠技艺致富的示范
户和带头人。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传承多彩非遗 赋能文化产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因嘉陵江穿境而得
名。自古以来，大江大河穿过的地方既是经济
活跃的地方，也是文化繁荣的地方。这里有举
世闻名的“千年绸都”文化，享誉世界的三国文
化，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文化之花也竞相绽放
于嘉陵江畔的乡野田畴，且独具魅力。

近年来，嘉陵区借助悠久深厚的文化积
淀，不断挖掘非遗潜力，通过打造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加强文化建设，推进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提质增效，多举措建设共有精神文化家
园。

以非遗项目为母体发掘文化种子

嘉陵区地面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众多，“嘉陵蛴蟆节”作为其中之一已成功申报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蛴蟆，川东北地区对青蛙及蟾蜍类动物的
称呼，蛴蟆节为嘉陵区独有的民俗节日活动，
发源于该区三会镇，距今400余年历史，现扩展
到全区。每年正月十四日夜，人们扎着庞大的
蛴蟆灯抬往河边，并唱着：十四夜，送蛴蟆，蛴
蟆公、蛴蟆婆，我把蛴蟆送下河……

举办蛴蟆节，实为送瘟祈福之意，如今更
是被赋予更多含义。三会镇已成功举办多届
蛴蟆节，每年的蛴蟆节游客量超过5万人次，海
内外报道转载达数万之多。三会镇三处场镇
入口，各树立起一座蛴蟆雕塑，同时还建起一
个占地20亩的蛴蟆文化广场。

今年蛴蟆节期间，三会镇锣鼓喧天，几乎
家家户户门口坐着编制蛴蟆灯的老人，这不仅
是一种非遗的展示，同时又是一种应游客需要
衍生的乡土文创产品。来自各乡镇的民间艺
人，带着各具特色的表演，也极大丰富了节日
的文化氛围，带动了节日经济的活跃。

李渡镇由嘉陵江边千年古渡发展而成，如
今场镇常住人口3万余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高跷舞狮，不仅每年为三会“蛴蟆节”增
添节日氛围，同时在李渡本地更是响当当的文
化名片。这个具有400年历史的项目经代代相
传，如今传承重任落在58岁的陈国福的肩头。

“我十余岁就跟师傅学高跷舞狮，目前有
一支40多人的队伍。”陈国福说，高跷舞狮的难
度在于踩着高跷舞狮，一般由两只高跷狮、两
只地狮、一个笑和尚表演，另外还有锣鼓、唢呐
等乐队若干人组成，“动作主要有狮子打架、狮
子翻滚、狮子上山、狮子下水等。”

如今，嘉陵区每年为高跷舞狮项目下达20
万元免费开放资金，让高跷舞狮走上群众文化
大舞台。同时，该区正积极申报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并组织其他乡镇来李渡学习高跷舞
狮，让李渡这一独有项目跟其他乡镇特色文化
活动结合，为更多乡村文化增添光彩。

拓展平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嘉陵区积极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百千万”
工程，启动了四批乡村文化振兴样板村镇建
设。推动文图两馆的总分馆建设、文图两馆数
字化建设。而今，每个乡镇文化站里有图书
室，每个村均有农家书屋，镇级图书馆藏书在1
万册以上，农家书屋藏书在1000册以上。

眼下，嘉陵区正在筹备第四届乡村文化振兴
魅力乡镇线上线下竞演活动。前三届活动共在

“四川乡当潮”微信公众号上传展示乡镇文化成
果视频80余条，累计点击超过10万次。本届筹
备活动已上传视频15条，累计点击已超过1万
次，涌现出一批来自基层的省级乡土文化能人。

另外，通过举办全国性的“嘉陵江杯”征文
比赛，组织文艺巡演、送戏曲杂技进社区、红色
电影展播等活动，及时将文化雨露撒播到乡野
田畴。仅今年 1 至 5 月，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3000 余场，服务群众 3 万余人次，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2000余场次。

李渡镇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片区中心乡
镇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试点乡镇。场镇建
有文化站 1个，配套了文化广场、文化长廊、图
书室等空间。图书室万余册藏书，每年更新
800余册。图书室还配备了一套投影设备，2台
计算机，可承接文化交流、文化宣讲等活动。

李渡镇政府大院，就是一个开放式文化广
场。“我们四个场镇社区跟镇党委、政府合署办
公，政府大院是全镇的文化中心。”副镇长唐国
说，每天下午，尤其是春节前后、农闲时节以及
重大节庆活动期间，这里最热闹，2000 余平方
米的文化广场挤满了人。

具有 800年历史的李渡码头，因 2020年嘉
陵江大桥通车而废弃。“我们将其改造成文化
广场供群众使用，每年均有两三场大型文化演
出在这里举行。”镇文化站站长蒋琳说，2021年
四川省第一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乡镇竞演，嘉
陵区线下竞演活动就在码头广场举行。

入夏时节，凉爽的夏夜是群众文化活动
的最佳时刻，无论是李渡镇政府大院还是李
渡码头广场，除了政府组织的一两次大型演
出外，群众自发性文艺演出就达二十余场。
唢呐、笛子、二胡等乐器演奏，坝坝电影、坝
坝舞以及 5 元一首的坝坝卡拉 OK，群众玩
得不亦乐乎。

娱老宜少文化活动推进乡风文明

一立镇塘湾村13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每
晚都有村民来跳坝坝舞，村委会给退休教师蒲
元红一把钥匙，只要村民所需，文化室的乐器、
音响可随便用。大家舞跳累了，还可以到图书
室看看书，这里还有4套有声读物设备，不识字
的或视力不好的正好用上。

村党支部书记鄢朝凤说，他们村的“童伴

之家”运行已经常态化，除了不定期有大学生
志愿者前来帮助留守儿童外，还有其他社会力
量倾力相助。比如香港一家基金会资助成立
的儿童服务站组织孩子们过集体生日，并开展
一些公益性活动，让孩子们受到正能量教育。

5月20日，儿童服务站组织10多个孩子开
展了一次“以糖换烟”活动。当 66岁的蒲世全
老人手夹一支香烟来到现场时，王怡臻小朋友
赶忙走上去，很有礼貌地说：“蒲爷爷，请您把
烟掐灭扔掉，我给你一颗糖。”蒲世全微笑着照
办了，摸着孩子的头直夸她懂事。

李渡镇阁老村，因明代陈以勤、陈于陛父
子曾在朝廷担任宰相而闻名，如今全村八成村
民是陈姓后裔。该村以忠、勤、廉、孝为精神文
化核心，教化着代代子孙，村文化广场上还有
廉政文化宣传栏。正在建设中的阁老文化陈
列厅，同时兼备室内演出及放映室的功能。

58 岁的陈氏子孙陈在益曾是李渡川剧团
团长，不仅会唱川剧，而且会几样川剧绝活，每
次村里开展大型文艺演出，他都要登台亮相。
前不久，他组织的川剧座唱班在村上唱了《杀
奢》和《问病逼宫》两出戏，其生角唱腔高亢圆
润，村民无不拍手称赞说他不减当年。

村上的“巾帼妈妈”蒋春燕带孩子们开展
“正衣冠”“点朱砂”“启蒙描红”“击鼓明志”等
活动，教育大家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并自觉传
承优秀民族文化。如“启蒙描红”即组织孩子
们书写人字，写好后高高举起，寓意是教育孩
子们从小就立志顶天立地地做好人。

“我们结合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居
多的现状，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
精神内核，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破除陈规陋
习推动移风易俗、树立社会公德推进乡风文
明等文化活动，从而达到促进乡村善治的目
的。”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区文明办主任卫思
羽说。

图为应店街镇仕坂坞村队与陶朱街道三都社区队在总决赛中。 金佳卫 摄

□□ 杨镔斌 方成

47︰51。伴随着现场 5000 多名观众
的欢呼声，浙江省诸暨市第二届和美乡村

“村BA”（村级篮球赛）日前落下帷幕。为
期两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 4200 多名运动

员直接参与，为吸引大批热爱体育的在外
人才回乡建设农村打开新通道，也为农文
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此次“村BA”共有全市311支村级球队
报名，自 4月 7日开赛以来，共举行包括乡
镇赛、小组赛、总决赛在内的780场比赛。

“我们的篮球赛，既是一场体育活动，
更要通过‘篮球+’，让文化唱戏，促经济发
展，助乡村振兴。”诸暨“村 BA”赛事组委
会副主任徐林焕说，今年的“村BA”活动，
共吸引了约2000名在外创业、工作或学习
的诸暨人带着“为村争光”的使命回乡参
赛，并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
金流汇聚到乡村，为推动乡村建设和农村
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从今年的每一场赛事来看，“村 BA”
早就超越比赛本身，成为当地乡村发展的
平台。除了精彩的赛事，赛场外的文创活
动、地道小吃美食以及企业赞助也为比赛
增添了更多色彩。这些元素与农业研学、
休闲旅游紧密结合，形成了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新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诸暨市不仅
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带动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

赛事虽结束，但和美乡村建设已然启
程。为了支持乡村建设，诸暨一些镇准备
筹措资金，设立和美乡村发展基金。如狮
源村队在镇级赛中夺魁，获得了30万元和
美乡村发展基金的支持。赛事的红火让
更多在外诸暨人将目光投向了家乡，如五
泄镇西皇村正在建造的省级农村俱乐部，
就由乡贤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