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化·生活

甲染清香摘紫苏
甘武进

汇聚文化力量 筑就文明之城
——陕西省汉中市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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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以文化文
艺力量强化文明培育、文明实践，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一场场文化盛宴的精彩上
演，蕴含着历史底蕴，涵养着城市文明，温润
着百姓心灵。

追溯丝路之美
筑梦开放之城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
年。4月1日，“2023张骞与丝绸之路高峰论坛”
在丝绸之路开拓者、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张骞的
故里城固县举行。张骞与丝绸之路，不仅是中
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议题和热点问题，而且是
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张骞的担当精神、勇
敢精神，使命精神、忠诚精神不仅为西汉王朝
认识外部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也开辟了东西方
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在4月21日举行的“汉风古韵”汉文化大
讲堂上，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书法家肖云儒
作了题为《地球之虹八万里丝路所见所闻所感

所思》的专题报告。“我称丝绸之路为‘地球之
虹’是因为彩虹的颜色非常丰富，这就像是丝
绸之路上不同的文化的融合过程一般。各个文
化之间既有平行独立发展的部分，又有相互融
合交流合作的组合。”肖云儒说，“尤其在当下，
地球村里呈现出多种文化共存发展、求同存异
的状态，就像是彩虹一样。”

感受文学之美
筑梦文化之城

4月 18日，展现汉中悠久历史文化的书
籍《流动的金石》《汉中石门》《诗说汉中》在市
政府大成殿举行首发式暨研讨会。4月23日，
首届“天汉杯”双年度大家文学奖颁奖盛典在
市文化馆举行。4月 25日反映汉江第一大峡
谷——黄金峡及汉江航运百年变迁的长篇小
说《汉江绝唱》首发式暨研讨会也在汉中市成
功举行。

据了解，首届“天汉杯”暨中国双年度大家
文学奖征文大赛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 5018

件，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
奖10名、佳作奖40名、优秀奖38名。同时评出
首届“天汉杯”暨2022、2023年度大家文学奖、
汉风奖、汉颂奖、汉韵奖、汉桂奖、旱莲奖、天汉
奖、组织奖、贡献奖共52名。

近年来，汉中市紧紧围绕“绿色循环·汉风
古韵”战略定位，聚焦打造区域人文交流高地
目标，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挖掘汉中悠久
的历史文化、青山绿水的生态资源、红色革命
文化等文化资源，推出一批新时代文艺精品、
文化地标，讲好汉中故事、展示汉中新形象。

共享“悦读”之美
筑梦书香之城

4月 21日，汉中市举行了2023年全民阅
读集中示范·“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发布了2023年汉中市全民阅读倡议书，公
布了服务宣传周期间全市公共图书馆系列活
动内容，宣布了2023年汉中市“最美书香家
庭”启动评选规则。为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和视

障特殊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由共青团汉中市
委、市残疾人联合会、汉中市图书馆共同推进
建立的“青春驿站”和“无障碍阅览室”在活动
现场揭牌，并为11个“汉中市最美书香家庭”
成员代表现场赠书。

4月23日，汉中市举行了“书香飘万家 阅
启新征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家庭亲子共读
活动。来自妇联组织、宣传部门、学校等行业巾
帼以及书香家庭代表，通过精选内容领读、选
段朗读等形式，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习近平总
书记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为民情愫。

读书体现着一个人的思想情操，更体现着
一座城市的文化水平。汉中市通过广泛开展各
类阅读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一起加入全民阅
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持续提升市民综合
素养。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汉中市不
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文化服务质
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活动，着力
提升城市品位，为文明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支持，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为
建设书香汉中贡献力量。

本报讯（瓜文）近日，在甘肃省酒泉市瓜
州县双塔镇古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
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广场及周边的每个角落；
在双塔镇彩绘泥塑艺人田付生的家中，他以
精湛的手艺将浓浓乡愁与情怀揉进各色各
样的泥塑里；在双塔镇“新华杯”篮球赛赛场
上，运动员奋力拼搏、紧追不舍……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点亮了群众茶余饭后的生活。

“村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今年镇上
组织的活动多了起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充实了，希望以后这类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瓜州县双塔镇新华村村民孔令得高兴地说。

近年来，瓜州县双塔镇不断挖掘和涵养
乡土文化，从泥塑、十字绣等接地气的内容
入手，着重突出地域和乡土特色，充分调动
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先后挖掘出杨顺
世、韩具才、陈菊昌等民间艺人，将其培育成
为能工巧匠，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额外增
收过万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方向。

同时，瓜州县双塔镇不断补齐农村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短板，依托农家书屋、文化礼堂、村
民广场等载体，赓续农耕文明、推进移风易俗，
以展示活动为引导，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带
动各村开展多种形式的系列文化活动，让一场
场文化盛宴为群众的生活添“料”、幸福加“码”。

“今年我们将继续创新文化传播的媒介
和形式，采用线上课堂、积分制、新时代文明
实践等多种形式，创设多元化场景，发挥乡贤
作用，引导邻里乡亲守望相助，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以文明乡风引领和美乡村。”瓜州
县双塔镇镇长魏红琴说。截至目前，瓜州县双
塔镇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余场次，参与人
数达10000余人次。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下一步，
瓜州县双塔镇将传承和弘扬好乡土文化，立
足乡村和农民主体，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以文兴业、以文惠民，为产业振兴提供
更多源头活水。

海南海口市举行
“美丽乡村绿色行”
旅行活动

本报讯（祝勇）5月13日，“5·19中国旅游
日”海南省海口分会场“美丽乡村绿色行”旅行
活动在海口云洞图书馆启动，两辆新能源大巴
车满载百位游客开启了“美丽乡村绿色行”之
旅，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和琼海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联合举办。

据了解，此次“美丽乡村绿色行”通过广
播、微博等渠道招募了百名游客，并为他们精
心挑选出了海口、琼海两地四个特色乡村：有
感受海口浪漫艺术乡村魅力理想之地的海口
芳园艺术村、有火山脚下的古朴村庄海口冯
塘绿园，也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海南古渔村琼
海排港村，更有被称为“侨乡第一村”的琼海
留客村。

旅途中，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到四个截然
不同的特色美丽乡村，还能亲身体验“薏
粑”等绿色食品的制作过程等，还可以品尝
到刚刚采摘的热带水果和特色十足的“长
桌村宴”。此外，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旅游达
人与游客一同深度参与，记录海口、琼海两
地乡村美丽风景和美好旅程，一同探寻不
同的乡村文化。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
坚持“文体惠民”服务宗旨，把发展繁荣文体
事业作为提升居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重
要抓手，不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让广大居民群众乐在脸上、暖在心里。

理论讲解挖“深度”。该县始终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广泛开展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宣传宣讲拓“广度”。各党支部坚持内容
第一、形式服务内容的原则，以讲授为主，既
要注重理论性和严肃性，又注重“接地气”，在
村部、炉旁、炕头通过精辟简洁、亲切朴实、带
着泥土味儿的“大白话”，讲身边人、身边事、
身边理，增加了互动性、趣味性、故事性，增强
了党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各乡镇、村组充分发挥文化阵地和文体
队伍的作用，以丰富辖区居民业余文化生活
为出发点，以辖区居民满意为目标，坚持育
民、乐民、助民。通过举办农民篮球争霸赛、趣
味运动会，涉及广场舞、乒乓球、定点投篮、跳
绳等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群众尽享运动带
来的乐趣，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的
良好精神风貌。

同时，各乡镇、村组以“戏曲进乡村”为载
体，通过表演秦腔《周仁回府》《清风亭》等经
典戏曲选段，让群众过足戏瘾。截至目前，在
全县29个移民安置点（区）举办各类文化体育
活动600余场次，参与群众50000余人次。

以民俗文化、传统文化为主题、“我们的
节日”为载体，让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举办迎新春送春联、写福

字、挂灯笼、春节灯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端
午节文艺演出等系列文化活动，创作编排移
风易俗小品《翠花嫁女》、音乐快板《移风易俗
润彭阳》、养老诈骗情景剧《诈骗局中局》等文
艺作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巡演，为广大人民
群众带来了文化盛宴。

以“强国复兴有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为主题，在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宣传宣
讲移风易俗、惠农政策、务工政策等，提升群
众内生动力。在“彭阳融媒”微信公众号开设
《彭阳夜听》专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原创文
学作品130余篇，促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
展；截至目前，在各移民点开展文化活动220
余场次，全县各乡镇、各行政村开展“四个一”
文化活动940余场次。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事关群众幸福指数，
该县将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以“知民所想、愁民所盼”为宗旨，通过
微信网络问卷形式，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群众文体发展需求征集活动，扎实开展

“百姓金点子”征集、“百姓管家”自律、“百姓互
动”志愿服务“三大活动”，通过网站、热线电
话、公众号等征集辖区群众的意见和建议220
余条，不断提升群众的文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指
数，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也是基
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层面。彭阳县深度挖掘

“我们的节日”内涵，以节日为载体，让广大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创新载体、拓展活动形式，以更加丰富
的文体活动充实居民精神家园，进一步激发
群众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我喜欢约上三五个好友，去小巷深处那
家夜宵店坐一坐，不为别的，只为老板炒的
那盘田螺。其实，周边炒田螺的夜宵店有好
几家，但我就喜欢去那家店，喜欢吃那个老
板炒的田螺，因为他放了紫苏叶。刚炒熟的
田螺，洋溢着紫苏叶的香味，让人有种先尝
为快的冲动。尝一口，螺肉鲜嫩，紫苏香浓，
辣度适中，常常令我吃得欲罢不能，舍不得
停下来。

据说，紫苏炒田螺是广东传统名菜，属
于粤菜系。主要用料有田螺、紫苏叶等。用
紫苏叶炒田螺，不仅可以除去田螺本身的
泥腥味，更能带出田螺的鲜味，入口时能品
尝到一种香中有辣、辣中带甜的“怪”味。田
螺下锅前先用油捞一下，然后再下紫苏叶
炒，这样更能带出田螺的鲜味。于是乎，紫
苏炒田螺逐渐成为南方人所喜爱的一道特
色美食。

紫苏，听起来像是一个清秀水润的女孩子
名字。紫苏也确实有女孩子的清秀水润，紫苏
叶背面是紫色，正面是绿色中带着紫色，肥嫩
叶片看上去让人喜欢。紫苏的味道和薄荷近
似，有奇异的清香，闻起来、吃起来都让人感到
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紫苏嫩叶，可凉拌着吃，也可以清炒或
和其他食材一起烹制，像紫苏干烧鱼、紫苏
鸭、紫苏百合炒羊肉等。吃鱼蟹尤其是螃蟹
时，常用紫苏叶来去腥、杀菌、驱寒。在南方
一些地区，人们在泡菜坛子里放入紫苏，可
以防止泡菜液中产生白色的病菌。紫苏在我
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也有广泛的食
用。日本人做料理时多用紫苏叶，韩国人则
用紫苏制作泡菜，制作肉类食品时还用紫苏
叶做调料。

我母亲常做的菜有紫苏鲤鱼煲。鲤鱼肚剖
开去掉内脏洗净，放入油镬里煎炸，煎炸好的
鲤鱼放入瓦煲中，加些豆豉、紫苏、姜丝，鱼香
带着紫苏特有芳香，沁人心脾，馋得我直吞口
水。它是送粥送饭的好菜，更是难得的佳肴。当
然，还有新鲜紫苏叶煎鸡蛋。紫苏叶洗净切碎
扔进打散的鸡蛋里，放在锅上煎熟，浓烈的香
气，鲜艳的紫色，浓烈的清新口感，我确定那是
我吃过的最美煎鸡蛋。

古人对紫苏情有独钟。宋代仇远道：“窗
户莫嫌秋色淡，紫苏红苋老生花。”唐朝薛琼
有诗：“齿拈酸味尝青杏，甲染清香摘紫苏。”
从诗里可知，紫苏很早就广泛地种植了，是人
们庭院、菜圃里常见的植物，也是当时的人们
餐桌上的常见菜蔬。宋人逸民《江城子（中秋
忆举场）》一词写道：“吟配十年灯火梦，新米
粥，紫苏汤。”从中可以看出，宋人经常用紫苏
做汤品喝。

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紫苏。每当我想吃
石螺、排骨时，会摘几片紫苏叶剁碎作为佐
料；当我受凉感冒时，会摘几片紫苏叶煲茶
喝；当我想驱赶蚊虫时，会烧几片紫苏叶，让
芳香缭绕房间；当我长时间不回家乡时，会
到院子里闻闻紫苏的香味……闻着这熟悉
的气味，犹如闻到母亲做的紫苏鲤鱼煲。于
是，在紫苏香味的牵引中，我开始计划着返
乡的旅程。

本报讯（芦蕊张秀莲）近日，一场党的二十
大精神“文艺+宣讲”走进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
区朝阳社区，朗诵、歌舞、表演唱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大主题”转化为

“小故事”，把“文件语”变成“家常话”，深受群
众欢迎。

为更加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今年以来，南寨街道朝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创新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形式，整合辖区内优势
文化演艺资源当好特殊的“说书人”，有针对性地
创排一批宣讲、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艺术作

品，以百姓“微舞台”和“板凳”宣讲会为载体，打
造“人物+故事+互动+文艺”宣讲新模式，将党的
二十大精神唱出来、讲出来、演出来，用艺术的形
式讲好群众最关心的事，让群众听得懂、记得牢、
受鼓舞，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加深
了群众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感悟，凝聚奋
进新时代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社区将继
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传统节目形式与
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相结合，组织创作文艺节
目，把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声”入人心。

光 影 刘文正 摄

宁夏彭阳县：
文体活动唱主角精神脱贫开新路

张亚男

甘肃瓜州县：
文化“执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朝阳社区：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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