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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群众文化活动 助力精神文明建设
——四川泸县深耕基层文化文艺工作为泸县现代化建设持续赋能

◎ 陈路生张朋

近年来，四川省泸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强化宣传引领和
示范带动，加强群众性文化活动同精神文明建
设相互交织，推动文化艺术和志愿服务协同发
展，深耕基层文化文艺工作，助力精神文明建
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泸县现代化建设持
续赋能。

◆ 文艺活动精彩有广度，氛围
浓、热度高

今年元宵节，泸县恢复了龙舞闹元宵活
动，20支舞龙队热闹登场，使出看家本领，在欢
腾喜庆的表演中，传递出火热的民俗年味。“我
是从射洪过来的，没想到看到了规模这么大的
舞龙表演，感觉很震撼，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年味十足。”从射洪市来的游客马先生感慨道。

泸县是“中国龙文化之乡”，也是川南地
区唯一的省级龙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舞龙
是泸县从古至今的民间习俗之一，每年农历
正月十五，泸县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吸引成
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泸县通过设立龙文

化宣传日和宋代石刻宣传周，依托以雨坛彩
龙为龙头的60余支舞龙队，以“巴蜀笑星”张
德高为代表的3000余名农民演员、100余支
农民演艺团队，推动建设传统文化“一校一特
色”、文旅活动“一镇一特色”格局。构建起以
农民演艺大舞台、龙舞闹元宵等县级活动为
骨干，以国际博物馆日、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等为补充，以方洞龙抬头、云锦梨花
节、谭坝菜花节、玉龙湖放生节等镇级活动为
支撑的活动体系，年均组织开展群众性曲艺
非遗传承展演活动200余场，为群众提供了广
泛参与舞台，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

◆ 文化赋能典型有深度，重引
领、示范强

“既然大家说到‘礼’，咱们今天就说‘礼’。
礼赞楷模和先锋，就夸一夸，英雄模范蔡松
松。”这是由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同泸县曲艺家
协会共同创作赞颂“中国好人”蔡松松的情景
快板节目《礼赞》。7月11日，四川省2023年第
二季度“四川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泸县举行，近

50万人观看了发布仪式的现场直播，“中国好
人”蔡松松的事迹被曲艺演员们用情景快板的
形式再一次进行歌颂。

截至目前，泸县共有“中国好人”4人，四川
省道德模范4人，“四川好人”37人，“泸州40
正当红”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模范典型3人，泸州
市道德模范9人，“泸州好人”42人，泸县道德
模范78人，“泸县好人”17人，“德耀龙城·最美
人物”系列人物300余人，先进人物阵容越来
越强大。同时，泸县大力挖掘道德模范、先进典
型背后的故事，组织泸县文联各协会，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编排《礼赞》《四个老汉
夸好人》《还是好人多》等文艺作品20余个，成
为展示全县公民道德建设成就的闪亮标杆。

◆ 文明实践服务有温度，聚民
心、评价好

“清音是曲艺品种之一，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能够在舞台上表演，我真的很高兴，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加入到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泸县实验学校

学生严靖轩说。5月24日，泸县“文明我来说 曲
艺大家演”——“教育的力量”素质教育成果展
示活动在泸县人民广场举行。严靖轩同学作为
清音曲艺爱好者上台表演，向全县观众展示清
音的传统魅力。

月月有活动，个个是爆点！活动多、接地
气、热度高是泸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活动的
一大特色。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牵头，组
织全县各级文明单位与泸县曲艺家协会，每旬
联合开展“文明我来说·曲艺大家演”“文艺轻
骑兵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惠及群众30余万
人。通过“文明我来说·曲艺大家演”宣传展示
主题活动，每旬集中设置服务台，目前已收集
回应群众反映问题30余次，打通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此外，泸县广泛发动县文联下属曲艺家协
会、诗词楹联协会、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成
员单位，与8个城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共建工作，共同走进小区、楼院，开展助建、
助学、助老、助残等活动，推动形式多样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载体上院墙、进楼道，切
实提升市民精神文明建设知晓度、参与度、满
意度。

秋入虞山，
只等一碗蕈油面

◎申功晶

常熟是江南一方福地，古来唤作“虞城”，
得名于境内一座“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说
起虞山，是绕不过兴福寺的。南朝出了一位“爱
江山更爱佛祖”的“和尚皇帝”——梁武帝，上
既有天子以身事佛，下亦不乏刺史舍宅为寺，
于是，兴福寺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江
南名刹。

近水楼台先得蕈。最早是兴福寺僧人入山
觅得此物，爆炒熬汤，做成素面浇头，供给僧人
或招待香客食用。秋探兴福寺，不吃上一碗蕈
油面是引以为憾的。

在虞山脚下、兴福寺隔壁，有一块被古树环
绕的盆地，稀疏凌乱地摆着几十张四方桌和竹
椅，是一个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露天茶馆。两三人
一桌摆龙门阵，一支烟、一杯茶，从柴米油盐聊
到风花雪月，不经意间时光就从指缝中溜走了。

茶馆旁边，我找到了老字号面馆“望岳楼”，
打量起价目牌，浇头花样倒是不少：大排、爆鱼、
焖肉、素浇……与苏式汤面相差无几，价格在几
元到十几元钱不等，唯独蕈油面，30元一碗。这
个鹤立鸡群的价位，吸引了我的眼球，怀揣着十
二分新鲜和好奇，咬咬牙点了一碗蕈油面。

蕈油面的“浇头”很简单，即采自虞山上的
松树蕈。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夸赞此
物：“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用
蕈作“浇头”的面，鲜到眉毛也掉下来，因此，当
地有“尝过松树蕈，三日不思荤”的说法。

虞山又称“乌目山”，因吴王先祖虞仲葬于
此，遂更名“虞山”。帝王陵地，松柏成荫，密林
的滋养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菌类生存环境，虞山
上野生菌蕈诸如鸡枞菌、鸡脯蕈……林林总总
大约几十种，其中，最为高级罕见的松树蕈，对
环境要求几近苛刻，除了只生长在适宜温度、
湿度的松柏混交针叶林地，还专挑树龄短的松
底下扎根。只有每年八九月份，山上的松树蕈
才成熟可摘，一个个形似蘑菇，色呈淡棕，等过
了季，就消逝得无影无踪。捉蕈人凌晨两三点
钟就要上山采蕈，趁露珠未干，把蕈采下来。当
地人管采蕈叫“捉蕈”，或蕈与人参相似，长脚
会跑，故有“捉”字一说，采摘之难，可见一斑。
野蕈这物什，或有毒性。野蕈有毒无毒，全凭捉
蕈人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把刚采摘的新鲜松
树蕈带回家，与鸡枞菌、鸡脯蕈……混合在一
起制成蕈油，其味特别鲜香。

捉蕈难，制蕈油亦不易。刚采下的野蕈里
有小虫子，须撕去表面一层膜衣，清洗干净，在
盐水中浸泡三四个钟头，再用纯正的上等农家
菜籽油熬制成“蕈油”。熬制时，先支起大铁锅，
倒入菜油，加热出香后将姜块拍松后投入锅
内，烧到锅内冒烟时，放入八角、茴香等香料，
然后将蕈投入油锅爆炒，再加酱油、盐、糖等烧
煮，冷却后即成食用蕈油。用虞山特产松树蕈
熬制的蕈油，才是常熟人认可的家乡味。

蕈油面端上桌，一抹面条整整齐齐铺在碗
里，宛若古代女子的发髻，汤内散布的棕色蕈
块便是松树蕈了。面要趁热吃，轻轻夹起面条，
放至嘴边，吸溜一口越过舌尖，蕈油特有的鲜
香在面条的热力作用下充溢喉舌，面条脱胎换
骨般回味甘长，难怪小小一勺蕈油，把兴福寺
素面推上江南“素面之王”的头把交椅。再看野
蕈，细细长长，口感紧实有嚼头，有点似嫩肉，
又类野菌，咀嚼中还带着松树本身特有的丝丝
芬芳。周遭都是端着面碗或埋头吃面的人，在
一片“哧溜哧溜”的吮面声响中，我尽情享受着
山间的美味。

每到“长假”结束之时，一些旅游城市、旅
游行业、旅游部门、旅游景点、旅游团体都热
衷于进行“旅游盘点”，迫不及待地忙着看“旅
游进账”的收入“亿位数”。

搞好“假日旅游盘点”有利于取长补短，
总结经验，寻找亮点，对制订下一步的旅游发
展方案很有好处。但是，眼下的一些“假日旅
游盘点”却大都满足于形势一片大好的“报喜
不报忧”，总是“一劳永逸”地大谈特谈“旅游
收入”，要么高枕无忧地说“人气客流”多么多
么“火爆”；要么大书特书“旅游进账”多么丰

厚可观；要么张口闭口地炫耀“旅游经济收
获”的佳绩，却忽视了对“旅游污点”带来的

“旅游忧虑”，有意逃避旅游经济中切实存在
的“负面效应”。

盘点假日旅游中的“闪光点”，别忘了
盘 点 假 日 旅 游 中 的“ 黑 污 点 ”，既 要 盘 点

“旅游进账”，还要盘点“旅游欠账”。既要
盘点乐观的经济效益，也要盘点铺张浪费、
奢侈挥霍中造成的不良社会效益，尤其是
那些屡被诟病的“投诉污点”，时刻不忘假
日旅游的忧虑。当前，一些景区还存在着景
点依然“老生常谈”；旅游纪念品仍然单调
乏味，毫无特色，令人失望；旅游接待不尽
如人意，让人扫兴的现象；还有旅游门票昂
贵，价格疯涨，旅游服务滞后，变相谋利宰
客，景区旅游安全系数低等问题。另外，诸
如一些交通混乱、人流拥挤、人车添堵、停
车费劲、如厕困难、满目垃圾，以及游客在
旅途中一些烦心、遭罪、受累、受伤害、缺

少安全感的问题，也应该积极面对。在景区
火爆的同时，节后盘点需冷静思考和科学
对待，别让“旅游经济进账”遮盖了“旅游
污点欠账”，必须把景区旅游的“环境效益
欠账”和“社会效益欠账”还清才能更好的
发展。

国庆之后，盘点“旅游进账”，景区不能把
眼光死死盯在黄金周的“黄金”上，更要把心思
用在旅游环境的治理整改、重点保护和健康发
展上；既要追求旅游收入的经济效益，更要讲
求保护环境与和谐旅游的社会效益，形成文明
健康、安全至上的国庆游。

时代呼唤“文明游”和“简约游”，“假日
游”更不能变成了“垃圾游”“污染游”和“损景
游”。假日旅游既应该是开心快乐的，也应该
是厉行节约、低碳环保、文明和谐的。因此，在
进行假日旅游盘点的时候，既要盘点“旅游进
账”，更不要忽视了假日旅游日益火爆背后的
那些“旅游欠账”。

盘点“旅游进账”莫忽略了“欠账忧虑”
◎ 马洪利

山东“秋季黄河大集”上新：
文化消费有了新载体

新华社济南 10 月 12 日电（记者 萧海
川）一边是造型多姿的山东手造工艺品、韵
味悠远的文创作品和绿色健康的农特产品，
一边是省级非遗梆鼓秧歌表演、富有乡土特
色的舞狮舞龙与传唱民间的小戏小调……
山东“秋季黄河大集”11日正式启动，可逛、
能买、看演出融合在一起，令文化消费有了
新载体。

据主办方山东省委宣传部介绍，“秋季黄
河大集”以“2023农民丰收节”为主题。活动传
递丰收节日快乐，弘扬传播农耕文化和农村新
风尚新民俗，打造“逛黄河大集、品丰收果实、
享丰收喜悦”节日体验，营造城乡共庆共享丰
收喜悦的浓厚氛围。

黄河大集，是山东今年创新推出的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名片。它在
全省选取“文化味、乡土味”浓厚的传统乡村大
集，以“文化先行、旅游推进、好品带货、网络传
播”为内容，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打
造民俗新品牌。根据四季变换，黄河大集还设
置了不同的季节主题。

据悉，“秋季黄河大集”将持续至11月。这
期间，山东将举办山东好品惠大众、非遗民艺
进社区等活动，不定期集中展示展销老字号、
非遗产品、山东手造等优质商品。同时举办“秋
季黄河大集”夜市，在城市休闲广场、景区周
边、古镇古街等设置文艺演出、黄河民俗展演、
沿黄手造产品等板块，集聚形成秋季特色“黄
河大集”夜集。

作为启动仪式的举办地，山东济南历城区
尝到了黄河大集的“甜头”。“今年我们配合各
部门举办了200多场黄河大集活动。黄河大集
已成为国内外手工艺品、农特产品的展销平
台。”历城区副区长高博说，比如黄河大集上来
自东南亚地区的水果、海产，丰富了群众的菜
篮子。同时作为文化盛会和“村村有好戏”的展
示舞台，它也推动地方恢复保护了一批民间文
艺精品。

本报讯（郑兵）为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体验阅读的快乐，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
10月12日，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实验幼儿园
组织中班师生走进平凉市图书馆开展“童年
有书 未来有梦”社会实践活动。

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老师的带领下，
孩子们先后参观了图书室、阅览室、心理
健康咨询室、报纸期刊阅览室、书法绘画

室、孔子学堂等，并详细了解了图书馆的
功能分区、图书分类以及图书馆里要遵守
的规则等。在参观与体验的过程中，孩子
们既好奇，又兴奋，特别是来到儿童阅览
室，孩子们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
开始阅读。有的孩子看得全神贯注，有的
孩子在种类繁多的少儿图书中挑选翻看
自己喜爱的书籍，大家陶醉在知识的海洋

里。阅读最后，还有小朋友上台为大家分
享了书本里的儿童故事和自己的感悟，赢
得阵阵掌声。

通过本次参观见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
了图书馆的功能作用，亲身感受了图书馆安
静和浓浓的学习氛围，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
一颗爱读书的种子，极大提高了他们的阅读
兴趣。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红卫社区:
非遗皮影戏进社区

本报讯（李志来）“吴奶奶，等会儿一起到
外滩看皮影戏。”10月9日，家住湖北省黄冈市
黄州区西湖街道红卫社区的王阿姨和邻居结
伴朝着东坡外滩广场走去。

一张幕布、两三盏白炽灯，在白色幕布
后，两位演员一边操纵戏曲剪纸人物，一边配
合曲调演绎着故事情节……晚上7点半，东坡
外滩广场早已挤满了前来看戏的市民。活动
现场，《武松打虎》《猴王借扇》《哪吒闹海》等
剧目依次上演，精彩的表演让现场观众看得
目不转睛，连声叫好。

不只幕前热闹，神秘的幕布后面也围满了
好奇的居民群众。看着演员娴熟地舞动手中的
皮影，有位小朋友手里拿着皮影说：“我也想要
一个孙悟空皮影。”

“现在的年轻人往往是各种明星迷，而戏
迷很少。带孩子来观看皮影戏演出，就是希望
孩子们能够了解我们国家还有这么优秀的传
统文化。”居民李女士说，作为一名“90后”，她
只是小时候听爷爷讲过，像这样的近距离体验
还是第一次。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黄州西湖街道红卫
社区联合黄州区文化馆共同举办，旨在通过
非遗文化进社区、进商圈开展文艺汇演，进一
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博大精深。

火树银花 熊军武摄

重庆沙坪坝区：
“惠民电影+”

文化下基层展演启幕

本报讯（赵杰昌）享“沙”影生辉、品“歌乐”
书香，10月 1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惠民电
影+”文化下基层展演活动在沙坪坝区小龙坎
广场启幕。

本次活动围绕沙坪坝区历史文化传承，策
划打造“惠民电影”“全民阅读”“惠民图书”“休
闲市集”4个主题专区。从10月12日起，持续
12天，每晚7点将免费为市民放映《我和我的
祖国》《独行月球》《战狼2》等电影。沙坪坝书
城等文化单位现场展出3000多册党政、文化、
科技、健康、养生等方面图书，以多重折扣让利
读者。沙坪坝区图书馆现场提供读者证办证服
务。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把丰富的文化“盛
宴”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促经济、促发展，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甘肃平凉市崆峒区：
走进市图书馆开启“悦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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