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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新年开城仪式 姬生辉 摄

第四届武汉煨汤百姓擂台赛现场 瞿祥涛 摄

2020年梅陇镇迎春晚会暨脱贫攻坚文艺演出现场

杜安智 摄

1 月 5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园博园主会

场，2020 年“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

活动在锣鼓喧天的热烈气氛中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18个省辖市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将

文艺演出、非遗展演、文创产品等带到现场，

通过静态展示与动态展演相结合、现代艺术

与民俗文化相结合、主题推广与现场销售相

结合的方式，展示灿烂的中原文化。市民、

游客不仅可以看彩车、赏演出、观展览，还可

参与“听最美书声”图书展、河南特色美食

展、猜灯谜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项

目。1 月 5 日到 2 月 29 日，河南将广泛开展

“春满中原”“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乡村春晚、

晒村宝等年味十足的春节文化活动；举办各

类庙会、灯会、广场舞会 7 万余场；省内各文

化场馆、旅游景区实行门票打折、免费开放，

推出年味十足、情系万家的文旅产品，营造

春意盎然的新春味。

在安徽省石台县，由安徽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共同主办的

2020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

“送文化年货”活动的首场演出于近日举

行。在石台县横渡镇琏溪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乡村大舞台，安徽省知名艺术家和池

州市、石台县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给百姓

送上祝福和欢乐。安徽省作协、省书协、省

剧协、省民协及安徽文学艺术院的艺术家忙

着给村民写春联、送福字、拍全家福，进行戏

剧舞蹈辅导、赠送文学期刊和制作剪纸、烙

画、泥塑等民间艺术品。

在重庆，自 2019 年 12 月起，各区县将在

3 个月的时间内推出 200 余项冬季文化和

旅游主题活动。随着文旅融合深入推进，

今年的冬季旅游活动增添了文化气息，潼

南双江古镇 2020 年俗文化旅游节、垫江的

石磨豆花美食文化旅游节、綦江的郭扶年

俗文化节等给游客带来不同风格的文化

体验。

1 月 5 日晚，带着浓浓的祝福与问候，一

场来自深圳龙岗的文艺演出走进广东省汕

尾市海丰县梅陇镇，“2020 年梅陇镇迎春晚

会暨脱贫攻坚文艺演出”在梅陇文化广场举

行。歌曲、戏曲、舞蹈、快板，还有逗趣的相

声表演……现场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演出

围绕歌颂祖国、感恩奋进、勤劳致富等主题，

展示梅陇人民励精图治、创业兴镇等新时代

风采，赢得群众点赞。

（统稿：程晓刚 参与采写：梅花 苏锐

瞿祥涛 张莹莹 郜磊 侯伊 陈建平 杨丽）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在置办年货的日子里，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为广大群众备
好了形式多样、年味十足的文化年货，一个喜气洋洋又充满传统气息的文化年呼之欲出。

为集中展示春节民俗，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孔子故里——山东省曲

阜市于1月1日启动“我到孔府过大年”活动。

伴随着悠扬的古乐，明故城门缓缓打开，开

城仪式歌舞过后，第一批走进孔庙的游客登上

钟楼，敲响祈福的钟声，新的一年拉开帷幕。随

后，游客纷纷来到孔庙诗礼堂，体验“诗礼传承”，

参加手抄《诗经》《礼记》等儒学经典活动。

当天上午 10 点，“孔府过大年”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正式开始。在蓝天白云和一串串红灯笼

的掩映下，充满喜庆的大红展板迎接着游客，无

论是超大号的“福”字还是恭贺新禧的贺词，都

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把孔府装饰得年味十

足。转过重光门，非遗展随之映入眼帘，楷雕、

绢花、面塑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在娴熟地制作

手工艺品，供游客观赏。

看完特色各异的非遗展示，行至孔府前上

房，孔子书画院名誉院长孔祥胜现场挥毫泼墨，

写春联、送福字。“觉得年味淡了，过年没意思，

是因为很多传统习俗缺失了，没有了‘仪式感’。

我们一起过大年、一起体验孔府的风俗习惯，

就是要把年味找回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下去。”孔祥胜说。

在活动现场，来自青岛的张女士展示了

孔祥胜书写的福字。“祈福迎祥，带福还家，从

孔府请回的福字有更深远的意义。我一定把

孔 府 的 福 气 带 回 去 ，也 把 孔 府 的 礼 仪 带 回

去。”她说。

“孔府楹联展”同时开展。据悉，今年是第

一次举办“孔府楹联展”，一副副楹联是儒学的

凝缩与集中展示，从不同角度传承、发扬着孔

府文化……

传统节日仪式感不能丢

热气腾腾的莲藕排骨汤、香喷喷的热干

面……品一品，都是老武汉的味道。

1月 6日，作为 2020年湖北省武汉市“非

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春节元宵系列文化

活动之一，第四届武汉煨汤百姓擂台赛在武

汉汉口文体中心举行。本届擂台赛由武汉

市文化和旅游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主

办，138 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展示“舌尖上的

非遗”。

煨汤文化在湖北源远流长，“无汤不成

席”也成为当地的习俗。武汉煨汤技艺于

2011 年 列 入 湖 北 省 第 三 批 非 遗 名 录 。 武

汉煨汤百姓擂台赛 2015 年开始举办，如今

已成为市民喜爱的一大盛会和江汉区品

牌文化活动，入选“2019 武汉十大特色文

旅体 IP”。

1月6日下午，在汉口文体中心的煨汤赛

场，炉子、炒锅、铫子、鲜排骨、莲藕、调料等

一应俱全，现场俨然一个露天大厨房。架起

炉子，先焯后炒，下料入锅，大火煮开，小火

慢煨……参赛选手在紧张的比赛氛围中忙

而不乱。

活动现场，“武汉煨汤技艺”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喻少林参与指导，“蔡林记热干面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永中受邀前来助

阵。现场观众还可以欣赏到码头号子、杖头

木偶等精彩的非遗展示。

参与比赛的武汉微马队的队员姚春梅

感慨地说：“以前觉得非遗离大家很远，亲身

体验后才发现非遗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本届擂台赛还邀请国际友人参与。29

岁的巴西小伙儿李追龙与两位俄罗斯女孩

组队“攻擂”。这是李追龙第一次参加这样

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他说：“我很喜欢中国

文化，今天是来学习的，学会后要教给我的

朋友们。”

“我们希望借助煨汤这一形式，让大家

欢欢喜喜过大年，也让非遗得到传承和传

播。”武汉市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在 2020年武汉市“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春节元宵系列文化活动中，还将

推出第二十届万家宴、武汉五芳斋第三十二

届汤圆节、第七届百家宴等活动，并将先后举

办80余场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活动。

舌尖上的非遗

年味十足、情系万家

（上接第一版）

当好民族文化传承者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毛主席领导

咱们打江山……”1月 2日，冒着严寒，贠恩凤来到

西安兴庆宫公园，为群众义务歌唱。这已是她连

续第六年在新年伊始来这里歌唱了。在贠恩凤

带动下，数百名歌友加入其中，整个公园歌声嘹

亮。“贠大姐，我们喜欢听您唱歌。”“贠大姐，您每

年都要来跟我们一起唱歌啊！”……伴随着一首

首歌曲，群众的欢呼声与掌声也此起彼伏。

贠恩凤 11 岁参加文艺工作，先后师从郭兰

英、王昆等著名歌唱家。几十年来，她始终坚持

把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英雄作为自

己的不变追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者

和弘扬者。

“这些年来，有文化底蕴的歌曲始终受到人

民的喜爱。”贠恩凤说，这些歌曲都是祖国的优秀

文化遗产，应该大声唱出来。为此，贠恩凤坚持

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坚定走发展民族声乐的

道路。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她逐渐形成了音质

饱满、独具地域特色的演唱风格。她演唱的陕北

民歌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如《南泥湾》

《蓝花花》《三十里铺》等，脍炙人口，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

多年来，贠恩凤坚持“为人民歌唱、多唱民歌

给人民听”的信条。她始终穿着素朴的服饰，走

向基层，走到群众之中。多年来，贠恩凤演唱和

创作了许多讴歌时代、反映人民生活的歌曲。她

始终坚守艺术理想、艺术良知和职业操守，牢记

文化担当、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在歌声之中传

播民族文化。

“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去歌唱我们的党、国家、

人民和英雄，永远与他们在一起。”贠恩凤说，催

人向上又充满生活气息的歌曲，是老百姓真正需

要的艺术作品，我们要当好优秀文化的传承人。

下到矿井跪着歌唱弹奏

“我 11 岁参加工作，是党把我培养成文艺工

作者。在党的教育下，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懂

得了文艺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懂得了为人

民歌唱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贠恩凤 40 多年前

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一段话。

多年来，贠恩凤满怀着对人民群众的强烈情

感，以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主动走到群众之间。

她放开歌喉就唱，从不计较名与利，坚守作为人

民歌唱家扎根群众、服务人民的初心，也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

贠恩凤的歌声如山间清泉、林海晨风，打动

了无数人：上世纪 80 年代，陕西安康地区遭受百

年不遇的洪涝灾害，贠恩凤在西安一连举办 6 场

个人演唱会，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灾区；上世纪

90 年代，人民子弟兵在西安护城河开展清淤工

程，贠恩凤又和孙韶骑着自行车来到工地，顶着

烈日，为战士们义务演唱；当年西康铁路修建时，

贠恩凤不顾危险，主动申请到秦岭隧道施工现场

演唱；有一年，陕西老龄委组织到老年公寓慰问

演出，她主动请缨；一次她在西安孤儿院演唱后，

掏出了身上仅有的 200元捐给孤儿院……

贠 恩 凤 还 一 度 下 到 煤 矿 矿 井 中 为 群 众 歌

唱。1975 年，在陕西铜川煤矿慰问演出中，在唱

了几首歌后，贠恩凤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铁罐子”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得知矿井下还有工人在工

作时，贠恩凤不顾领导的阻拦，执意要下到矿井

里。“井下工作更辛苦，既然工人们能下去，我就

应该把歌声送到他们身边。”贠恩凤回忆，因为矿

井中地方狭小、高度不够，工人都是趴着挖煤，自

己则与孙韶跪着歌唱和弹奏。

“当年听我唱歌的工人差不多也到我这个岁

数了。我还打算故地重游，再为他们歌唱……”

贠恩凤说。

几十年中，贠恩凤累计演唱歌曲千余首，参

加 国 内 外 各 类 演 出 5000 余 场 次 ，并 先 后 在 西

安、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独唱音乐会 40 余场，获

得很高赞誉。坚持到一线慰问演出，是贠恩凤

几十年来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无论寒冬酷暑，哪

里需要她，她就把歌声送到哪里。

“唱了 70 年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成长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会继续践行自己‘永

远为人民歌唱，永远歌唱人民’的承诺，不辜负

祖国、人民对我的培养，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

望。”贠恩凤说，“我现在的身体还很好，我会一

直这样坚持为人民歌唱，直到我走不动了，也唱

不了了。”

“服务群众、为人民歌唱是没有退休之说的”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为全面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助力西北地区与全国旅游市场客源互动，1 月 7

日，由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西北旅游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

的 2020西北旅游联动项目发布会在陕西西安举行。

发布会以“行摄西北、融情黄河、地名传承、创新赋能”为主

题，现场发布了西北旅游协作区辞旧迎新热字——2019 年为

“融”字、2020 年为“链”字，并对两个字进行了具体解读。现场

还发布了 2020 西北旅游协作区联动项目，具体包括：2020 区域

宣传推广年度主题“行游西北年”系列活动、“中华好地名”文化

旅游大赛、“丝路中国”摄影家俱乐部及图片库建设项目、融情

黄河文化旅游推广行动、第八届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暨丝绸

之路文旅产业交易会等。

发布会现场还进行了多项签约活动，多家单位将就丝绸之

路亲子研学行动项目、丝绸之路非遗传承与文创商品研发中心

项目、“中华好地名”文化旅游大赛、2020“行游西北摄影年”项目

展开合作。

西北旅游协作区是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联合建立的全国面积最大的区域旅游协作组织，

在资源共享、宣传联动、发展驱动、客源互动、优势互补、信息共

享的协作原则下，推动西北整体区域旅游健康协调发展。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者 1 月 9 日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了解到，今年起，山东拟加快建设本省文博专家智库，包括加快文

博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力度培养文物修复、水下考

古、彩绘彩画等急需紧缺人才。未来 5年，山东还将落实文物保护工

程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建立岗位动态调整机制，按照有关规定适时

开展文物领域表彰奖励。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山东将在“钱”的领域加大保障力度。加大省级资金对文物保护工

作的支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统筹使用好文物保护资金；县级以

上政府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探索政府购买保险等形

式，加大文物安全预防资金投入；加大对文物保护重大项目和工程

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评估和验收；制定落实文物保护补偿政

策；利用政府基金、公益性基金等平台，对私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维修提供支持；落实文博行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山东还将加强文物保护管理队伍建设。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起草的相关方案提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明确履行文物行政管

理和行政执法职责的机构；完善由各级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文物工

作协调机制，落实相关部门和单位依法承担的保护文物职责；未设

置专门机构的文物保护单位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强文物

保护巡查管理。

2020西北旅游联动项目发布 山东拟建设文博专家智库

1 月 6 日，湖南省洞口县文

联组织书法爱好者深入乡村

开展“春联送万家”公益活动，

义务为农村群众书写春联，满

足广大群众节庆文化需求。

图 为 书 法 爱 好 者 在 该 县

古楼乡古楼村为群众写春联。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