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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志愿者队伍，以社会力量充
实文化服务；鼓励引导企业参与，丰
富服务类型；培育活动品牌，营造浓
浓书香氛围……作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广西防城港市近年
来扩大文化服务覆盖面，提升文化服
务实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广西防城港市在扩大文化服务
覆盖面、提升文化服务实效等方面做
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近年来，防城港
市扶持“候鸟文化志愿者”队伍，吸收
社会力量充实文化服务；鼓励引导企
业参与公益服务，扩大文化服务覆盖
面；培育文化活动品牌，营造书香氛
围……一系列举措不断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社会力量助力艺术普及
防城港市风景宜人、气候适宜，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旅居，当地市
民亲切地称呼这些游客为“候鸟”。
据介绍，2014年起，越来越多外地文
化志愿者来市群艺馆活动，2016年，
防城港市群艺馆正式建立“候鸟文化
志愿者”工作站，开辟专门空间，并建
立了一套管理机制。如今，“候鸟文
化志愿者”队伍已从建立初期的 13
人发展到 162 人，志愿者来自各地，
服务期限短则3个月，长则五六年。

“很高兴退休后能发挥余热，丰
富的文化生活让我感到充实。”今年
70岁的刘蕙粼曾是艺术院校的音乐
教师，退休后加入“候鸟文化志愿者”
队伍，负责群艺馆钢琴等课程的公益
培训。

防城港市群艺馆副馆长申卫薇
介绍，群艺馆长期开展艺术普及活
动，包括公益培训、文艺演出、艺术展
览等，课程门类包括声乐、器乐、舞
蹈、美术、戏剧等，每年培训学员2000
人次左右。“候鸟文化志愿者”每年公
益文化演出服务 20 场次、累计时长
38小时以上，大大充实了本地文化服
务的力量，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在风光旖旎的涂海艺术村，海边
的村庄成为文艺范十足的旅游景
点。这里是防城港市文旅融合示范
点之一，优美的海边自然风光和浓厚
的文化艺术气息，吸引不少艺术爱好
者前来摄影写生。2022年，防城港市
群艺馆举办艺术联展、绘本画展等活
动，其间曾多次组织艺术家到此采风
观摩。

创新形式丰富阅读服务
晚上8点，防城港市上思县图书

馆院内大榕树下，一场读书会正在举

行，阅读爱好者们相聚一堂朗诵经典
美文。

大榕树朗读会自2018年以来共
举办80场，参与人数超2万人次，既
有小学、幼儿园、企事业单位专场，
也有读者主动报名参加的主题朗
读。捧起一本书在树下朗读，已经
成为当地一个文化品牌，营造浓浓
书香氛围。

走进图书馆一楼的“十万大山文
学创作室”，书架上摆放着数排本地
乡土文学作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设以来，县里陆续给图
书馆资金扶持，促进了图书馆文化服
务品质的提升。图书馆除了为文学
爱好者提供活动场地，还支持他们出
版优质作品。成员们也常帮助图书
馆策划、组织各类文化活动，极大丰
富了文化服务种类。”岳志武说着，翻
开了一本由创作室作者结集出版的
诗歌集。

“图书馆藏书从6万多册到18万
多册，部分图书放置到8个乡镇文化
站和多个企业的图书流通点，方便更
多群众借阅。”岳志武说，图书馆读者
证办证数量从过去的1000多张增加
到了如今的 6000 多张，到馆人数明
显提升。

一辆大巴车，带上图书、音箱，开
到基层社区、山乡校园。上思县图书
馆还设立流动服务车，2018 年至
2022年，流动车开进16所乡村学校，
带动5000多人次参与朗读活动。

文化资源走进乡镇村屯
距离上思县城 8 公里的思阳镇

明哲村玉学屯，齐整的灰白民居外墙
上，各家各户张贴着家风家训。2017
年，玉学屯公共服务中心及文化广场
建成，屯里农家书屋内图书摆放整
齐，按照图书馆总分馆制，从县到乡
镇再到村屯服务点图书通借通还。

玉学屯文化广场配备了篮球场、
羽毛球场和文化表演舞台。“以前这
里是牛棚和晒谷场，后来修了文化广
场，我们常常来这里跳舞唱歌。”今年
62岁的村民黄超妹说。

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防城港市
文化和旅游部门招募了一批乡村文
化志愿者，还在全市330多个行政村
（社区）各配备一名文化专管员，负责
做好文艺培训、文化宣传、文体活动
组织和农家书屋管理等工作，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将文化服务触
角延伸到基层。

据介绍，如今在文化部门指导
下，潭吉村有了文化专管员，负责歌
圩场管理，服务乡亲开展更多文艺活
动。“我们还经常受邀去外地交流表
演呢。”黄永林笑着说。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祝佳祺

“咚咚咚、锵锵锵……”锣鼓声在校园中
响起。这是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
中学的学生学习、表演中山战鼓的场景。

近年来，平山县积极抓好素质教育、落实
“双减”政策，持续打造优质课后服务。连日
来，记者走访石家庄市平山县的多所学校，看
到腰鼓、战鼓、中医药、戏曲、民俗、书法、篆刻
等众多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学生的课
后服务趣味横生、多姿多彩。

利用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历史古迹、
特色民俗等资源，平山县教育局与本地中
医药馆、非遗民俗艺术团等组织联手，通过
传承人登台授课、特色民俗现场演出、非遗
文化集体学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
化活动，切实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全面促
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中山战鼓历史久远，源自有“战国第八
雄”之称的古中山国。当年，在大军出征、凯
旋等重大时刻，古中山国常常擂响战鼓提振
士气、激发斗志。如今，中山战鼓逐渐成为当
地民众庆祝重大节日、欢庆丰收的民间性舞
蹈表演形式。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古月中学专门邀请中
山国王陵文物陈列馆专家，现场指导学生练
习中山战鼓，在学习过程中感受“中山战鼓”
的雄浑气势。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丰富学生们的课后
生活，培养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平
山县古月中学党支部书记常俊光说。

“柏坡腰鼓”是西柏坡群众喜闻乐见的一
种民间舞蹈。当地传承人在原有基础上结合
本地秧歌，创编了如今具有现代气息的“柏坡
腰鼓”。只见西柏坡中学校园内的学生们，在
激越欢快的鼓点伴奏下，手中红丝带上下翻飞，舞动轻盈的身姿操练着“柏坡
腰鼓”，现场不时传出整齐有力的呐喊声。

据了解，该县依托前期试点学校成果，推动“柏坡腰鼓”进校园、进课堂，将
其纳入必修课程，作为一项重要特色课后服务进行推广。

“特色课后服务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体能，又能培养学生互助互爱、增进他
们的友谊，还能有效地培养他们刚健勇武、团结奋进的精神。”平山县教育局党
组成员商立成介绍，目前全县中小学已创建了40支100人到150人的特色课
后服务柏坡腰鼓队。

不仅如此，平山县通过持续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打造出了三汲中学
的古中山国泥塑和篆刻、北冶小学的霸王鞭、东回舍小学的渔家乐、大吾小学
的踩高跷、东街一小的戏曲课程等一批特色传统文化教育品牌。部分学校还
以二十四节气开展农耕实践活动，在学生们锄地、播种及管理的农耕过程中感
受自然变化，感知天地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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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很快，志愿者们有的在翻看教案，有的在
分装书籍，市舞协副秘书长杜威和理事刘丽丹在和
中心校的领导沟通，确认教舞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还是先前说的一个半小时，如果一个小时教完一支
完整的舞蹈，教法得做调整。车里浓郁的学术氛围
和车外的春和景明相得益彰，杨柳发芽，桃李开花，
生机勃勃的黑土地，繁忙的春耕就要开始了，种下
种子，才能迎来收获。

伊通满族自治县靠山镇中心小学校地处石油名
镇靠山镇街西，创办于 1948 年，下辖八所村级小学
和一所中心幼儿园。校园占地面积 14655 平方米，
现有 18 个教学班、482 名学生。

走进教学楼，志愿者就在中心校老师的引领下
奔向各自的教室。孩子们在等待，时间紧，任务重，
争一分是一分，抢一秒是一秒，为孩子们圆梦，他们
心情急切，步履匆匆，就连爬楼梯都比平时快，互相
比着“加速度”。

笔者先来到 5 年 3 班，孩子们精神饱满，热烈欢
迎老师的到来，志愿者吉林师大附小的刘佳悦老师
走上讲台，充满童趣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我今年 18 岁。”孩子们嘻嘻笑起来，刘老师问他们
为什么笑，他们抢着举手回答，“你不是我们学校
的老师。”“你肯定不是 18 岁。”刘老师告诉孩子
们：“我是吉林师大附小 5 年 2 班的副班主任，今

天 28 岁的我就来给大家上一堂古诗词鉴赏课。”
随即播放课件，王昌龄的《从军行》和陆游的《秋
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赫然出现在屏幕上。刘
老师新奇的导语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
离，他们瞬间进入学习状态。

舞蹈教室充满热量，杜威和刘丽丹在指导孩子
们跳《有位姑娘》，师生跳得大汗淋漓。孩子们的手
位和脚位都不准确，杜威在前面做示范，带领孩子
们做，刘丽丹在后面或队伍里挨个给孩子们矫正，
然后队头变队尾，孩子们再做，两位老师再“重塑”，
如此循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帮学生们矫正，老师
们不仅跳舞，还得唱歌，让孩子们记住节奏，为下一
步合上音乐做准备。

“踏步，推手，推出去，不好意思放回来，推出去，完
事了，下手”“抬头，打开……美，后脚跟顶起来，重心推
上去。”经过两位老师的指导，当单夕的歌声响起，有那
么多位美丽的姑娘：“映入眼眶，娇小玲珑的模样，芙蓉
不及那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春梨花开那枝头上，
片片飘梨香……”孩子们就想跳一支完整的舞蹈，参加

“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这个美梦成真了，她们围在杜
威和刘丽丹身边，感谢感恩，情深谊长。

和舞蹈教室的热烈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书法
教室，市书协主席武亚和老师正在给孩子们写“赠
联”，凡是在武老师讲解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举手发

言的孩子，武老师给每人赠送一幅书法作品，“赠
联”的内容是两个字，由孩子们写到黑板上，再把名
字写到旁边，武老师一一给他们写出来。“笃实”“博
学”“奋进”“有爱”……武老师的身边都是孩子，有
的孩子看几眼武老师写的字，马上跑回自己的座位
开写，静悄悄的教室里，掀起了书写的海浪，唱响着
运笔的妙歌。

中心校年轻的音乐老师霍殊岐教孩子们唱《唱
支山歌给党听》，听课的市音协副主席谢静波老师
在小本子上写了好多页，针对孩子们唱合唱声部跑
调的问题，谢老师从发声开始，给孩子们进行二声
部训练，在高音的音准上加大练习，当两个声部完
美汇合时，孩子们觉得好奇怪，他们从来没听过自
己唱出这样的声音，既兴奋又激动。

中心校校长李铁成告诉笔者：“中心校是全县
首批开展乡村少年宫的学校，10 年来，我们富于特
色的少年宫活动如绘画、手工、书法、合唱、舞蹈、器
乐表演等，尽展学生风采。2017 年我校少年宫被评
为‘省级先进乡村少年宫’，这次‘圆梦工程’活动，
必将助力我校少年宫更上一层楼。”

市作协的志愿者给孩子们送上被中国校园文
学馆收藏的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刊《小草》，鼓励孩
子们坚持写日记，多观察生活，那些独特新奇的
小事，就藏在日常生活里，要想文章好看，写的事
一定要独特、出新，唯有仔细观察生活，才能下笔
如有神。

市文联副主席滕俊辉感慨地说：“党的二十大
东风吹起，文艺志愿者心系教育，我们的‘圆梦工
程’涵盖广泛，意义深远，包括圆梦、扶残、助学等，
学校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丰富孩子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未成年人的综合素质，为培养合格
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倾力助教。”

回来的路上，志愿者刘佳悦说：“如果时间充
裕，我还想指导孩子们写诗。”谢静波说：“孩子们的
分声部合唱刚起步，我要多去几次。”武亚和说：“没
举手回答问题的孩子，我也给写张条幅，再去时当
面把名字添上，鼓励一下……”

客车飞奔，呼啸的行车声化作王昌龄的《从军
行》，化作孩子们整齐而有气势的诵读声：“青海长
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这声音犹如吹响的冲锋号，吹得大
家信心十足，誓把“圆梦工程”做实做好，让更多的
孩子梦想成真。

“圆梦工程”让乡村孩子阳光成长
——市文联文艺志愿者走进伊通靠山镇中心小学校送教下乡侧记

本报通讯员 王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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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专家研讨“班春劝农”节气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魅力让大家为之心动
闵喆

“‘班春劝农’是中华节气文化的精髓，这个仪式在浙江遂昌传承了400多年，作
为中华儿女，就是觉得很喜欢！”日前，盛大的“班春劝农”典礼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
县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文创部门总经理、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何春寰在现场
这样表示。

再现经典场景
作为第九届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节的重要活动，“遂

昌‘班春劝农’非遗活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启示研讨会”日
前在遂昌关雎文化园举行。来自民俗文化、农业文化等
领域的两岸专家学者齐聚浙江遂昌，就全面活化提升“班
春劝农”非遗活动的现代化路径展开深入研讨。

“你看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
生。正是。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
两声。”这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代表作《牡
丹亭》“劝农”一折中的唱词。遂昌举行的“班春劝农”
典礼，传承再现了《牡丹亭》中的“劝农”场景。

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期间，为奖励农桑、劝农人
勤作农事，举办了“班春劝农”仪式。2016 年，“班
春劝农”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节气民
俗活动代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打造文创品牌
来自台湾的何春寰在遂昌深耕多年，就“班春劝农”

非遗品牌的历史沿革、文创延伸做了扎实的调查研
究，撰写了 1000 多页的调研报告。“今年的典礼特别
震撼人心、催人奋进。这种中华传统文化魅力让大家
为之心动。”何春寰表示，“班春劝农”非遗品牌提升
活化应以汤显祖作为最佳代言人，以春牛图中的芒神
与春牛作为永久代言形象，“都能够让这个文创IP更
有想象力、扩大影响力”。

参加研讨会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民俗学
会常务理事刘晓峰表示，“班春劝农”在古代劝的是农
业，在当代应该扩展到“三产”，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它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顺应时令，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华儿女以中国人的活法走
向现代化、走向未来，“这就是非遗活化的中国式现代
化启示”。

弘扬中华文化
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主任唐志强表

示，在遂昌“班春劝农”典礼现场感受到了身临其境的
震撼，颁布春令、鞭打春牛的整套民俗仪式是别处看不
到的非遗盛景。他认为，二十四节气文化认同是两岸
中国人最重要的人文纽带之一，我国台湾地区民众和
大陆人民一样，都很重视每一个节气，中国农博馆今年
将以“二十四节气”为切入点，推动和台湾地区农业文
化、民俗文化界的广泛深入交流。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一乡一品传播中心总监、
中华农耕文明24集纪录片《节气里的中国》制片人吴
兴民认为，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时代的“时间智慧”，遂昌
的“班春劝农”就是微缩的“节气里的中国”。“班春劝
农”非遗活化，就是要用中国符号、中国典藏来传递中
国声音，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让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