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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贫困户吃上了“文化旅游饭”
——中央媒体深入甘肃省陇南市采访侧记

本报实习记者 张素珍

292个行政村创排村歌200多首，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浙江江山：这里村歌唱得响
本报驻浙江记者 徐继宏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根据山西省委

统 一 安 排 ，山 西 省 委 宣 传 部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9 年 2 月 19 日组

织 开 展“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优 秀 舞 台 艺

术作品展演”活动。

据悉，此次展演包括山西省话剧院的话剧

《立秋》，山西华晋舞剧团的舞剧《一把酸枣》

《粉墨春秋》，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的说唱剧

《解放》，太原市实验晋剧院的晋剧《于成龙》

《傅山进京》，山西省歌舞剧院的音乐剧《火

花》，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的上党梆子《太行娘

亲》，山西演艺集团的音乐舞蹈史诗《为有牺牲

多壮志——右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山西省

晋剧院的晋剧《党的女儿》，山西省京剧院的京

剧《陈廷敬》，吕梁市民间艺术团的舞剧《吕梁

英雄传》，山西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民族管

弦乐《山西印象》13 部优秀剧目。

图为舞剧《吕梁英雄传》演出剧照。

本报驻山西记者 杨 渊 郭志清 摄

海内外专家点赞大运河文化带

文化遗产创新设计工作坊

微电影《又见山里红》获“金海棠奖”

乡村振兴，踏歌而行。近年来，

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衢州

江山市，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主阵

地，以村歌创唱为突破口，292 个行政

村创排村歌 200 多首，有 30 多首获国

家、省级荣誉。《妈妈的那碗大陈面》

《碗窑美》《千年清漾》连续 3 年登上全

国乡村春晚舞台。

村歌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名片，更

能体现一个村庄的人性和村魂。从村

歌当中，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美好

蓝图，也听到了新时代农民的心声。

日前，记者走进有着“中国村歌发祥

地”“中国村歌之乡”“中国村歌创作基

地”之称的江山市部分乡村地区，所到

之处，处处感受到村歌的迷人魅力。

村歌，唱出了村民的心声

微风习习，歌声划破了江山市乡

村夜晚的宁静。一首首接地气的村

歌 唱 出 了 江 山 市 农 民 的 自 信 和 激

情。2013 年 6 月的一个夜晚，13 个乡

镇、25 首村歌，村支书带头、村民齐上

阵 ，小 广 场 散 发 的 文 化 能 量 让 人 亢

奋，现场氛围嗨翻天……

“参赛的每一支队伍，都是村支

书 带 领 村 民 上 台 秀 才 艺 ，屏 幕 里 的

MV 展现的是村里的美景。村民们更

是倾注了满腔热情，非常活跃。他们

说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团结

在一起，村歌让村民们重新拾起美丽

乡愁，重新找回田园乡情。歌声里，

乡村有了故事，有了个性；歌声外，是

乡村的灵魂，照亮了村民的心，更点

亮了乡村的未来。”对此，江山市委宣

传部部长汪黎云至今还记忆犹新。

据了解，2009 年，大陈村村歌《妈

妈的那碗大陈面》在央视和首届全国

村歌大赛上唱响，大陈村一曲扬名。

从 2013 年开始，江山市每年都要举办

一届全市村歌大赛，以好中选优，促进

创唱出村歌精品。在大陈村党支部书

记汪衍君看来，一个村歌唱得好的村

庄，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村庄，一个有凝

聚力的村庄，一个幸福快乐的村庄。

放声村歌，放飞梦想。从 10 年前

大陈村的村歌《大陈：一个充满书香

的地方》到《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发

轫，江山市的村歌从风靡一方，到唱

进省城，再到唱响全国，从未止步。

“在江山市，村庄就是村民的梦

想大舞台，村歌就是农民的梦想秀。

在江山市每个乡村的文化礼堂，村民

都能展现和感知人生的精彩、乡野的

动人以及梦想的美好。”汪黎云说。

村歌，唱响了时代精神

“遥远地从故乡走来，又走向更远

的天边。祖先殷殷的叮咛和嘱咐，就像

这碗浓浓的大陈面……”汪衍君已经记

不清有多少回唱起《妈妈的那碗大陈

面》了，然而，不论再唱多少回，他依然

会被歌中那份浓浓的故乡情所打动。

村歌集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

于一体。用汪衍君的话说，村歌是一个

乡村精神的象征；村歌是一个乡村喜闻

乐见、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村歌是村党支

部、村委会团结教育村民的重要纽带；村

歌是美丽乡村多样化展示的窗口。

今年 76 岁的汪衍勤，退休以后回

到老家大陈村，义务当起了村里农家

书屋的管理员和村歌的“教歌员”。

汪衍勤指着家里墙上张贴的村歌曲

谱告诉记者，这些歌村里的男女老幼

都张口能唱。现在，每周一、三、五，

村里的人都会集中到他的家里，进行

村歌的排练、学习。

“村歌就是村里的文化品牌，是

村里的金字招牌。村里的每个人都

很珍惜、很爱护。自从有了村歌，左

邻 右 舍 的 关 系 更 加 融 洽 、更 加 和 谐

了。”汪衍勤说，因为村歌，村民的素

质高了，村庄的风景美了，村里的产

业强了。因为村歌，乡村振兴的美好

蓝图正在变为现实。

而在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局长毛有祥看来，村歌代表的是一

个村庄的乡土风情，更展示着新时代

江山市农民的精神风貌。

村歌，唱就了康庄大道

唱村歌、赛村歌、秀村歌，展现了

村歌文化品牌的一系列成效，乡村文

化也因此重焕生机活力，文化产业在

此带动下也呈现一派繁荣。去年底，

浙江省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现场会在江山市召开，江山市村歌的

金字招牌更加响亮。游客到江山市游

览，听村民唱村歌成了必点的节目。

村歌换来乡风文明的改善，同时

也为乡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大陈村村民付慧清介绍，这两年，慕名

来江山市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仅大陈

村年接待游客已突破10多万人次。特

色街区“大陈小市”的生意更是红火。在

景区专卖江山市特色小吃的汪师傅，每

天卖油炸果就可以收入两三百元。逢节

假日，可以收入两三千元。“现在，我们在

家门口就可以赚钱了。”付慧清说。

江山市还注重连点成线，打造全

域旅游，建成最美村歌线、最美家风

线、最美风景线 3 条文化礼堂精品游

览线，全市各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悄然

兴起，一批高水准影视作品的外景拍

摄也选择落户江山市，以村歌《妈妈

的那碗大陈面》为蓝本改编而成的浙

江省文化礼堂第一部乡村古装孝文

化电影还在国内各大知名视频网站

同步上线，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网络

电影单元展映并获得好评。

用村歌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实

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

让人切身感受到了蓬勃的乡土文化力

量和源源不断的创造激情。导游周丽

玲是“90后”。她说，她从小就在大陈村

长大，在这里上了幼儿园，读了小学、初

中。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了几年，

去年她主动要求回村当起了导游。

“因为村歌，大陈村的村容村貌、

民风民情、产业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也是因为村歌，许多像我一

样年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主动返乡

创业，踏上了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

周丽玲说。

甘蔗种植是江山市上余镇李坪

村的传统产业，村里至今还有一座采

用土法榨汁红糖的作坊。2014 年，李

坪村创排了村歌《红糖飘香》。

“以前，村里自产的土榨红糖都是

周边村镇的人来买，而且价格不高，一

斤只能卖五六元。自从有了村歌，村里

的红糖产业一下子兴旺起来。现在一

斤土榨红糖的批发价都达到了 15元。”

上余镇宣传干事姜涛涛说，村歌唱出了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帮助村民实

现乡村振兴、产业复兴的梦想。

一首村歌就是一个故事，记录着

浓浓的乡愁记忆；一首村歌就是一段

传说，记载着长长的乡思情愫。记者

发现，江山市的农民，通过村歌创唱

来晒幸福，展梦想，找到了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也找到了符合江山市乡

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近日，中国记协组织中央媒体深

入甘肃陇南市采访，走访了宕昌县与文

县，跑了十多个乡镇与村子，走家串户，

边看、边谈。虽说时间仓促，却看到在

文化和旅游部大力推进文化扶贫工作

的带动下，乡村振兴正在培育和形成

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文县玉垒乡冉家村利用三国历史

文化，2016年挖掘整理郭淮屯兵历史资

料，将发掘的 300扇古磨建成石磨体验

区，并在马嘴梁郭淮城遗址修建起烽火

台，在村内制作郭淮屯兵生产生活场景

浮雕；利用玉垒花灯戏民俗文化修建主

题文化广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贫困

群众在发展起来的玉垒关大桥桥头、郭

淮城遗址、钟山梁 3处路边店经营起了

当地的野生菌类、野生果蔬、农家土特

产等，带动 3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每月收入都在 2000元以上。

这里挖掘当地民俗文化、发展旅

游起步较晚，短短两年多时间，变化很

快。但是，记者也看到了作为村里主

要民俗文化特点的玉垒花灯戏在传承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77岁的张金玉是

玉垒花灯戏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听

他介绍，一台花灯戏的演唱需要十几

个人的组合。现在大批农民入城务

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

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民间文化传

承出现断层。

在宕昌县，记者走访了两个有文

化特色的村镇，一个是有红色基因文

化的哈达铺镇，一个是有着苯教文化

特色的岳藏甫村。

同行的宕昌县委的同志们说，在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中 ，宕 昌 县 把 非 遗 保

护、传承与扶贫相结合，通过振兴传

统手工艺，推动传承人自主创业。先

后建立了哈达铺剪纸、沙湾罐罐酒、

刺绣等培训基地，帮助他们成为文化

产业从业者，提升脱贫致富的能力。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把当地独特的

自然资源与丰厚的“红色文化”结合在

一起，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办公室主

任赵王林介绍，2015年前长征一条街是

脏乱差的情况，此后，县里经过一次大

力改造，才逐步把游客吸引过来。为了

进一步发展，该县目前已经着手进行整

体规划设计，但当地相关部门同时也在

担忧改造会丢失原有的风貌。这条街上

的960多间房屋仍保留着明清风格。

针对此问题，记者采访的多位业

内人士均表示，传统村落不是文保单

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

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它

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须与

发展相结合。

新城子藏族乡党委副书记陈伟

介 绍 ，岳 藏 甫 村 在 文 化 旅 游 扶 贫 方

面，依托自然风景与乡土文化，发展

旅游业，自今年“五一”营业以来，岳

藏甫村共接待游客7万余人，让更多的

贫困村民吃上了“乡村旅游饭”。全村

147户 639人，目前剩余贫困户 19户 78

人，2017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96

元。但是，目前景区缺乏文化元素的注

入，陈伟认为，岳藏甫村是藏民聚居地，

这里曾经有着浓厚的羌藏文化，村里经

过重新改造的民俗客栈，其装饰风格

上可以加入民族文化特色。

文县铁楼乡古街上的白马人“土

琵琶弹唱”是此次采访中令大家印象最

为深刻的民俗风情。这里同样存在着大

批青壮年进城务工引发的空巢化现象，

年轻人大都丢失了土琵琶弹唱的习俗，

所幸当地已经成立了白马人民俗文化

中心传习所，并且在校园开设了“土琵

琶弹唱”课程，使得这门民间艺术在以

后有可能重新融入村民生活之中。

目前，铁楼乡古街上的土琵琶弹

唱吸引了大批游客，促进了当地旅游

业发展，并对周边的民俗客栈、农家

店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起到了

辐射带动作用。

让民族地区真正实现对“文化富

矿”的开掘，需要从“由外而内”的文

化帮扶向“由内而外”的文化成长转

变，并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真

正激发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内生活

力，才能把“一时一地一策”的文化扶

贫转化为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涵养发

展的长久之计。在这方面，文县白马

人居住地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牢牢守

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的前提下，当

地深入挖掘白马人文化的精神内核，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自然禀赋优势，蓄

势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逐

步打造出了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走

出了一条既让民族文化大放异彩又让

更多困难群众共奔小康的新路子。在

此期间，中国记协为当地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性意见，中国

记协自 1998 年开始，在陇南文县已经

持续20年进行对口帮扶工作。

此次采访令中央媒体一行对文

化旅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表

示，把开发和保护、传承与创新、文化

和生态等紧密结合起来，需要看到，

民族地区文化不仅仅是有待开发的

资源，更是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日常生

活中正在实践的生活方式。一些在特

定时间和场合举行的祭祀、传经、礼俗

等，仍然是他们的生活价值和意义源

泉。因此在扶贫过程中特别要对民族

地区文化体系会好诊、把好脉，把能够

开发开放的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充分用

好，把体现民族核心文化价值和生活

方式的内容重点保护好。

本报讯 日前，在云南省临沧

市举办的 2018 年第六届亚洲微电

影艺术节上，江西省玉山县首部关

爱留守儿童公益微电影《又见山里

红》，荣获此次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金海棠——最佳作品奖”。

《又见山里红》讲述了玉山县

双明中心小学成立专门为留守儿

童 提 供 无 偿 帮 助 和 服 务 的“ 山 里

红 服 务 队 ”的 感 人 故 事 。 影 片 紧

紧 围 绕 留 守 儿 童 这 一 特 殊 群 体 ，

实景实地展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

环境以及“山里红服务队”的诚挚

付 出 ，深 刻 地 刻 画 了 留 守 儿 童 的

现 状 以 及 内 心 独 白 ，呼 吁 全 社 会

关 注 留 守 儿 童 ，关 爱 留 守 儿 童 的

健康成 长。

据 了 解 ，亚 洲 微 电 影 艺 术 节

由 中 国 电 视 艺 术 家 协 会 、中 央 新

影集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云

南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临 沧 市 委 和 市

政 府 联 合 主 办 ，中 国 电 视 艺 术 家

协 会 微 视 频（微 电 影）专 业 委 员

会 、中 央 新 影 国 际 微 电 影 频 道 联

盟 等 单 位 承 办 ，自 2013 年 起 每 年

举办一届。 （张 婷）

本报讯 （记者王连文）11 月

26 日，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新

创意设计大赛研讨会暨设计智造

国际工作坊成果联展在浙江杭州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举办。此次活

动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中国美术

学院和杭州市拱墅区委、区政府主

办，海内外文创领域、设计界专家

学者围绕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

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的举办，共话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作为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

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的一项重要内

容 ，11 月 18 日 至 26 日 ，大 运 河 文

化带文化遗产创新设计工作坊在

中国美术学院举办。来自中国美

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 、安 徽 大 学 、英 国 爱 丁 堡 大 学 、

安徽博物院等国内外高校和博物

馆的 54 名学生和文创工作者，在

国 际 设 计 联 合 会 前 主 席 大 卫·格

罗 斯 曼 等 海 内 外 设 计 界 、文 博 界

专 家 指 导 下 ，深 入 了 解 和 研 究 河

北 博 物 院 长 信 宫 灯 、首 都 博 物 馆

粉 彩 镂 空 花 果 纹 六 方 套 瓶 、河 南

博物院四神云气壁画等 10 件国宝

级馆藏文物的器形、历史故事、文

化 内 涵 等 ，在 此 基 础 上 融 入 创 意

思维、现代设计理念，精心创作了

桌面净烟摆件、云图探秘笔记本、

青少年普法教育桌游、时差表、多

彩饰品等 14 组文创作品。相关创

作成果在设计智造国际工作坊成

果联展中进行了精彩展示。

在 大 运 河 文化带文化遗产创

新创意设计大赛研讨会上，来自中

国美术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澳门

大学、安徽博物院、中国文化产业

协会等的专家学者对做好大运河

文化带文 创 事 业 、办 好 大 赛 纷 纷

支 着 儿 ，并 重 点 对 大 运 河 文 化 带

文化遗产创新设计工作坊成果进

行 了 点 评 。 大 家 认 为 ，工 作 坊 成

效 显 著 ，对 吸 引 青 年 设 计力量助

力文创事业、加强设计界与文博领

域对接和交流合作、提升文创设计

水 平 等 作 了 积 极 探 索 ，是 助 力 大

赛成功举办和作品成果落地的积

极举措。

今 年 7 月 ，由 国 家 文 物 局 指

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大

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

计大赛在北京启动。大赛为大运

河沿线京、津、冀、豫、鲁、皖、苏、浙

八省市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与优

秀设计机构，提供创意设计及落地

转化、产品生产销售等对接平台，

其中在线下开展“设计师工作坊”

“设计师走进博物馆”等系列活动，

扶持本土新生设计力量。据大赛

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大赛

推进顺利，开展的线下相关活动与

线上服务受到文博界欢迎，大赛举

办成效正逐步显现。

本报讯 （贾艳 本报驻湖南

记者张玲）11 月 26 日晚，由中国文

联、湖南省政府主办，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等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湘

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在湖南

省湘潭市开幕。

据悉，湖南把“文化强省”作为

“五个强省”发展目标之一，把文化

创新纳入“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湖湘传统文化，积极促进文化与旅

游、科技等产业加快融合。以齐白

石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举办为契机，

湖南将进一步发掘湖湘独特人文

魅力，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同时，吸纳国内外优秀的现

代文化成果，促进文化艺术繁荣，

打造湖南文化品牌，加快由文化大

省向文化强省转变；进一步加强文

化 和 旅 游 纵 深 融 合 ，实 现 文 化 事

业 、文 化 产 业 与 经 济 社 会 协 调 发

展，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强大的精神文化动力。

本届艺术节以“品白石艺术、

传中华文化——故里山花此时开”

为主题，内容包括开幕式暨齐白石

艺术品赏会、故宫博物院院藏齐白

石原作回乡展、“白石探源”文旅活

动等六大主题活动。其中，齐白石

原作回乡展将持续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共展出 88 件（套）齐白石书

画、篆刻、文献经典作品。

本报讯 11 月 28 日，青海省文

化和新闻出版厅公布该省第一批省

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重点选取了

纺染织绣、服饰制作、雕刻塑造等

11 个类别的河湟刺绣、撒拉族服饰

制作技艺、湟中陈家滩木雕等 44 个

项目。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 ，选 取 的 项 目 都

具 有 一 定 传 承 基 础 和 发 展 前

景 ，传 承 人 群 较 多 ，有 助 于 发 挥

示 范 带 头 作 用 ，形 成 青 海 省 或 地

方品牌。

近年来，青海省通过加大传统

工艺项目保护力度、深入实施“研培

计划”、搭建展示交流平台、推动传

统工艺工作站建设，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统工艺振兴工作取得了

良好成效，在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

创意研发、质量提升、推广销售、人

才培养等方面总结出了符合青海实

际的经验和方法。 （蔡文斌）

第五届中国（湘潭）

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开幕

青海省公布第一批

省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图为入选项目塔尔寺酥油花制作技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