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黑龙江省木兰县

吉兴乡文化站以村为单位，组织开

展文艺巡演大拜年、二人转巡演、

秧歌汇演、民俗联谊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娱乐活动，使日渐富裕的

广大农民不出家门，就享受了丰盛

的文化大餐。

而作为文化站站长的王向东，

过年期间一直在走村串屯组织各

种文艺活动。王向东告诉记者，吉

兴乡文化站作为基层文化组织，担

负着引领全乡群众走向精神富裕

的重任，就必须发挥平台作用，扎

扎实实做好群众需要文化站做的

每件事，让文化站成为农民的文化

之家、成为农村文化建设主阵地。

村屯秧歌扭得欢

吉兴乡的韩家屯秧歌队成立

有 10 年了。虽然屯里人喜爱扭秧

歌儿，可秧歌队服装不统一、乐器

还单调，这让秧歌队缺了彩儿，规

模越来越小，集体活动也越来越

少。乡文化站了解到屯里办秧歌

队的难处后，为秧歌队筹备资金，

购置锣鼓、唢呐，为秧歌队成员置

办统一服饰。这下，老秧歌队穿起

了新秧歌服，屯里人每晚都来扭秧

歌、看秧歌，劳作之余不再寂寞。

近年来，吉兴乡文化站已经通

过送服装、送道具、送设备的方式

扶植乡里村屯组建了24支秧歌队，

再加上所属村屯自发组建的秧歌

队，吉兴乡所有的村屯都有了秧歌

队，有些村屯甚至组建了两三支，

文化站外请专业老师对秧歌队进

行专业培训后，传统秧歌、现代秧

歌、秧歌舞等多种形式的秧歌出现

在村屯的大街小巷，因此在吉兴乡

的每个村屯每晚都会听见欢快的

鼓乐声，看到快乐的大秧歌。吉兴

村农民张春荣说：“现在我们屯基

本上没有打麻将、看小牌的了，大

家天天晚上都来扭秧歌，这个得感

谢乡文化站。”

为了让大秧歌活动蓬勃开展

起来，丰富村民业余生活，吉兴乡

文化站的干部们可是忙坏了，他们

跑企业、拉赞助，帮助各村各屯购

买秧歌服、置办锣鼓。农民扭大秧

歌的积极性别提有多高了，各村屯

秧歌队成员不断增多，秧歌扭得也

更有劲儿了，还经常开展竞赛活

动。乔家屯的秧歌队还在屯路上

安装了彩灯，这让秧歌场面更加喜

庆好看。

农民建起文化创作室

家住吉兴乡红旗村战家屯的

农民刘长林今年 66 岁，家境殷实，

本可以每天悠哉游哉地享受天伦

之乐，可从小就喜欢绘画的他在去

年底创办了一个农民文化创作室，

吸引了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都上

他这来参观。

刘长林和老伴近年来在村子

里承包了700多亩土地，由于忙，绘

画也就渐渐远离了他的生活，但他

心 里 却 始 终 有 种 割 舍 不 下 的 情

结。得知这一情况后，王向东主动

来到了刘长林家，坐在他家的土炕

上，动员他重拾画笔。为了调动刘

长林的绘画积极性，王向东还自掏

腰包3000多元，为刘长林采购了毛

笔、油画笔、颜料等必要的绘画用

具。刘长林倍受鼓舞，便腾出自家

办的药店，建起了140多平方米的农

民文化创作室。在刘长林的带动

下，全屯有30多位爱好绘画、书法、

根雕、剪纸、文学的村民加入创作

室，大家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短短

几天就创作出各种作品100多幅。

刘 长 林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说，现在农民种地使用大型机械，

种地不累，赚钱不少，过上了不愁

吃、不愁穿的日子，“咱也得追求追

求文化生活了，也得讲究讲究艺术

品位了。”

再穷不能穷文化

为宣传吉兴乡的文化建设，

2012 年 1 月，王向东自筹资金创办

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乡村文

化》季刊，由王向东亲 自 担 任 主

编。这本刊物每期印 1000 份，免

费发放到乡村干部、学生和部分

农民手中。

有了平台，吉兴乡文学艺术创

作迅速升温，文化站借此迅速组建

了一支在全县较有影响的文学艺

术创作队伍。

其实，吉兴乡并不富裕，作为

文化站长的王向东认为，再穷也不

能穷文化。因此多年来他为举办

各种文化活动，跑企业拉赞助，就

连组建的 24 支大秧歌队也是王向

东与企业联合开展文化活动的结

果。今年 1 月 5 日，在王向东的鼓

励下，农民企业家栾长彬投资70多

万元成立了吉兴乡晓光村农民文

化小剧场，为农民自娱自乐提供了

具有专业水准的文艺舞台。

王向东说：“我喜欢文化站，喜

欢为农民办文化事，更喜欢看到农

民在参与文化活动后精神面貌得

到改变，这就是我对文化工作乐此

不疲的原因。”王向东告诉记者文

化站今年的计划：组建乡村文化小

剧团，面向全乡每个村屯招收文艺

小能人；举办元宵节秧歌汇演；在

乡中学组建 100 人的少年合唱团；

在中心小学成立红领巾广播站；

组织 10 场农民文化汇演，每个村

一场；聘请县文化馆的老师对全

乡的大秧歌队骨干进行统一培训，

全面提高表演水平；积极争取资

金，建设10个统一规范的农民文化

小广场。

2
2013年2月21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张晓楠 综合新闻 E-mail：zgwhbnews@163.com 电话：010-64275044

鼓声震天响，彩旗高飞扬。2 月 19 日正月

初十上午，河北省正定县金河家居基地广场

上人潮涌动、锣鼓喧天，由该县县委、县政府

主办，县文广新局、金河集团承办的正定县第

九届鼓王争霸赛震撼开锣。据悉，今年的争

霸赛异常激烈，参赛队除了本土 9 支代表队，

还邀请了藁城市花钹鼓队、赵县背灯挎鼓队

前来交流表演。

万槌擂动，雄壮激昂，上午 10 点左右，比

赛正式开始，来自该县 9 支参赛鼓队的队员身

着盛装，精神抖擞地摆开阵势，一时间战鼓齐

鸣，鼓声震天，鼓出了燕赵鼓乐文化的磅礴气

势和正定县国家级“战鼓之乡”的风采，观看

者无不拍手叫绝。来自东杨庄村的常山战鼓

队更是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随队前来的

村民张喜胜自豪地告诉记者：“常山战鼓是我

们的骄傲，光去年就上了两次中央电视台。”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该县常山战鼓

欢庆十八大胜利召开活动被中央电视台在黄

金时段两次播出。蛇年正月初一，央视国际

频道《新春看中国》栏目和央视九套英语频道

再一次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正定人民擂动常

山战鼓迎接春节到来的盛况。

常山战鼓是正定民间表演艺术的优秀代

表，源远流长，因三国名将常胜将军赵云而久

负盛名，与山西威风锣鼓、兰州太平鼓、开封盘

鼓并称“中国四大名鼓”，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

非遗名录，如今已发展成为正定的特色文化产

业，成为正定县对外宣传的知名文化品牌。

依托战鼓文化，正定县鼓王争霸赛成为

该 县 春 节 系 列 文 化 体 育 活 动 的 重 头 戏，自

2004 年举办以来，其规模、影响和档次逐年提

高，今年已经是第九届。该县文广新局负责

人表示，常山战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正定古城土生土长的文化品牌，我们要将

它传承下去，充分展示战鼓的文化魅力，提升

正定县文化品位，为推动县域文化事业繁荣

做出贡献。

年味儿还未散去，2 月 17 日一大早，山东

省泰安市宁阳县的金阳广场上又迎来了一道

新风景：扭秧歌、踩高跷、舞龙灯、跑旱船……一

队接着一队，热闹非凡，演员们舞得兴高采

烈。由宁阳县文庙街道、八仙桥街道、泗店镇

等 8 个乡镇街道组织的 16 支民间才艺队，都

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正热热闹闹地进行

着“大比武”，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拿出手

机记录这一精彩画面。

“我希望大家都能过来看！”来自该县堽城

镇堽城里村“汶之水”舞龙队的 70 岁老汉高兴

文乐呵呵地说，他们村去年自发成立了一个文

化剧团，经常在村子周围表演些小品、戏曲等

节目，去年他带领自己的舞龙队参加了这个民

间才艺“大比武”，一年多下来，已经演出了几

十场，当天比赛一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

把这些民俗技艺展示给后人看。

在今年的演出队伍中，记者注意到，演员们

既有 50 岁以上的农民、退休工人，也有很多学

生。“假期回家看到村里在排练节目，借着好奇心

就跟着学了学，没想到挺容易上手，还挺有意

思！”划着旱船的大学生小周说，他们趁着假期回

家的机会，着实过了一把民俗文化的瘾。

“节目到元宵节时还会再表演一次，这些

都是我们宝贵的民俗文化，不能丢。”宁阳县

文广新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项“大比

武”活动在宁阳县已经坚持了 3 年，每年都会

有新队伍加入，为挖掘更多的民间文艺队，除

了每逢节日组织他们演出，该县还充分发挥

“四级惠民大舞台”的作用，送文化进企业、乡

镇，让民俗文化拥有更大的舞台。

春节前夕，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百子园的程女士惊喜地

发现小区里多了一台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于是想赶紧借本

书，没想到第一次使用就被吞卡了。“我跑到首都图书馆补

办借书卡，想不到工作人员说，自从机器上街后，到首图补

卡的人就没断过，还劝我别到机器上借书了。”程女士告诉

记者，小区里很多人对自助图书馆挺感兴趣，如果服务水平

能跟上，就更好了。

记者也发现网上有不少读者反映，认为自助图书馆存

在书籍更新较慢、借还不便、机器故障频繁等问题。本报记

者实地走访了自助图书馆，并就使用率、图书配备以及后期

维护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机器多受青年人青睐

在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西街某超市大卖场南

侧，记者见到了这种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机器橱窗内的书

架分 3 层，每层近 40 本图书。每本书的下方都有一个由 4

个数字组成的书号。在机器右侧及电子显示窗口下方都有

借书、还书以及办证的使用指南，并且每一步操作都会有语

音提示。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记者发现有 9 人在自助图书馆

的书架前驻足，每位停留时间都不到 1 分钟，且没有一人阅

读使用指南。

“我们看的书专业性比较强，这里还没有。”从事法律工

作的赵女士说，也想过给孩子借几本书看，但是没有适合儿

童看的书。而几位路过的老年人表示，他们没有用过也没

看过别人如何使用自助图书馆，“七八十岁的人了，眼睛不

好使，那么大的机器不知道怎么用，没人教也弄不好。”甚至

还有人问：“得往里投钱啊？租一本书得多少钱？”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使用自助图书馆借书不收费，但

需要先办理借书卡，押金 100 元。自助图书馆可以办理借

书卡，但不能办理退卡服务。自助图书馆的使用与时间段

有关，家住惠新西街附近的大学生小易告诉记者，她周末回

家时，会看到很多人在这儿借书，有时书架都是空的。

●配备图书将尽量多元化

“北京市朝阳区从 2011 年 5 月启动‘书香朝阳’项目，铺

设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截至 2012 年底，已经建设完成 110

台，投入使用 88 台，其余正在调试中，将陆续投入使用。”朝

阳区图书馆副馆长宋巍介绍说，自助图书馆在朝阳区已实

现 43 个街乡的全覆盖，目前已开通服务的自助图书馆的使

用总量达 45 万多次。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以周边人口密度大、交通便捷、具

有开放性、安全及居民对书籍需求明显等为建馆的选位原

则。这些点位与已有街乡图书馆实体馆舍在地理位置上实

现错位，从而形成以“传统图书馆为主体、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为补充”的特色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自助图书馆配有专门的书库，大概有 7 万多册图书。

目前，所配备的图书是我们在工程前期根据馆内借阅数据

分析得出的，借阅率最高的文学类占 60%。”宋巍表示，今后

在采购配备图书时尽量多元化。“不仅会有热门书籍，还会

有针对老人和儿童的图书。总之，我们将以每个点位监控

到的使用情况作为依据，根据读者的需求特点，结合使用

率、周边居民反馈的信息，有所侧重地补充图书。”

针对有市民提出的“希望能从自助图书馆取到从网上

预借的图书”这类需求，宋巍表示：“这不仅是我们从该项目

开始时定下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努力的方向。”她说：

“目前自助图书馆的网络以光纤专网为主、3G 网络为辅，因

为北京的客观环境，使得光纤专网铺设的施工进度慢于我

们的建设进度。现在还不能实现网上预借的功能，以及使

用时出现网络不稳定的情况，希望读者能多多谅解。”

此外，随着自助图书馆点位的增加，为了提高使用率，朝

阳区图书馆将会“招募志愿者进行培训，在某个时间段特别

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时段，指导大家如何使用自助图书馆”。

●后期服务是重头

如今，全国很多城市在尝试自助图书馆，武汉市在地铁

站内设有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并且由武汉地铁集团负责运

行维护；厦门市湖里区的自助图书馆进入社区内，居民不仅

可以使用经过认证的社保卡登录系统进行在线检索、查询、

借阅图书，还可以通过它下载电子书。还有长沙、株洲等城

市也都在推行自助图书馆。

“自助图书馆的设备最早由深圳研发，目前深圳市已有200

台，各省都有一些，主要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城市较为集

中。这是现代信息技术用于图书馆服务，也是科技与文化融合

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表示。

“自助图书馆的服务维护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

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表示，在深圳，读者通过自助图书馆查

询机或登录深圳图书馆网站查到所需图书，凭读者证可提

出预借请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在 2 天内将读者预借的图书

送达读者指定的自助图书馆，并通过短信方式通知读者；读

者收到取书通知后须在 2 天内凭本人读者证到指定自助图

书馆取书，过时不取，此书将开放供现场借阅。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本身有地域和时间上的优势，但

也有容量上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配送，并能实现与总部

的联网。”李国新说，算上机器和后期维护，自助图书馆的成

本较高，因此更适合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投放，以满足多样

化的文化需求，在公共服务体系中作为一个补充。

在北京，还书不够方便也是读者反映较多的问题，对

此，朝阳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读者在北京市开通通借

通还功能的图书馆和自助图书馆服务机上借阅的图书，均

可以归还到任何一台自助图书馆服务机。如从首都图书

馆、朝阳区图书馆、朝阳区各街乡图书馆借阅的图书都可以

从各点位的自助图书机上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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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湖南岳阳楼景区开展优惠活动，游客背诵《岳阳楼

记》可免费领取门票，这一创新之举引来好评。而在江苏连云港

花果山景区，过年 7 天长假向属“猴”的顾客实施免费政策，属

“猴”的顾客只需凭身份证就可以不花钱游览花果山，引发网友

热议。

继电影《十二生肖》的热映和农历蛇年春节的热闹之后，生

肖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了花果

山景区，以孙悟空为噱头的“属猴免票”虽然穿凿附会，却也不失

为一个由头。在“看点就是卖点，注意力就是生产力”的眼球经

济时代，“属猴免票”和之前河南老君山景区“李姓免票”一样，都

是不折不扣的概念营销。

在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的算计中，“属猴免票”看似不理性，实

则隐藏着利益考量。通常情形下，游客都是结伴而行的，以一“猴”

之免票，成众人之买票，当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生动演

绎。换言之，“属猴免票”犹如一枚诱饵，既诱导消费者“愿者上

钩”，又在无形之中刺激顾客的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景区的宾客

如云。

在国内景区门票“涨声一片”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十佳旅游

景区和 4A 级景区的花果山，对十二生肖之一的“猴”实行局部免

票，原本十分难得，却为何引发众多网友的调侃？其中固然有酸

葡萄心理作祟，但更多的是人们对程序正义的质疑。毕竟，生肖

属相是与生俱来的，景区资源则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一刀切”

地“属猴免票”，既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会引发其他游客

的反感和不满。

此外，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旅游景区也有义务承担一定的社

会责任，对弱势群体进行帮扶，对特殊群体给予倾斜。不论是给

残疾人免票，还是给老年人免票，抑或是给教师免票，相信自会

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然而，剑走偏锋的“属猴免票”，只能是

一种概念营销，难以实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方

共赢。旅游景区与其挖空心思夺人眼球，还不如脚踏实地地提

高承载能力、改善服务质量。只要赢得了口碑，塑造了形象，游

客自然会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

勒得尔图 通讯员王 磊 义）春 节

期 间 ，内 蒙 古 包 头 博 物 馆 举 办

“佛殿丹青——美岱召五当召明

清 壁 画 临 摹 展”，迄 今 已 接 待观

众两万多人次。

美岱召历史上称为“大板升

城”，曾是 16 世 纪 明 代 漠 南 蒙 古

土 默 特 部 政 治 军 事 统 治 中 心 ，

是 藏 传 佛 教 格 鲁 派 传 入 蒙古最

早 弘 法 中 心 。 美 岱 召 现 存 壁 画

1500 多 平 方 米，被 称 之 为“ 壁 画

艺术博物馆”。五当召建于清乾

隆年间，曾以其规模宏大的藏式

建筑、雄强厚重的寺院经济、丰

富的收藏文物而成为内蒙古最大

的藏传佛教寺院。五当召原有 8

座殿堂，几乎每座殿堂都绘满壁

画，总面积近 1000 平 方 米，内 容

大都以佛、菩萨等尊像为主。

美 岱 召 、五 当 召 是 本 次 展

出的壁画临摹作品源头。650 多

平方米的展厅内展出 35 幅原大

临 摹 壁 画 。 展 出 的 作 品 有 美 岱

召明代古印度大成就 者 、佛 、菩

萨 、十 六 罗汉、度母尊像及多幅

曼陀罗图；清代文殊菩萨、阿勒

坦 汗 家 族 供 养 人 像 ，九 大 佛 寺

建 筑 壁 画 ，并 配 有 文 字 说 明 。

展 出 的 虽 是 临 摹 作 品 ，但 都 保

持 了 原 画 的 风 格 和 神 韵 ，使 这

些 供 奉 于 梵 宫 佛 殿 的 佛 教 艺 术

呈 现 于 观 众 面 前 ，让 观 众 领 略

到 佛 教 文 化艺术的独特魅力和

博大精深。

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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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宁阳县民间才艺“大比武”现场。 桑 蕊 摄

比赛现场女子锣鼓队正在角逐。 祁彦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