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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千古
雄关、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南揽华岳魅力、北携
黄河风韵。今日的潼关，在厚重历史、传统与现
代融合中展示黄河文化的底蕴。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
力支撑。“叫响一个口号，擦亮镇村名片”，将文化
资源和本地主导产业有机结合；“快板赋能乡村
振兴”，让村民“记得住乡愁”；“乐起潼关一村一
歌”，坚定家乡本土文化自信……一场场精彩纷
呈的文化活动，一处处美丽宜居的村庄院落，一
个个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典型……陕西省渭南市
潼关县乡村振兴生机勃勃的新时代画卷正徐徐
展开，梓乡亦成为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近年来，潼关县把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
的铸魂工程，从文化引领作用破题，培育新载
体、打造新动能，让干部群众“动”起来、文体资
源“活”起来，让群众富了脑袋、鼓了口袋，走出
了一条文化先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以文培元 价值引领新风尚

走进潼关县桐峪镇上善村，绿树环绕在村

庄周围，街道两边是苍翠欲滴的翠竹和银杏树，
满目青山绿水，处处鸟语花香。

上善村位于秦岭北麓，镶嵌于善车峪、立
峪、玉石峪和善车峪河、太峪河之间。这里有百
亩银杏林，有特色鲜明的踩高跷、竹编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四座高15米的明代城门楼，有
源于北宋的打花棍健身运动，有1700余年的
古槐……这里也是渭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潼关县延安精神践行基地。依托优秀传统文化
和红色文化，上善村探索出了让群众“说事、议
事、主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振兴治理新模
式，不断做优做强“文化+”生态旅游品牌，有
效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获得了陕西省
生态宜居示范村、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古村落
保护示范村、诗教之乡和国家森林乡村等荣誉
称号。

以文兴业 催生文旅新业态

“潼关天下秀，（啊）美食真正馋，（嫽）两饼
加两汤，（哈）四海游客赞哟……”华灯初上的潼
关县明德公园，黄河老腔艺术团正在开展惠民

文艺演出。唱腔中的“两饼两汤”，就是潼关的名
吃肉夹馍、烩饼和鸭片汤、鲶鱼汤。

潼关县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振兴，让非遗
文化、绿色产品形成品牌效应，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的文旅产业，把旅游要素聚集起来，催生文旅
新业态。

“不做中国的汉堡包，要做世界的肉夹馍”。
潼关县已建成13家33条肉夹馍饼子标准化、
工业化生产线，年产速冻饼超过7亿个，产值10
亿元，带动就业2万余人。

黄河老腔起源于古潼关黄河岸边，由黄河
码头船工喊号子演变而来，距今有2000多年的
历史。2009年成立了黄河老腔艺术团，2017年
成立了黄河老腔幼儿传承团，让传统文化根植
娃娃心底。黄河老腔从最初的村民农闲之余的
自娱自乐，融入地方优秀文化和乡村振兴，实现
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华丽转身，增强了潼关“文
化+”发展后劲。

以文传脉 文化振兴高质量

乡土文化是地方特有的文化，是乡村社会

健康发展的根基和重要保障，凝结着千百年来
民众的历史、情感、智慧。

按照“保护为先、利用为机、传承为本”原
则，潼关县实施了潼关古城、十二烽火台、古树
古村落等保护工程、非遗项目传承工程，启动了
村史馆、博物馆建设，建成了3座县级博物馆、
28座村史馆（博物馆），1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纳
入省市非遗传承保护项目，5个镇村街入选省
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和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示范镇名单。

潼关县相继开展“记住乡愁，一村一史”“乐
起潼关，一村一歌”“推动文化赋能，助力乡村振
兴”等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潼关在外人士的参
与，激发了乡土人才的活力，成功举办三届潼关
诗词大会，推动了诗词散曲的繁荣，获“陕西诗
词之乡”“中华散曲之乡”美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我们将依托
潼关厚重的文化资源，充分释放乡村文化的内
在魅力，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丰富农民
精神文化生活，引领乡村风尚向上向善向美，使
乡村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潼关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陈永笛说。

深耕文化沃土“赋彩”乡村振兴
——陕西潼关县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纪实

◎ 梁少飞彭斌张毅

旅游演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
是舞台艺术发展的规律使然。

回望戏剧艺术史会发现，今天人们习以为
常的戏剧剧场形态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某一历史
阶段的产物。如今通行的镜框式舞台剧场，在中
国出现只有百余年历史，在西方也只有400多
年，而戏剧艺术已存在3000多年之久。山野、园
林、广场、街头、勾栏、瓦舍、庭院、客厅等，都曾是
戏剧历史长河中的重要舞台形态。

而今，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剧场舞台空
间再次打开，演出艺术与生活空间融合，呈现
出多姿多彩的演艺形态。这启示我们要把握舞
台发展的规律，正视旅游演艺的积极意义，从
当下生活和当代审美旨趣出发，打造更丰富的
舞台面貌，满足更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早在

2017年，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就正式成立文化旅
游创作委员会，对长期以来文旅演出创作运营
联动的现象进行关注，总结内在规律，探索艺
术发展方向。

旅游演艺重要的文化贡献在于，促进了人
们对文化资源禀赋的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通
过故事化表达和舞台化呈现，将其转化为独特
的文化吸引力。

文献史诗剧《沂蒙四季·红嫂》依托沂蒙
山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在与当地田园
风貌相融合的山村剧场里，组织当地人创建

“沂蒙四季艺术团”，用当地方言讲述沂蒙红
嫂的故事。沉浸式历史剧《浸梦水亭门》为展
现浙江衢州的悠久历史，参考衢州县志，复原
了水亭街、水亭门、孔庙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
建筑，搭建 36 处动态移动场景，让现代舞台
与本土文化交相碰撞。在贵州三穗，水库移民
新村的村民们参与到生活剧场《八弓草市》的
演出中来。八弓草市集合一批美食、文创商
户，每家商户的建立和经营背后都有一段艰
辛的致富历程。作品将“一店一品”的创业实
践变成了“一户一剧”的舞台呈现，以普通人
的生活折射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

步伐。
在创作中我们体会到，成功的旅游演艺都

是一项综合创新工程。这种创新包括：探索沉
浸戏剧、生活剧场的新形态，探索数字与实体
融合的新形式，探索旅游度假、体验消费的新
业态，探索政府、企业、村民、艺术家等多元主
体合作共赢的新机制，探索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的新样本。

在城市，让戏剧进一步融入生活成为旅游
演艺的重要方向。为推进“亚洲演艺中心”建
设，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于2019年推出《上海
市演艺新空间营运标准》，至今已为 100 多个
多功能小型营业性剧场授牌，促进戏剧演出业
的活跃发展。

舞台艺术是一项既古老又青春的艺术形
式。古老在于历史悠久，青春因其活在当下。从
世界各地的案例可以看出，旅游演艺已经成为
当代舞台艺术的创新板块和活力来源，是当今
观众参与和接受舞台艺术的重要方式。

对于旅游演艺来说，更加注重质量、注重
原创、注重艺术性不只是出于创作者的艺术追
求，也是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生存发展的必然
要求。

8月28日至31日，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
大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以“文化传承
光影见证”为主题，在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北京
纪实影像周的基础上，经中宣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首次升格为纪
录片行业的国家级活动。大会开展包括中国纪
录片盛典、学术交流、展播展映、提案大会、产

业合作、特色活动、总结式等七大版块精彩活
动，打造涵盖项目孵化、学术交流、精品展示、
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五大国内最具权威性的
纪录片展示交流平台。

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进一步丰富拓
展纪实文化的外延，突出首都核心区特色，推
出“纪录片人之夜”“揽胜中轴”观摩活动等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特别活动。

展映展播活动作为中国纪录片大会的重要

内容，坚持精心选取国内外纪录片精品佳作，满
足纪录片爱好者的观影需求。今年，中国纪录片
大会继续在东城区影院及文化空间开展纪录片
展映，让纪实文化进一步深入东城。随着纪录片
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大屏”走向“小
屏”，本届大会还探索建立一批纪录片放映空间，
为广大纪录片爱好者提供定期观赏中外优秀纪
实影片的温馨家园，更好地服务市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静美白哈巴 白英摄

文旅融合促进舞台艺术转型
◎ 韩生

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举办

青海海东市乐都区：
推动文旅融合绘新篇
擘画全域旅游新图景

◎ 马永霞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依托资
源禀赋，结合区域特色，综合施策，全民参
与，举办文化和旅游惠民活动，实行多项惠
民政策促进消费，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引导
和扩大文旅消费，促进文旅产业健康发展，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全领域融入“旅游+”。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深入开展“大学
习、深调研、真落实”活动，召开假日旅游
市场分析会，精准谋划全年节庆活动，推
出精品文旅线路，探索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融
合发展之路。今年举办了 2023 年乐都区
第五届“青海年·醉海东”系列活动、“人
文乐都·魅力民和”2023 春节联欢晚会、

“醉美海东·炫彩乐都”花灯摄影书法美
术展、“赏璀璨烟火·过传统大年”烟花秀
表演秀、九曲黄河灯阵、洪水火龙舞非遗
活动、乐都区第六届“碾伯·寨子”梨文化
艺术节、乐都·卯寨第二届乡村文化旅游
艺术节等活动。

文旅中轴打造夜游新“夜”态。坚持
“产业+文化+旅游”的发展思路，围绕夜
间经济、地摊经济、美食经济等做文章，
为新“夜”态提供多元化、细分化、个性化
的产品和服务。全面打造“乐都夜未央”
夜生活节，制定主题和系列活动，科学规
划设置特色小吃经营摊位，精心打造夜
间消费集聚区，持续探索“烟火”“文明”
同在、“市容”“繁荣”共存、“发展”“安全”
并重的夜经济发展模式，解决群众就业
问题，满足群众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注
入了强劲动能。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经营机制。引入市
场机制，采取多种经营发展模式，助推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充分
发挥社会资金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
展中的作用，树立“谁投资、谁所有、谁经
营、谁收益”的理念，加速推进七里店民
俗文化村、柳湾彩陶小镇、凤山特色小镇
等项目建设，打造全市乃至全省知名的
土豆花海艺术节。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参
与乡村旅游建设，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建
设农家乐、乡村旅游接待点民宿客栈等
项目，规范特色餐饮、休闲采摘、民宿客
栈等项目的整体形象和服务品质，打造
中高端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提高乡村旅
游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
互利共赢。

创新开发乡村旅游多元化产品。在细
分乐都旅游市场的基础上，打造多元化、
个性化的产品体系，聚集出可体验、可娱
乐、可消费的“文化+”街区，建构休闲和文
旅消费升级新场景。根据《乐都区乡村旅
游建设服务指导标准》，在控制农家乐数
量和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农家乐由“数量
规模型”向“质量做精、档次做高、风格做
特”方向发展，形成全市农家乐亮点。依托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进一步完善游乐配套
设施，打造集农业生产、农业观光、产业体
验等为一体的国家级新型农业产业园，进
一步发挥农业、林业与旅游的叠加效应，
实现农业产业休闲化。

推进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乡
村振兴，坚持把乡村旅游工作纳入美丽
城镇、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部署
和推动，扎实做好乡村振兴示范点、美
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镇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向乡村旅游示范
村倾斜。积极推动旅游示范村旅游交通
环线建设，全面实现“村村通”“景景通”
无障碍旅游，推进道路硬化、美化工作。
规范设置统一的个性化旅游标识标牌、
旅游导览图，健全完善旅游设施。扎实
开展景区生态修复工作，按照园林标
准，全面提升卯寨、瞿昙、柳湾、央宗等
重要景点绿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乡村旅
游形象。

构建乡村旅游产品营销模式。重点开
发乐都风情摄影游、南北山徒步体验游、
川水、沟岔乡村购物自驾游、河湟文化感
知游、四季水果采摘游等休闲旅游特色产
品。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营销机制，通过
青海海东农产品展交会、青洽会等专场促
销、旅交会推介、旅行社外联促销、旅游网
络营销平台推介等多种方式加以宣传推
广，吸引更多游客体验乐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提升全区乡村旅游品牌知名度。
精心设计乐都乡村旅游形象标识，广泛应
用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宣传品、标识标
牌、导览系统、节庆活动中，形成独特的品
牌形象。

第十九届
临沂书圣文化节开幕

第十九届临沂书圣文化节3日在王羲之
故里山东临沂开幕，纪念王羲之诞辰1720年。
本届书圣文化节以“妙墨千年·在临沂”为主
题，融合文、旅、商、体多元业态，呈现全方位、
全景式的书法盛宴。

“临沂是琅琊古郡、书法名城，书圣王羲
之、书法家颜真卿等都出生或曾生活在这
里。”中共临沂市委书记任刚出席活动并致
辞。他表示，近年来，临沂市建成书圣阁、书法
广场等文化地标，加快王羲之故居开发，举办
文博会、中国书法临书大会等节会30余场，
搭建书法文化交流平台，把书法艺术融入城
市血脉。

西泠印社理事郭超英认为，临沂长期以来
孕育了浓厚的书法氛围，成为首批被授予中国
书法名城的城市，通过连续举办书圣文化节，
临沂让书圣故里和中国书法名城的城市名片
深入人心。“西泠印社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
盛誉，建社120年来坚持以保存金石、研究印
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我们希望以此次书圣文
化节为契机，与临沂市深化合作，共同传承书
法篆刻文化瑰宝。”

“临沂是一块宝地，自古以来英才辈出、群
星荟萃，荀子、诸葛亮、王祥、王羲之、颜真卿等
成为这块土地的文化标签。”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李翔认为，临沂文脉深厚，书法艺术源
远流长，“人人书法、家家墨香”在这里蔚然成
风。书圣文化节每一届都有新的发展，临沂用
书法艺术书写着独特的城市文化故事。

据了解，本届书圣文化节持续至10月 7
日，将开展书法展览、学术论坛、展销交易、文
化互动等19项活动。 （中国新闻网王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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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女子跑举行

第十四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Run
Girls女子跑9月3日在昌平区七孔桥花海及
十三陵水库举办。近三千名选手到场参赛，展
现出女性跑者的技巧和力量。

相比上届女子跑赛事，本届比赛在路线长
度、路线、参赛规模、赛事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调
整和升级。赛程从去年的10公里升级为更具挑
战性的10英里(约合16公里)。一些首次参赛的
选手感慨，部分赛段的高度变化激发了挑战欲，
间接推动自己“跑出了预想不到的成绩”。

本次比赛线路贯穿十三陵水库、七孔桥花
海、明十三陵等自然景观和世界文化遗产。跑
者从七孔桥花海前出发，途中经过2008年北
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场地。去年参加过首届
女子跑比赛的选手李梦园表示，今年的比赛路
线很有特点，“美景让人心旷神怡，赛道的多样
化也让比赛更有趣。”

据悉，Run Girls女子跑是第十四届北京
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期间举办的重要群众性
体育活动，是专门为女性选手量身打造的赛
事。这是继“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成功举办
后，本届体育文化节“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第二
场活动。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由北京奥运城
市发展促进会于2010年发起并主办，是国际
奥委会认定的重要奥运遗产品牌项目，至今已
连续举办13届，参与体育文化节各项活动的
群众累计超过1500万人次。体育文化节在促
进奥运精神传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助力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民健身城市体
育文化品牌。 (人民网 郝凌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