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台灯光下，来自甘肃的农民诗人裴爱

民吟诵着自己写给村庄的诗，来自青海的农

牧民唱起活力四射的《三江源头祝酒歌》，来

自河北滦平花楼沟村的村民讲述他们拍摄

金山岭长城的故事……

近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大地流

彩·全国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季上，一批农民

唱主角的节目赢得阵阵掌声，折射出当前乡

村文化的活力涌动。

村歌、村晚、“村越”、“村 BA”、村超……

一段时间以来，“村字头”文体活动持续火

热，乡村博物馆、美术馆等蓬勃生长，受到广

泛关注。村潮涌动生华彩，今年以来，农业

农村部会同中国文联等组织开展“大地流

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系列活动，把

活动办在村里、把资源引入村里、把消费留

在村里，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和乡村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唱起来
把活动办在村里

“我先来一段！风光惹人醉，田园吐芬

芳，幸福新农人，把美好生活开创……”浙江

省慈溪市周巷镇天元村的文化礼堂内，20 多

名村民正在练习村歌《美好的日子唱着过》。

“从音乐、台词到服装、道具，都是村里人自己

创作编排的。”作品主创成员、村民王玉珍说。

天元村所在的慈溪是中国曲艺之乡，拥

有小锣书、宁波走书、莲花落等 10 多个地方

曲种。村民们自发组建了文艺队，队员近

60 人，年纪最大的 80 多岁，最小的才 3 岁。

乡亲们的创作内容丰富，有的将地方曲

调《马灯调》结合快板说唱，讲述文明新风

尚；有的把日常情景改编成轻松诙谐的小

品、情景剧……“一些小摩擦、小纠纷，搬上

舞台后，大家笑一笑，无形中化解了。”村民

陆央平说。天元村党委书记钱海明说，天元

村早年由两个村庄合并而成，文艺活动让村

民间增进了沟通。目前，天元村文化节已经

连续举办 8 届。

在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举办的民

歌汇，吸引上万名群众；在四川宜宾、山西长

治等地举办的“和美乡村”健康跑，吸引 3000
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在安徽池州举办的农

民诗会，吸引农民诗人代表、朗诵家和当地群

众上千人……“村字头”文体活动像一扇窗

口，让更多乡村风土人情被看见、被发掘。

美起来
把资源引入村里

民间文艺如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11
月 24 日，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

司、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民

间文化达人故事汇活动现场，来自上海的嘉

宾王彦之讲了“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故事。

大南坡村位于河南省修武县西村乡。

2019 年 12 月，修武县委、县政府以“美学经

济”为抓手，邀请各地的乡建、设计、美学专

家为大南坡村发展建设出谋划策，王彦之所

在的工作室也参与其中。

用 改 造 代 替 新 建 ，村 里 遗 留 下 来 的

3000 余平方米老建筑，打开美学设计的想

象空间——乡土文化展览、“书店+美学生

活”、地方物产杂货铺等多业态模式，点亮了

古朴乡村空间。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

究院副教授左靖介绍，5 年来，大南坡村的

人、物、事、景有了可见的变化，今年 4 月还

获评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十佳案例。

“以前，这里虽然山多水多，但大多是穷

乡僻壤。如今艺术让乡村更美，我们的乡村

生活也可以美美的。”大南坡村村民赵耘说。

不只是大南坡村。仅以河南省为例，洛

宁县花树凹村变身“陶艺村”，禹州市槐树湾

村变成充满活力的“创客村”……“不少学

者、艺术家入驻乡村，带动了陶艺村、绘画

村、风筝村、乐器村、写生村等文化村庄发

展。”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汪振

军认为，艺术赋能文化产业特色村是推进乡

村文化振兴的新路径。

艺 术 赋 能 乡 村 文 旅 ，让 乡 土 文 化“ 出

圈”。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

唐珂表示，各地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农文

旅融合发展道路，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多元

价值。下一步可以通过设立乡村美育工作

站、大家书房、文化大院等方式，组织文艺

家、高校师生等进行田野采风和多种形式的

艺术创作，推出更多“出圈”的优秀文艺作

品，打造更多文化特色乡村。

旺起来
把消费留在村里

从土房窑洞到砖瓦四合院，从牛驮车拉

到汽车飞驰在乡间公路上……长达 140 米的

剪纸长卷《农民纪事图》上，包罗几十种场

景、2080个人物形象，浓缩乡村变迁。

展演季活动现场展出的这幅作品，出自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纪事剪纸代表

性传承人、农民剪纸艺术家赵美玲之手。赵

美玲的孙女崔靖涵脸上洋溢着自豪：“从奶

奶、父亲到我，我家从事剪纸已有 50 余年。”

折叠、画稿、染色、剪纸……在达拉特旗

东海心村的剪纸艺术创作合作社，附近村庄

的妇女们学起了剪纸手艺，通过公益品牌

“妈妈制造”提供订单，合作社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作品变产品，产品变产业，乡村非遗走

向广阔天地。在文旅部门支持下，东海心村

依托非遗剪纸，发展起了研学观光等新业

态。目前，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的赵大剪剪纸

文化大院已建成营业，展厅里 500 多幅原创

作品赏心悦目，剪纸博物馆、牧家乐餐厅、乡

村民宿吸引游客前来。

“农业遗产、传统技艺、手工绝活、特色

美食承载着乡愁乡情。”唐珂介绍，据统计，

乡村是我国绝大多数非遗的起源地，非遗

项目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珍贵资源。近

年来，加强挖掘保护，历史悠久的乡村文化

正在新时代展现新的魅力和风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农民唱

主角，促进‘村 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

体活动健康发展”。“舞台为农民而建，农民

是主角、主演、主力。优秀的乡村文化能够

提 振 精 气 神 ，增 强 凝 聚 力 ，孕 育 社 会 好 风

尚。”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杨东

霞表示，“村字头”文体活动既丰富了乡村精

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素养，又在寓教于乐

中弘扬新乡村新风尚、展现新农民新风貌，

更好满足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周楠参与采写）  

农民唱主角，乡村增活力

“村字头”文化，越来越有看头
本报记者   常   钦   郁静娴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第十五届中

国摄影金像奖同期揭晓。20 位摄影人

获得本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实摄影

类、艺术摄影类、商业摄影类奖项；摄

影家徐永辉、何世尧被授予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摄影）。

据了解，本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自

今年 3 月 12 日启动申报至 6 月 12 日截

止，共有 285 人申报，其中纪实类 162
人、艺术类 103 人、商业类 20 人。“中国

摄影艺术节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创办

最早、关注度持久、影响力广泛的摄影

节，自 1989 年以来，历经 35 年。作为

摄影艺术领域全国性的最高个人成就

奖，中国摄影金像奖更是对德艺双馨

摄影工作者艺术成就的最高赞誉。”中

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说。

除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

者作品展外，本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还

举办繁花竞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十年摄影精品展、第二十九届全国摄

影艺术展览原作收藏展、中国第十九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等主题展

览，持续至明年 1 月。本届摄影艺术

节举办了 AI 新创意影像作品展，借助

人工智能技术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

视觉体验。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

树峰认为，技术手段是为内容服务的，

要不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

本届年龄最小的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90 后摄影人储卫

民为了拍摄《火车看中国》系列作品，曾 20 余次乘坐全程 28 小

时的火车，沿着青藏铁路寻找最佳拍摄点，“祖国大地还有许

多故事值得挖掘，期待未来能继续拍出好的中国故事。”

在“金像面对面”活动中，94 岁的徐永辉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实践与理念。从 1950 年起，他对一户农家进行了长达 70 年

的跟踪拍摄。“身到农村、心到农家。”徐永辉说，作为新时代的

摄影人，要为人民抒怀、与时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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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锤、抬石，动作刚劲有力；嘹亮、粗

犷，演唱富有激情。来自重庆丰都的民歌

《石工号子》，在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艺

术展演季文艺晚会上一亮相，就吸引了观

众的注意。

石工，俗称“石匠”，以开凿、雕琢石头为

生。在丰都县，石工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但

随着现代工具的产生，石工劳动场景和石工

号子逐渐消失。能否把石工号子搬上舞台？

家住丰都县武平镇的林登安是《石工号子》的

编导，父亲是石工，他自小听着石工号子长

大。在与老石工一起劳动中，林登安收集素

材、精心创作，2015年，《石工号子》首演成功。

“我们表演的《石工号子》为一人唱、众

人和，领唱部分旋律悠长，和唱部分短促有

力、节奏明快。”林登安说，《石工号子》分为

吆喝号子、开山号子、撬石号子、拖石号子、

抬石号子。表演中，演唱者模拟石工劳动

场景，展现地方特色的同时，传递劳动者的

积极乐观与团结协作。

丰都县太平坝乡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

黄 龙 阳 ，也 是《石 工 号 子》首 批 表 演 者 之

一。他介绍，开山号子在挥锤前是自由嘹

亮的山歌式腔调，举锤和落锤时变为呼喊

式歌腔；抬石号子配合集体步伐，快步则轻

快活跃，慢步则稳健有力。

2018年，石工号子入选重庆市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丰都县文旅委主任王海燕表

示，今后，丰都县将进一步扩大传承群体、提

高表演水平。 （王阳参与采写）  

重庆丰都民歌《石工号子》—

号子铿锵唱劳动
本报记者   姜   峰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3日电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新华

社国家高端智库 3 日联合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中国视力残

疾人文化权利保障的实践与启示——从“光明影院”公益项目

谈起》。

报告以中国传媒大学组织实施的“光明影院”公益项目为

切入点，用大量事例数据生动展现中国保障视力残疾人文化

权利的举措和成就，深入阐述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人权条约义

务，践行“平等、参与、共享”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理念，以及提升

视力残疾人文化权利保障水平的经验和启示。

报告全文约 1.2 万字，通过相关网站、期刊、社交媒体等平

台以中英文面向全球发布。

中国视力残疾人文化权利保障的实践与启示智库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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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采摘果实农户在采摘果实

传送带上的五味子鲜果传送带上的五味子鲜果扬子江药业集团五味子规范化种植基地扬子江药业集团五味子规范化种植基地

作为中医药龙头企业，扬子江药业集团坚持弘扬“为父母制药，为亲人制药”

的质量文化，致力于向社会提供优质中医药产品和健康服务。优质中药材是制

成高品质中药的根本保障。近年来，扬子江药业集团在追求品质药材的实践中，

探索出建设规范化种植基地的有效路径，在中药材优种选育、深度加工、数字技

术精准应用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地处辽东半岛，域内五味子种植面积约 2 万亩。宜人

的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和利于保水保肥的林下落叶土，让这里产出的五味子品

质上乘，被称为“辽五味”，备受市场青睐。

2022 年，扬子江药业集团选派专业人员赴东港市实地调研，与东港市和龙

辽五味专业合作社建立五味子原料供应关系。随着合作的深入，2023 年，扬子

江药业集团与合作社签订了 1200 亩五味子规范化种植基地合作协议，助力东港

市五味子种植走上产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

扬子江药业集团以智慧管理促进五味子生产集约化发展，以科技力量为高

品质中药材提供坚实的生产保障。针对东港市五味子种植户分散、科学管理经

验欠缺、产量和品质较不稳定等问题，扬子江药业集团采用“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从种植源头介入管理，通过引入扬子江药业集团中药材种植管理体

系和溯源管理系统，建立农业投入品记录台账，严格录入施肥种类和用量等数

据，推动五味子种植规范化管理，实现种植、采收、加工、仓储、运输全过程可

溯源。

特色产业兴旺发展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助力东港市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走稳

走好。如今，在扬子江药业集团的支持和指导下，农户自主种植、自主采摘、自主

加工，东港市形成了完整的五味子产业链，不仅拓宽了农户致富增收渠道，也夯

实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

从农户零星种植到基地规模化生产，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五味子产业的

特色化发展为东港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写下生动注脚。未

来，扬子江药业集团将继续引入先进技术、做精优质产品、培养专业人才，助力东

港市五味子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的澎湃活力。

农户在挑拣五味子农户在挑拣五味子

数据来源：扬子江药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