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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5 日    星期三

1月23日下午，岩口镇马头山村第二届村晚，村民手舞锄头、镰刀表演情景剧

《军民大生产》。               贺旭艳 摄

2月 2日，隆回县金石桥镇五罗村群众走组进院串户开展舞龙、耍狮等“非遗”庆新年文化活动。

陈甫春 摄 

老鼠娶亲现场表演。   申兴刚 摄

为观众赠送非遗红包的“财神爷”。   申兴刚 摄

早安隆回 相见村晚——邵阳市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现场。   申兴刚 摄

滩头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现场为年画点睛，正式开启现场活动。

 申兴刚 摄 

本次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以

“隆回民艺浓似酒  滩头年画艳

如花”为主题，凸显了隆回丰厚的

文化底蕴和精彩的非遗传承。隆

回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滩头木版年画、滩头手工抄

纸技艺、花瑶挑花、花瑶呜哇山

歌，一齐惊艳亮相。

滩头镇的主干道上，各类题

材的滩头年画作品被制作成路灯

灯箱亮丽迎宾。主会场沐仙湖文

化产业园，舞台背景设计成飞檐

翘角的中式门，滩头年画“主角”

门神尉迟恭和秦叔宝，以巨幅形

象挺立场地两侧。宽阔的草坪上，

一边是年货集市，展销农家腊肉、

手工糍粑、山界红糖、龙牙百合等

土特产；一边是非遗集市，有花瑶

挑花、滩头年画等 14 个代表性非

遗项目的产品展销和制作工艺展

示及体验。四面八方的人们纷至

沓来，和当地村民一起，热热闹闹

迎新年。

民艺巡演中，曾被鲁迅先生

收藏的滩头年画作品《老鼠娶亲》

以情景表演的形式再现，惟妙惟

肖，诙谐有趣；滩头年画人物形象

“福禄寿喜财”人偶，穿梭于人群

派发红包，送福送喜。舞台表演

中，滩头年画传承人和外国友人、

网络大 V 等一起表演情景歌舞

《滩头年画》，还有身着花瑶挑花

服装、唱起花瑶呜哇山歌的节目

表演，以及特邀的国家级非遗项

目广东潮汕《英歌舞》、江苏高邮

《请茶歌》以及湖南省级非遗项目

湘西保靖县《铜铃舞》。

非遗为村晚添彩，村晚为非

遗升温。通过网络直播，非遗文化

带着浓浓的年味，从滩头走向世

界，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乡村振

兴的欣欣向荣。

滩头镇是全国 72 古镇之一，

在隋朝时就已初具规模，曾因纸

业的繁荣而获誉“南方纸都”。滩

头手工抄纸技艺继承于蔡伦的造

纸术，清代、民国为鼎盛时期。滩

头镇生产的手工抄制竹纸以及衍

生出的色纸、香粉纸、祭祀纸等多

个品类的纸品，远销云南、贵州、

汉口，直至上海、香港以及东南

亚 。滩 头 镇 曾 拥 有 作 坊 1100 多

家，熟练工人 2000 多名，大批外

地商人在这里经销纸业、开办纸

庄。现在，滩头镇供抄纸用做原料

的南竹面积达 3 万多公顷，生产

的滩头竹纸主要提供给滩头木版

年画用做底纸，年销量 10 万余

张。国内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陆

续选用滩头竹纸作为古籍古字画

修复、文物包装保护用纸。

滩头木版年画以浓郁的楚南

地方特色自成一派，2006 年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造纸原料的选择、纸张的制造、刷

底，到刻版、印刷、手绘，一张年画

的生产需要经过 20 多道工序。其

色泽鲜艳，造型夸张，多以喜庆吉

祥、消灾祈福的古老民间习俗为题

材，迎合了人们辞旧迎新的美好愿

望。滩头年画得到保护后，不断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位于滩头村的滩头木版年画

技艺传习馆 2022 年正式开放，是

滩头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阵地。

传习馆一楼 18 间代表性商铺浓

缩了明清时期滩头老街商铺风格

布局，展现了明清时期滩头纸业

发达时帮会、商行的落脚之地。二

楼的展示厅主要用于滩头木版年

画、手工抄纸、篪子、版印家谱、花

纸、色纸、香粉纸等非遗作品的展

示、交流和传统技艺的传承、研

习。滩头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

和湖南省民间美术研究会滩头年

画研究分会长期在传习馆进行日

常创作，为游客展示非遗技艺。

被湖南省商务厅认定为“湖

南老字号”的百年老作坊滩头高

腊梅年画作坊，现已经历了四代

传承人，并在长沙开办年画传习

所。高腊梅年画作坊通过与各中

小学合作年画研学，创新推出滩

头年画各种文创产品，联合各行

业举办年画跨界活动，到全国各

地展演，不断扩大年画的影响力。

第四代传承人钟星琳还携作品到

英国、波兰、捷克等国家开展文化

交流，让滩头年画走向国际，产生

重要影响。

福美祥年画作坊的尹冬香、

肖扬母女坚守在滩头传承非遗技

艺，为这次活动精心准备了展销

作品。她们既要照顾展区，又要参

与节目演出，还要去滩头木版年

画技艺传习馆接待来宾，忙得团

团转。尹冬香高兴地说，她为今年

春节设计的年画已经卖了 1000

多张，“这次村晚办得非常好，对

滩头年画的传承和推广是一件大

好事！”

目前，隆回共有非遗项目 76

项，代表性传承人 95 人，基本形

成了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名录

体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荣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先进集体”。非遗保护和传

承，在促进文旅融合、推进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出日

益明显的作用。

千年非遗，从乡村走向世界

1月23日，南方小年日，在

“中国年画之乡”隆回县滩头镇

城东村，随着滩头木版年画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钟建桐为年画“门神”点

睛，“早安隆回 相见村晚——

邵阳市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在

锣鼓喧天、龙狮欢腾的热闹气

氛中盛大开启。

自 2001 年隆回县第一场

村晚在六都寨镇星星村（现明

德村）由村民自发举办，隆回

村晚经县委、县政府引导和推

动，已形成星火燎原般的文化

现象，遍布隆回各个乡镇，见

于春夏秋冬四季。在中国式

现代化不断推进的洪流中，隆

回村晚现象正如点睛之笔，展

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魅力、当今中国对接世界的

文化张力，以及广大农民群众

投身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六都寨镇原星星村是隆回村晚的首办

地，2017 年星星村等 5 个村合并成明德村。

作为本次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的分会场，明

德村举办了第二十五届春节联欢晚会，以

村民们自导自演的各类节目展现“和美明

德”带给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69岁的曾玉萍是隆回村晚的首办

人，说起明德村坚持了 25 年的村晚越办越

好，见证了村民在村晚熏陶下文化生活日益

活跃，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进而推动乡风文

明不断提升，村庄建设日新月异，她深感欣

慰和骄傲，“当年创办村晚的初衷达到了。”

中国农村经历了青壮年外出打工，老

年空巢、儿童留守，农闲时人们打牌、搓麻

将消磨时光的阵痛。2000 年，隆回县六都

寨水库的灌区工程建设需要在星星村开挖

隧洞建渠道。星星村想承包这项工程，但

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难住了在村的所有村

民。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计算出工程需

要多少土石方，需要多少劳动力。

村里很多人为此失眠了。这件事也深深

刺痛了时任村医的曾玉萍，她和丈夫阳金堤

讨论此事，一致觉得，“没有文化的村庄，没

有前途。没有文化的家，也是没有希望的。”

怎么破这个局？曾玉萍决定自己出资，带头

办村晚，把村民聚起来，把文化兴起来。

先从大家族着手，曾玉萍动员了男女

老少几十人参加。2001 年正月初十晚上，

星星村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与世纪同

行”在曾玉萍家院子里简单而热烈地举办

了。“大家唱的唱，跳的跳。有人讲故事，有

人踩高跷，还有人蹦过来蹦过去玩游戏。没

有钱，就每人发一支圆珠笔。”曾玉萍说。

第二年，为了把活动搞大一点，曾玉萍

动员一家人全上阵。当过教师的父亲编写

快板《星星村里喜事多》，母亲敲竹板，上台

表演莲花落。10 多岁的儿子当主持人。“我

爱人不会唱戏，就演三句半，专门负责后面

那半句。我呢，样样不晓得，但我有组织能

力，他们都喜欢听说话。那我就搞健康演

讲，讲健康是福、健康在我。”曾玉萍说。

在村里和县里文化部门的支持下，星

星村的村晚一年年坚持下来。每年正月初

十办村晚的日子，成了全体村民共享欢乐

的团圆日。以其热心付出和良好声望，2017

年五村合并后，曾玉萍成为了明德村的妇

联副主席，后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并村

后，原来没有参加过春晚的其他 4 个村积

极筹备节目，2018 年的春晚，全村 6000 多

人都参与了进来。

在曾玉萍的带领下，村里不断改善春

晚的举办条件，村里专门添置了灯光音响

设备，修缮了礼堂。他们将村晚作为人才培

养平台，所有节目自编自导自演，主持人也

是从村里的年轻人中产生。为此，村里加强

对村民的文化艺术培训，举办了广场舞、花

鼓戏、铜管乐等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村里文化生活丰富起来，村民们白天

忙农活，晚上学文艺，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节目质量也越来越高。随着村晚凝聚力不

断提升，全村好人好事的表彰、对老年人的

慰问、对三好学生的表彰等内容也纳入其

中，村晚成为全村老百姓比武献艺、学习榜

样的年度盛会。

村晚带动了三八活动的开展。每个院

落选一个妇女干部当组长，组织大家参加

培训和演出，不会唱不会跳的，就做广播体

操、学八段锦。她们积极参与五好家庭、好

婆婆、好媳妇、卫生家庭等评选活动，“比学

赶超”，共同进步。以文艺团队为基础，村里

发展了各种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了留守儿

童关爱、敬老院送温暖等系列活动。

村晚也是孩子们锻炼成长的平台，并

衍生出了每年都举行的演讲比赛。2024 年

演讲比赛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书香点

亮人生”，参赛者最大的 72 岁，最小的 5 岁。

配合比赛，他们还组织演讲培训，帮助孩子

们提升综合素质，养成读书习惯。村里的农

家书屋获评为全省优秀农家书屋。

“我们这些孩子随着我们的村晚、我们

的活动一起长大，一站一站往前走……”曾

玉萍介绍道。2024 年当上人民教师的阳亚

杰，已经多次参加全省全国的演讲比赛，年

前特意来看望曾玉萍并报喜。3 年前，16 岁

的杨鲜艳因父母生病面临升学困难，村里

利用“雨露计划”将她送往省里的艺术学校

学湘剧。如今，她每年都回来参加村晚，为

大家献上精彩演出。村里孩子们考上大学

了，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曾玉萍，从萍姑

姑喊到姑奶奶。

村晚催生了村里的文化产业。村里的

文艺骨干组建了星乐团乐队，筹资购买了

价值 40 多万元的大型流动演出车，不仅承

担送戏下乡任务，参加各类公益演出，还通

过红白喜事的演出活动和培训授课，挣得

一份劳动收入。配合促产促销，他们编排节

目《星星的橘子红了》，考虑留守儿童对父

母的需要，他们编排节目《我要回家办个

厂》……

小舞台释放大动能，文化振兴促进了

明德村的全面振兴。该村先后获得全国文

明村、“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湖南省首

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省级“卫生村”、湖南

省最美潇洒文化阵地等一系列荣誉。

星星之火，乡村有文化才有希望

隆回是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县委、县政府践行习近平文化

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因势利导成功打造

“隆回村晚”和“早安隆回”两个文旅品牌，

推动村晚“星星之火”在全县燎原。近 10

年来，全县已有400多个村办过“村晚”。

隆回县委、县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

措施。县财政投入 2000 余万元，带动基

层或社会力量投入 1 亿多元，建成 506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隆回因此跻

身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

范创建县。县文化部门通过举办培训

班、专业技术人员联乡镇包村指导，举

办全县铜管乐大赛、广场舞大赛、民间

剧团专业技能比武等活动，加大对乡村

文艺人才的挖掘、培养力度。各乡镇成

立 1230 支文艺表演队、46 个业余剧团，

农村文艺骨干达 1200 余人。

为解决村晚经费，隆回县延续村民

自发捐助的优良传统，并采取文化部门

以奖代补和引导社会力量赞助的形式，

提供有效保障。而事实上，很多村利用

村晚筹集的资金，已经远超村晚开支，

更多地用在了村里的各项公益事业上。

1 月 23 日下午，岩口镇马头山村举

办第二届村晚，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显示

着村民不断增长的捐款名单。今年春节

前后，该镇共有 7 个村举办村晚，有的

是首届，有的已举办多届。“我们不是为

村晚而办村晚，每举办一场村晚，我们

都要解决一项实事。”岩口镇社会事务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进城介绍道。

2021 年 以 来 ，岩 口 镇 将“ 四 季 村

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

立工作专班具体负责实施。通过村民筹

一点、爱心人士捐一点、爱心企业赞助

一点的方式，村晚成为村级公益事业的

输血平台。马头山村通过第一届村晚便

募集爱心资金 60 余万元，解决了全村

各院落主街道亮化问题，并对 27 个老

幼病残困难家庭发放慰问金 2 万余元，

为 20 名学生发放教育扶助金 3 万元。石

坳村通过村晚募集爱心资金 70 余万

元，三角村通过村晚募集资金 30 余万

元，新坪村 2023 年募捐村晚资金 6 万元

和音响一套……这些爱心资金用于硬

化道路、美化村庄、教育发展、孝老爱

幼、救急济困等方面，充分展现了村民

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怀和担当。

六都寨镇张家铺村是 2025 年全国

冬季“村晚”示范展示点。该村农民“和

乐团”曾登上过 2015 年浙江卫视《中国

梦想秀》、2017 年央视《欢乐中国人》、

2021 年湖南卫视《稻花香里说丰年》、

2022 年央视《山村里的音乐课》等节

目，令张家铺村名声大噪。有意思的是，

村干部大多是和乐团的核心成员，他们

上得台、下得田，能管村务，还能编导节

目、组织整场村晚的演出。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张安兵是“和乐

团”的创始人。他从部队退役后回到家

乡，发现村里没有任何文化活动，年轻人

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村的老年人经常

扎堆打牌、闲聊，时不时为鸡毛蒜皮的小

事争吵。为了改变村里的面貌，张安兵发

挥所长，将村民们组织起来学管乐，并组

织创办了一支铜管乐队“和乐团”，并从

2011年开始筹办村晚。

和乐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带动更多

村民发展文艺爱好、丰富文化生活。村

里相继组织了舞狮队、腰鼓队、舞蹈队、

花鼓戏剧团等 10 多支民间文艺队伍，

吸引 200 多人参加。凭借文艺特长，村

民们不仅在每年村晚中精彩演出，还能

通过“商演”增加收入，有的一年能挣两

万元。

村民胡亮花以前跟着丈夫在外面

做水泥工，“一有空就喜欢打牌”。加入

和乐团后，她不再迷恋牌桌，而是把闲

暇时间花在了训练、排练节目和跳广场

舞上，“日子过得好开心啊，连气质都变

了。”胡亮花说村里很多人跟她一样，改

变很大。不仅如此，参加活动后，她的觉

悟提高了，还当上了村纪检委员。

村党支部副书记袁建仁也是“和乐

团”的元老，还把妻子带进来唱戏、表演

小品。他和妻子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同班

同学。大学毕业后在外打了两年工，随

后回到家乡发展农业，很多人不理解，

说送出去读大学了还回来当农民。但袁

建仁有着自己的情怀和梦想，“现在国

家对农业很重视，回来发展不比外面

差。虽然生活苦点，但心里还是比较甜，

因为毕竟和父母、孩子在一起，还能为

家乡做点事。”

袁建仁一直想带动村里经济发展，

先是种烤烟，后又种莲藕、果树、药材，不

断地在尝试。随着张家铺村的村晚声名

远播，他发现，“我的梦想快要实现了。”

2024 年，他和村集体合伙种植了近 3 公

顷水果南瓜。南瓜软糯香甜，口感很好，

产量也高，而且是不需打农药的绿色食

品。以文化带动产业发展，他们注册了

“张家铺村晚”商标。销售不成问题，张安

兵联系到一家电商平台，对方表示一次

性就要订购两万公斤。为此，他们决定

2025年扩种，以提供技术、种子、化肥、包

销售的形式，带动更多农户种植。

“现在村里文化生活活跃，大家对

生活充满希望，干事创业更有干劲！”袁

建仁黝黑的脸上已然可见丰收的喜悦。

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隆回通

过一场又一场村晚的举办，交出了人民

书写、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

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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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 ，农历正月初五，六都寨镇明德村举办第二十五届村晚，村民上台表演

小品。                        谭玉华 摄

1 月 25 日 ，六都寨镇张家铺村举办第十三届村晚，农民“和乐团”演奏管弦乐

《我爱你中国》。                                                                         欧阳先登 摄

20212021 年年 1010月月，，张家铺村农民张家铺村农民““和乐团和乐团””参加湖南卫视参加湖南卫视《《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香里说丰年》》特别节目录制特别节目录制。。    （（张安兵张安兵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