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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2 月 2 日，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示，经市州推荐、实地检
查、专家评审等工作流程，确定了2022年“最美潇湘
文化阵地”拟命名名单。我市六地位列其中。

其中，武冈市水浸坪乡综合文化站、新邵县迎
光乡文化综合服务站进入乡镇（街道）级“最美潇
湘文化阵地”拟命名名单，新宁县清江桥乡桃花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北塔区陈家桥镇李子塘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洞口县 溪瑶族乡大麻溪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隆回县六都寨镇明德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进入村（社区）级“最美潇湘文化阵地”
拟命名名单。

根据评选标准，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常设
免费服务项目不少于5项，每周免费服务时间不少
于48小时，连续开展2年以上、有地方特色的品牌
活动不少于3个，是成为乡镇（街道）级“最美潇湘文
化阵地”的标配。村（社区）级“最美潇湘文化阵地”
要遵循因地制宜、经济适用、运行良好的原则，建设
乡村“门前十小”：一个小广场、小书屋、小戏台、小
讲堂、小法治宣传栏、一套小体育健身设施、小型数
字文化服务设备、一个乡风文明理事小组、一支小
业余文艺队伍、小文旅志愿服务队伍。

我市六地拟获“最美潇湘文化阵地”称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付
勇） 近日，武冈国防教育基地一期工程国防军事
主题综合馆、山顶平台和景观区域顺利竣工并完成
全部布展工作。其中，山顶平台和景观区已免费对
外开放，展馆运营和开馆工作正在筹备中。

武冈国防教育基地位于邵阳武冈机场南端的
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荷塘村。该项目于2020
年8月启动建设，总占地426亩，总建筑面积约2.83
万平方米，分为国防军事主题综合馆、国防军事主
题训练营、山顶平台和景观区域、民俗商业区。目
前，基地采取“一轴三线”设计理念，用时间轴的呈
现方式，紧扣国防军事和教育主题，展示我国古往
今来的军制兵制、装备和科技、民族战斗英雄和保
家卫国的革命斗争历程，彰显中华军事文化的博大
精深、坚韧不拔和爱国奋斗的磅礴力量。

国防军事主题综合馆区还挖掘武冈本土文化
精髓，将古城墙、木瓜桥等标志性建筑缩小放进展
列馆，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武冈每一历史时期的
标志性事件、辉煌成就和名人名事。

武冈国防教育基地已被省国防动员委员会授
予“湖南省第六批全民爱国主义基地”称号，与荷
塘都梁记忆馆、红色记忆馆、都梁书院等文旅单位
形成武冈北部乡村旅游的新格局、新亮点，不仅为
武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
研学旅游提供了新平台，也为武冈乡村旅游注入
了新活力。

武冈国防教育基地展馆即将投入使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付
勇） 1月30日，武冈市作家协会组织10余名作家，
赴邓元泰镇赤塘村进行现场采风活动。

赤塘村位于武冈市邓元泰镇东南方向，因境内
赤塘院落而得名，距离武冈市区约5公里。这里土
壤肥沃、水利资源充沛，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有千亩
栀子花基地、潘家茶园、农家乐等成熟乡村旅游景
点资源。该村利用“旅游+”“生态+”模式，积极打
造全域旅游生态圈，做好“云山后花园”这篇文章，
将“稻花鱼丰收节”“生态鱼”品鱼垂钓和“都梁古
酒”品尝节融为一体，把鱼、茶和酒等产业与文化、
旅游紧密结合，拓展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茶酒四溢，生态鱼村”特色文化旅游产
业示范村。

作家们深入施工现场和村民家中采访调研，挖
掘当地历史人文故事。经过一天的走访和集中座
谈研讨，武冈市作协与赤塘村达成共识，将围绕茶
园、生态渔塘、田园综合体、文化广场、竹园、游园、
门前十小、千亩栀子花基地等景点，从明清历史文
化名人潘应斗、潘应星兄弟以及举人程学典入手，
编写以“和”为美的主题文化故事，形成统一反映本
土文化特色的文本整体，为将来的布展、导游词和
对外宣传提供文化支撑。

作家实地采风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唐逶毅 隆柏兰） 2
月5日下午，市区江北西湖桥下热闹
非凡、喜气洋洋，“我们的节日·元宵
节”邵阳市“喜兔闹元宵 欢乐猜灯
谜”文艺惠民演出在这里精彩上
演。文艺工作者为现场观众奉献了
一场美妙的视听盛宴，让大家在欢
声笑语中共庆元宵佳节。

随着喜庆、热烈的音乐响起，中
国锣鼓《欢天喜地》拉开了演出活动
的帷幕。紧接着，京剧表演唱《故乡
是北京》将观众带入欢乐、祥和的节
日氛围，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众多观众
聚集观看。随后，歌曲《我是邵阳
人》、萨克斯合奏《西游记主题曲》《早
安隆回》、现代歌舞《军民鱼水情》、黄
梅戏《女驸马》选段、祁剧经典折子戏

《打樱桃》、花鼓戏《刘海砍樵》、架子
鼓演奏《黄河吼声》、京剧表演唱《贵
妃醉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掌声、
笑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火热。

在宁静悠远的古琴、古箫伴奏
下，10余位书法、绘画、羽毛画、剪纸
艺术家现场即兴创作，一幅幅精美
生动的书画、剪纸、羽毛画作品呈现

在观众的面前，展示着传统文化的
魅力，令人惊叹折服。

本次文艺汇演形式多样、精彩
纷呈、高潮迭起，集艺术性、观赏性
为一体，同时接地气、有生气，营造
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展现出我
市广大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演出过程中，还穿插了2轮灯谜
竞猜有奖活动，共有10条灯谜供现
场观众竞猜。猜对答案的观众，有
机会获得书法家现场书写的作品。

“破除歪风邪气——打一句口令”
“加班加点滚元宵——打一句五字
口语”……这些灯谜谜面里，充分融
合了文明创建、民族团结、廉政文化
等方面的内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
与，踊跃举手猜谜。

此次活动由市文明办指导，市文
联、北塔区委宣传部主办，邵阳市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会承办，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创建、清廉邵阳建设工作，丰富广
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欢乐喜
庆、幸福祥和的节日气氛。

文艺惠民送欢乐

品千年宝庆雅韵 享一场元宵“盛宴”

▲黄梅戏《女驸马》选段。

▲萨克斯合奏《早安隆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苏
渊） 2月5日下午，由双清区文旅广体局主办的“国
风雅韵 汉服迎春”——2023 年双清区“我们的节
日·元宵”主题活动在友阿国际广场举办。活动融服、
礼、舞、乐于一体，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家国共情、
国风大赏的元宵喜乐会。

活动在《金狮送福》表演中拉开帷幕，金狮翻腾，
气势夺人，大家不禁惊叹，纷纷拿起手机拍下精彩瞬
间。紧接着，诗朗诵《中华颂》、各朝代国潮汉服秀等
节目轮番上阵，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让人感受经典诗
词的文化内涵与中华服饰文化的华章之美。

活动现场，500条五彩缤纷的谜语悬挂空中，配以
红灯笼点缀节日气氛。这些谜语涵盖文学、法律、艺术
等类别，形式上除了字谜，还有词语谜、地名谜、专业名
词谜等，灯谜生动有趣、应时应景，既有娱乐性，又有知
识性。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
气氛。“两块冰下有鲤鱼，打一四字成语”“彬彬有
礼”……活动现场，大家积极参与，结伴猜谜，或仰头读
题，或低头沉思，兴致勃勃，各显其才。一名小朋友一
下子就猜中了谜底，开心地排队抽取现金奖励。

除了猜灯谜，吃元宵也是元宵节一项重要的传统
习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元宵
送到过往的市民手中，白糯糯、圆溜溜的元宵被勺子
轻轻捞起来，咬上一口，香甜的馅料溢满口腔。汤圆
一出锅，大家纷纷品尝，个个都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
指：“嗯，香，好吃！”“移步换景、心随境转，可以在这里
过一个如此仪式感十足、氛围感拉满的的元宵节，实
在是太棒了！”在现场观看演出的刘女士高兴地说。

双清区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舞狮、踏歌、
汉服巡游等都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赏灯、
猜灯谜、吃汤圆又是元宵佳节中必备“三件套”。在此
次活动把市民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与体验融入到元
宵游乐会中，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与传统节日
产生的叠加效应，使体验感和层次感更为丰富。

国风雅韵喜乐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邓力侃
付勇） 熊熊的篝火燃起来，快乐的舞蹈跳起来，和美的
日子好起来。2月5日傍晚，武冈市文坪镇双龙兴村“门
前十小”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喜庆元宵佳节。

在武冈市文旅广体局和文坪镇政府的引导支持下，
该村与武冈市城乡老年健身协会携手精心筹备了本次
篝火晚会，旨在充分利用“门前十小”综合文化服务平
台，弘扬传统文化，传承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优
良的乡风文明，争创湖南省“最美潇湘文化阵地”，构建
和美乡村文化氛围，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通过集体吃汤圆、猜灯谜、民乐演奏、舞龙舞
狮、蚌壳小调、彩龙船、跳绳、拔河、全民圆圈舞等形式有
序展开，内容丰富多彩，全场喝彩不断。

点燃篝火欢度佳节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廖子伊 肖皓静 王
周鹏） 2 月 5 日，在洞口县长塘瑶
族乡老艾坪村的瑶家山寨，村民们
跳起“棕包脑”舞为同胞祈福，祈求
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用这
一千年民俗欢庆元宵佳节。

村民们用棕片裹头，身穿瑶服，
走村串寨，挨家挨户为同胞们送上
祝福。当地的人们对“棕包脑”舞寄
托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认为“棕包
脑”舞者是瑶家的财神，吉祥如意的
象征。“棕包脑”舞省级传承人戴学
良介绍，每年元宵佳节，他们都会跳

起“棕包脑”舞为同胞祈福，希望“棕
包脑”舞被更多的人所知晓，让这种
接地气、原生态的舞蹈与现代艺术
相结合，走向更大的舞台。

据了解，“棕包脑”舞是一种古
老的民间生态祭祀舞蹈，有着一千
多年的历史，因用棕片包着脑袋舞
蹈而得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表演风格原始古朴，装束奇
特，舞蹈动作粗犷豪迈、孔武有力。
表演人数由 1 人至 20 人不等，舞者
多为男性，他们以棕片裹头，身披棕
叶，腰系万年常青藤，手执木棍，踏
着鼓点翩翩起舞。

“棕包脑”舞来祈福

▲市民在竞
猜灯谜。

▶汉服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