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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榕江县，“村超”比赛精彩激烈；浙江乐清市，“我们的村晚”文艺汇演持续上演；河北武强县，家家户户贴起了年画……广袤农

村，乡亲们喜气洋洋庆新春，这是农民群众多姿多彩文化生活的缩影，也折射出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面貌。

保护、传承、发展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乡村文化振兴丰富了农民生活，激发了内生动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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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贵州省榕江县“村超”火爆出圈，乡村

体育赛事成为当地对外宣传的亮丽名片，也成

为承载乡愁记忆、映照文化生活的新载体。为

喜庆龙年春节，榕江县聚焦“村超”，创新推出

系列文体活动，让浓浓年味浸润到心间，全面

展现当地乡村文化振兴取得的新成效。

刚结束的一轮“村超”预选赛上，随着观众

席间一阵惊呼，董永恒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洞

穿了守门员的十指关。“每场比赛，现场有三四

万人围观，不少村民特意赶来加油打气，线上直

播更不用说。我们认真对待每场比赛，用精彩

的表现回馈球迷，为大家热热闹闹过春节带来

欢乐。”董永恒说。

“全县会踢球的能来的几乎都来了！”榕江

县足协副主席赖洪静介绍，今年参赛村队从 20
支增加到 62 支，总人数超过 1800 人，覆盖全县

所有乡镇街道，“今年还增加了预选赛机制，整

体规模更大，时间更长。我们抓住龙年春节假

期，从年前到元宵节，差不多每天都有比赛，再

配合年事活动，营造浓浓年味。”

同职业赛事相比，“村超”队员的竞技水平

存在差距，但真正吸引人的是赛事氛围，是那浓

浓的乡土味和烟火气。

“我们从小踢球，哪怕工作之余，也常挤出

时间过过脚瘾。赶上春节，有更多时间演练配

合。”董永恒说，他所在的忠诚镇忠诚村足球队

里既有 15 岁的学生，又有 42 岁的农民，“虽然年

龄跨度大、来自各行各业，但大家目标一致，团

结拼搏，今年春节只会更加热闹。”

去年“村超”，忠诚村队荣获亚军。面对新一

年的赛事，大伙儿铆足了劲，力争有新的突破。

绿茵场上，灯光渐渐暗了下来。伴着低沉

的 鼓 声 ，一 条 金 龙 闯 入 场 内 。 踩 着 密 集 的 鼓

点，身着统一服装的舞龙队快速移动，时而翻

腾跳跃，时而盘旋穿梭，将龙的灵动和威武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舞 到 兴 起 时 ，队 伍 甚 至 上 演

“龙穿云”“龙摆尾”等高难度动作，观众连连欢

呼喝彩。

眼前的舞龙队来自朗洞镇朗洞村，去年第

一 次 登 上“ 村 超 ”舞 台 ，表 演 全 程 掌 声 不 断 。

由 于 中 场 表 演 是“ 村 超 ”的 重 要 环 节 ，龙 年 春

节，舞龙队再次受邀，队员们的演出热情被重

新点燃。

总 长 22 米 的 金 龙 ，单 是 龙 头 就 有 50 多 斤

重，要灵活舞动并做出系列高难度动作，考验着

队员们的体能，挑战着彼此的配合。

“队员基本都是精挑细选的青壮年，动作和

步伐要反复练习，确保协调一致。别看正式表

演 只 有 10 多 分 钟 ，结 束 的 时 候 人 人 都 是 一 身

汗。”舞龙队组织者倪由华介绍。

“新赛季，我们探索县内县外结合的方式，

计划把还未展示的节目完善后推向‘村超’舞

台，同时面向全国吸引更多节目走进‘村超’，让

更多优秀民族文化节目参与交流展示，打造丰

富多彩的‘村超’文体嘉年华。”榕江县文化馆馆

长李莎说。

舞龙舞狮，吹奏芦笙，欢唱侗歌……今年的

“村超”，既是民族村寨相互角逐的竞技场，也是

多彩文化展示的大舞台，滋养着活力满满的特

色文化，孕育着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春节期间，榕江县还将举办芦笙会、山歌

赛、全县十佳歌手等系列文体活动，让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一场丰富的新春文化大餐。

贵州省榕江县聚焦“村超”庆新春

开展文体活动 体验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苏 滨

浙江温州乐清市的东运河湿地公园装点一

新。从今年元旦到元宵节前，这里每晚都有一场

以当地社区、乡村为主题日的文艺汇演。这是乐

清人的“我们的村晚”。

看“村晚”过大年，已成为乐清乡亲们每年春

节心心念念的重头戏，至今已走到第八年。

乐清“村晚”，让不少群众由草根变成了“明星”。

前阵子，石帆街道朴湖社区妇联主席叶顺

英得知，街道在为“我们的村晚”征集节目，她一

下子来了兴致，“大家平时就在跳扇子舞，希望

借这次机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随即，她便在微信群里发布了征集信息，平时

跳舞的姐妹们积极响应。随后一个多月，大家几乎

每晚准时约在文化礼堂加紧排练，很少有人请假。

为了精益求精，叶顺英对原有扇子舞进行

了重新编排，队员们都贡献了不少好点子，反复

打磨排练，毫无怨言。

最终，这个名为《辉煌中国梦》的扇子舞作

为开场节目，在“我们的村晚”石帆街道主题日

上闪亮登场，赢得阵阵掌声。

都说乐清“村晚”办得好，这背后，当地文化

礼堂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我们很快就可以组一台‘村晚’。”芙蓉镇

西塍村文化礼堂总干事余恭宣就有这样的底气。

2013 年，西塍文化礼堂落成，村民有了活

动阵地。通过市里下派文化大使和送文艺活动

下乡、乡镇指导、村里的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

一年到头，文化礼堂的活动好戏不断，越来越多

的村民放下麻将牌，走进这里。

在余恭宣的带动下，如今西塍文化礼堂有

舞蹈组、歌唱组、小品组、戏曲组等多支文艺队

伍，不仅可以迅速组一台晚会，还经常跑到邻村

演出，成了四邻八乡的明星队伍。

新时代以来，乐清高标准建成各具特色的农

村文化礼堂 507家，各文化礼堂组建了广场舞、武

术、戏曲等各类活动团体 3052个。乐清市委宣传

部宣教科科长郑伟介绍，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各

文化礼堂自行创排的各类精品节目不断涌现，成

为市级“我们的村晚”优质的节目来源。“‘我们的

村晚’大舞台，节目质量可不低。”郑伟自豪地说。

这些年，乐清“村晚”收获越来越多群众的

喜爱，“新意迭出”功不可没。

在郑伟看来，从最初乐清市区的晨沐广场，

到乐清大剧院，再到今年的东运河湿地公园，舞

台的变化其实也是“村晚”展现形式的变迁。

“今年选在湿地公园，就是想突破空间限

制，与新春灯展相结合，让大家观灯赏曲两不

误，还为一旁‘村礼’展销、非遗展示等引流，

很好拓展了‘村晚+’的内涵。”郑伟说。

乐清“村晚”，不仅群众积极参与，光参演群

众就达 6500 多人，而且借助数字平台，乡亲们

还能“点单”。

去年蒲岐镇华一村的“村晚”，就是由村民“点

单”的，囊括了快板、歌伴舞等 10多个节目，都是老

百姓爱看的，不少节目至今还让大家津津乐道。

2019 年，乐清上线了文化礼堂智慧管理系

统，平台汇聚了全市 525 支专业文化服务

队伍，可提供 27 项文化服务内容。供

需对接，让一场场“村晚”不断出圈。

不 过 郑 伟 也 坦 言 ，“ 村 晚 ”

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做

好“ 村 晚 ”的 初 心 始 终 未

变，“你看，传统的龙缠

柱 、踩 高 跷 、舞 鱼

灯 、抛 歌 等 具 有

乐 清 特 色 的

节 目 依 然

‘年年见’，

我 们 对 其 进

行 改 编 、融 合 、

创 新 ，用 更 喜 闻 乐

见的表演形

式 重 新 演

绎 ，一 来 是

要传承优秀

的 传 统 文

化 ，二 来 也

希望有更多

人特别是年

轻人能关注

并喜欢上传

统文化。”

（蔡甜甜

参与采写）

浙江省乐清市举办“我们的村晚”

村民当主角 好戏天天见
本报记者 窦瀚洋

“画儿美，画儿鲜，买回家去过大年！”“木版年画贴满墙，

家家过年喜洋洋！”春节之际，在木版年画艺术之乡——河北

省衡水市武强县，欢快的吆喝声，映衬着喜庆的年画，充盈着

浓浓的年味。

最后一刀“画龙点睛”完成后，年画艺人辛彦军面绽微

笑。抓住年轻人的心，是武强年画创作的新方向。“这次创作

的龙年年画《风调雨顺》凸显‘萌系’，憨态可掬，走‘国潮’路

线，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年画。”辛彦军说。

“叮咚！”辛彦军的手机不断响起，提示她网店又有新订单

了。辛彦军上午创作，下午发货，年画热卖让她忙得“脚板儿

离地”。

“‘年画一条街’集市开集啦，叔叔阿姨快快买起来吧！”武

强年画博物馆展厅里，府兴幼儿园的 10 多名小朋友，身着红色

唐装，现场展示年画。

贴 年 画 ，是 我 国 民 间 传 统 年 俗 ，有 祝 福 新 年 吉 祥 、兴

旺 之 意 。 武 强 年 画 历 史 悠 久 ，作 为 弘 扬 年 画 文 化 的 重 要

阵 地 ，武 强 年 画 博 物 馆 陆 续 开 展“ 龙 年 贺 新 春 ”主 题 活 动 ，

“ 博 物 馆 里 贴 年 画 ”“ 萌 娃 舞 纸 龙 迎 新 春 ”“ 年 画 里 的 戏

曲·唱 出 来 ”等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 武 强 县 还 定 期 举 办 年 画 培

训 ，扶 持 青 年 人 才 ，既 推 动 艺 术 传 承 ，又 壮 大 文 化 产 业 。

近 年 来 ，当 地 已 专 业 化 培 训 年 画 学 员 1000 余 人 ，先 后 培 养

出 县 级 传 承 人 160 余 人 。

“现在全体工人都在岗，劲头足着哩！”临近春节，武强县

北代镇前西代村“汇名轩非遗工坊”经理温潜鳞忙得不亦乐

乎。最近，工坊在赶装裱 5000 多张年画的订单。

工坊车间里，工人们忙个不停。37 岁的郭广周正忙着刻

版。他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年画从业者培训班，刻版技艺不断

精进，“活多，手也勤，去年挣了 10 万元。”

近年来，武强县引导有年画产业基础的村庄和传承人创

办基地，恢复年画作坊。目前全县年画坊达 120 余家，带动

1300 多名农民从事年画刻版、印刷、销售等。

给 汇 名 轩 工 坊 派 订 单 的 ，是 武 强 县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责任公司。走进公司展厅，书签、马克杯、笔记本、充电宝、

手 机 架 等 20 多 个 系 列 100 多 种 文 创 产 品 ，让 年 画 走 入 更 多

应用场景。

“公司+工坊”联动接单派单模式，在武强愈发成熟。在汇

名轩，温潜鳞刚添置了几台文创产品生产设备，准备春节后投

用。“工坊给 20 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年后准备再开几个

车间，多雇几个工人，年画产业一定能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温潜鳞说。

河北省武强县传承创新年画艺术

弘扬年画文化 寄托深深乡情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把
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
我国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定能尽展风采，广
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文化广场上，扭秧歌、演节目，气氛热烈；体育场

地上，欢声笑语，比赛正酣；农家庭院里，挂灯笼，贴春

联，喜气洋洋……春节临近，广袤乡村洋溢着文化味。

万物皆熟为有“年”。年俗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

是我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瑰宝。乡村红红火火的年文化

背后，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年”。新时代以来，乡村文化

建设大力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补短板、优供给、重传承，

农村公共文化体系更加健全，文明乡风劲吹希望的田

野。去年，“村 BA”“村超”“村排”成为热点，2 万余场

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吸引约 1.3 亿人次参与，掀

起乡村文化热潮。

乡村文化日益兴盛，得益于“三农”各项事业持续

向好。过去一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691 元，同比实际增长 7.6%。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

同时，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让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好戏

不断？

乡村文化振兴，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

乡土文化。要加强传承保护，通过保护古镇古村、修

缮古建遗存、培育非遗传承人等措施，保留有形的乡

村文化，传承活态的乡土文化。要适度合理利用，深

入挖掘传统乡土文化的多种功能，结合地方资源禀

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农耕体验、科

普教育、节庆民俗、非遗产业等多元业态。这方面河

北省武强县“公司+非遗工坊”发展年画产业的做法

值得借鉴。利用好全国 6700 余家非遗工坊，对于传

承发扬传统乡土文化、促进农民增收、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将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增强乡土文化的主体性，凸

显乡村文化自信，也要吸纳现代文明要素，体现乡土

文化的时代性。要增加富有农耕农趣农味的农村文

化产品供给，接地气才能冒热气、聚人气；要以农民

为主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多搭建农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平台载体，提高他们的参与度；要凸显乡

土特色，乡土文化本身具有强劲活力和强大动能，打

好乡土牌，打造更多本土文化品牌。要融合现代元

素，扩大传播度，让乡土文化被更多的人所喜爱。贵

州榕江县“村超”的出圈、很多农村题材的短视频爆

火都说明，乡土烟火气中蕴含着本真的文明基因和

纯真的精神品格，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乡村文化一样

可以广泛传播。

乡村全面振兴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

文化兴盛之路”，建设农业强国要“赓续农耕文明”。新

征程上，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把农耕文明

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我国优秀传统乡土文

化定能尽展风采，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会更加丰

富多彩。

乡土文化

的风采
顾仲阳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图①：贵州省榕江县“村超”预选赛激战正酣。

周光胜摄

图②：河北省武强县“年画一条街”，龙年年画受到

人们喜爱。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图③：“我们的村晚”在浙江省乐清市农村文化礼

堂等场所举行。 刘言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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