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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苏渊

本报讯 7 月 13 日晚，双清区
渡头桥镇两塘村党群服务中心门
前人头攒动，一片欢声笑语。随着
一曲《盛世欢歌》响起，双清区文
旅广体局联合市花鼓戏保护传承
中 心 共 同 举 办 的“ 宝 庆 群 艺 汇
—— 喜 迎 二 十 大 文 明 新 双 清
奋进新征程”文化惠民演出拉开
帷幕。

舞台上，演员们带来的舞蹈
《康定溜溜》、小品《醒悟》、花鼓小
戏《小砍樵》等精彩节目，让前来欣
赏演出的村民过足了瘾，笑开了
颜，赢得大家阵阵热烈掌声和喝
彩。在美轮美奂的灯光下，一首首
动听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
一个个感人的小品，既贴近百姓生
活，又生动形象地向群众宣讲了党
的惠农惠民政策。

文化惠民演出满足了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提升了群众的文化满
意度、生活幸福感，更唱响了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
主旋律，汇聚起发展奋进的强大力
量，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了良好氛围。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不断
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多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正在逐渐
转变。在近期开展的“下基层察
民 情 解 民 忧 暖 民 心 ”调 研 活 动
中，多数村民反映农村夜间精神
文化生活匮乏。针对这一问题，
双清区文旅广体局全面优化“送
戏下乡”工作方式方法，避开白
天高温酷暑天气，采取夜间“送
戏下乡”形式，极大丰富了农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双清区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今年 7 月中旬，双清
区已在全区开展“送戏进乡村”14
场，惠及群众 5300 多人次，部分演
出还采取“线下演出、线上直播”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舞蹈、戏曲、小
品、非遗展示等艺术形式，将“清廉
文化、文明创建、政策理论宣讲、优
化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防电信诈
骗、禁毒宣传、疫情防控”等内容巧
妙融入文艺演出中，全方面多渠道
为群众带来形式新颖、营养丰富的

“文化大餐”。

“文化大餐”进乡村

鼓 劲 加 油 暖 人 心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关杨博

本报讯 7 月 14 日，我市首个
省级涉台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武冈
中山堂举行。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武冈分校）
旧址由中山堂、李明灏将军故居和
法相岩组成，既是湖南抗战遗址群
的重要部分，也是湖南最具特色的

“涉台”文物。作为中国近现代纪念
建筑的亮点之作，它承载着中国人

民的黄埔精神、抗战精神，更承载着
海峡两岸的共同记忆和意志。其中，
中山堂为黄埔军校本校和十二所分
校中孙中山先生纪念建筑现存唯一
保存完整的，1996 年 1 月获批湖南
省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10月被评
为湖南省百景之一，2013年跻身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武冈市
将按照有利于优秀历史文化传承
保护展示，有利于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要
求，充分利用黄埔军校第二分校
（武冈分校）旧址的特色，结合文物
保护利用整体规划和建设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目标，建设
配套健全完善的文化教育综合体，
着力反映涉台教育平台的载体特
色，使之成为湘西南规模最大、文
化特色最鲜明、文化底蕴最深厚、
自身特点最突出的历史文化教育
基地。

我市首个省级涉台教育基地落户武冈中山堂

罗 羽

整整8个月，60岁的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由
守义，在西南贵州的大山里改造老房子，从未回过
一次东北吉林省吉林市的家。他说，自己沉浸在助
力乡村振兴的事业里。

“在乡村建设中，我必须融入村民的生活和劳
动。”站在一栋正在改造的老屋内，由守义说，只有与
村民相互了解，才能确保老屋在改造中的设计、施工
等各环节有序推进，“蓝图”得以精准落地。

2021年11月，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榕江县邀请，由守义关闭个人艺术馆，从老家辗
转来到榕江县忠诚镇乐乡村，助力把乐乡村打造
成为贵州50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
示范试点村之一。

他的任务，是将乐乡村集体“收纳”的十几栋
老屋进行商业化、艺术化改造，再交由村集体经
营，开放给游客参观体验。

“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振兴，老屋改造必须与
产业、商业有机结合。”由守义认为，按照乡土味、
乡情味、乡愁味“三乡味道”定位，在保持老屋原有
风貌的同时，基于产业和商业考量，完善其功能布
局、提升其文化内涵，给人以视觉、触觉和心灵上
的舒适感。

乐乡村党支部书记石彦明介绍，乐乡是一个
侗族聚居村落，有村民272户、1100多人。弹唱琵
琶歌、奏牛腿琴、吃稻花鱼……乐乡村民保留着众
多传统民俗。过去，不少村民还用传统工艺加工谷
物、磨豆腐、织衣服、打首饰、酿酒等，极具特色。

乐乐坊、乐鲜坊、乐香酒坊、乐香鱼庄、“知
竹尝乐”工坊……结合乐乡的民俗文化和村民
的生产生活，由守义将村中老屋改造成不同主
题的工坊。

“比如乐香鱼庄内外，我用废弃的边角木料制
作了大小不一、取型于本地稻花鱼的装饰品；乐乐
坊中，我把客房的床头和灯罩设计成侗族群众日
常弹奏的琵琶和牛腿琴乐器状。”他说。

坐立秋千、现代吧台、手拉升降送餐柜……由
守义还按照现代城里人的生活和娱乐习惯，完善
老屋内外设施和功能布局。

“村民普遍喜爱由老师的创新做法。”石彦明
表示，由守义对老屋的改造，兼顾了传统和现代、
生活和娱乐，让很多村民深受启发。

46岁的乐乡村村民吴松明做木匠已有20年，
从改造第一栋老屋起，他就跟着由守义。

“我们这些匠人，一辈子就遵循一个原则：不
论是一个雕花纹样，还是一个屋面造型，老一辈怎
么教，我们就怎么做。”他说。

跟由守义一起干活，看他如何通过研究、设
计、施工，把创新方案落地，总让人眼前一亮。吴松
明也有了创新思路。

“做乡村建设，规划和设计不能想当然，也不
能‘快餐化’，必须立足村俗民情，用心用情深入理
解和思考。”由守义说，还要发动和组织村民一起
干，力争做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

前期由守义在村里开展调研走访三四个月，
跟村民同吃饭、唠家常、聊历史，深入了解村中民
俗文化和村民生产生活，让后期老屋的改造创新
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并逐步获得村民和访客
一致认可。

“我的表哥表姐在贵阳居住，但至今我也没有
时间去拜访他们，哪怕过年时也待在村里忙事
情。”由守义说，助力乡村振兴的事业时不我待，要
赶着时间干工作。

我在大山修老屋
——一位工艺美术师手中的乡村振兴

7月15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美景如画。

近年来，我市全力以赴推动南山国家公园生态提质，因地制宜推进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协同发展。

记者 罗哲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