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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潜

“土 家 幺 妹 儿 乖 又 乖 ，甜 甜 滴 酒 窝

儿 嘛 逗 人 爱 ，土 家 那 个 幺 妹 是 乖 又 乖

呀。”在欢快的唢呐声中，一首《幺妹住

在 十 三 寨》的 土 家 族 民 歌 引 来 现 场 观

众的掌声。

在不久前举办的 2021 中国原生民

歌 节 上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展 演 队 伍 齐

聚 重 庆 武 陵 山 区（渝 东 南），共 同 唱 响

中华好声音，歌唱美好新生活。

展示保护成果

中 国 原 生 民 歌 节 是 我 国 传 统 民 歌

及 传 统 音 乐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领 域 展 示 成 果 、交 流 经 验 、推 动

创 新 发 展 的 文 化 盛 会 。 2021 中 国 原

生 民 歌 节 由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重 庆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民 族 民 间

文 艺 发 展 中 心 、重 庆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发

展 委 员 会 、黔 江 区 人 民 政 府 、石 柱 土

家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 、彭 水 县 人 民 政

府 承 办 。

据 了 解 ，本 届 民 歌 节 紧 紧 围 绕“歌

唱 美 好 新 生 活 ”主 题 ，经 过 各 省（区 、

市）推 荐 和 专 家 遴 选 ，最 终 确 定 38 支

展演队伍共 184 人参加展演。

本 届 原 生 民 歌 节 严 格 落 实 疫 情 防

控要求，压缩活动规模，采取线上线下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 ，主 要 活 动 有 开 幕 式

演出、原生民歌展演、原生民歌专题学

术研讨会（线上）、原生民歌进景区、中

国民歌专题文献特展（线上）和闭幕式

演出六大主体内容。

展 演 作 品 中 ，既 有 群 众 耳 熟 能

详 、传 唱 广 泛 的 歌 曲 ，如 沂 蒙 山 小

调 ；也 有 流 布 特 定 区 域 、承 载 特 有 文

化 记 忆 的 民 歌 ，如 壮 族 嘹 歌 、畲 族 双

音 、石 柱 土 家 啰 儿 调 ；还 有 彝 族 表 演

唱 海 菜 腔 、川 江 号 子 、羌 族 山 歌 、藏

族 歌 舞 等 极 具 地 域 和 民 族 风 情 的 民

歌 表 演 。

参 演 的 演 员 中 ，不 仅 有 技 艺 精 湛

的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也 有 普 通 民 歌

选 手 。 演 员 把 具 有 浓 郁 地 方 特 色 、深

厚 文 化 内 涵 的 优 秀 节 目 通 过 民 歌 展

演、进景区演出等形式展示出来，体现

了近年来我国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成果。

蒙 古 族 英 雄 史 诗《江 格 尔 英 雄 赞》

表 演 者 那 日 苏 表 示 ，他 们 的 节 目 包 含

了 3 个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即 长 调 、

呼 麦 、马 头 琴 。 原 生 民 歌 节 让 各 个 民

族 在 一 起 互 相 交 流 学 习 ，对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相当大

的推动作用。

在 濯 水 古 镇 闭 幕 式 现 场 ，观 众

陈 彤 感 叹 道 ，演 出 真 是 太 精 彩 了 ，各

民 族 优 秀 的 民 歌 在 这 里 集 中 上 演 ，

让 自 己 享 受 了 一 次 文 化 大 餐 。 最 令

人 感 慨 的 是 民 歌 居 然 也 能 唱 出“ 摇

滚 ”的 感 觉 ，完 全 颠 覆 了 以 往 他 对 民

歌 的 认 知 ，让 他 看 到 了 民 族 文 化 的

伟 大 与 创 新 。

加强传承保护

中 国 原 生 民 歌 是 我 国 各 族 人 民 在

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广泛流传于民

间 的 音 乐 形 式 ，体 现 了 各 族 人 民 伟 大

的 创 造 力 ，是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重 要

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赓续中华

文 脉 的 重 要 载 体 。 把 这 些 非 遗 保 护

好传承好弘扬好，势在必行。

据 统 计 ，截 至 目 前 ，我 国 共 有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1557 项 ，其 中 ，

传 统 音 乐 类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189 项 ，涉 及 431 个 申 报 地 区 和 单 位 ，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380 人 。 新 疆 维

吾 尔 木 卡 姆 艺 术 、蒙 古 族 长 调 民 歌 、

蒙 古 族 呼 麦 歌 唱 艺 术 、西 安 鼓 乐 、古

琴 艺 术 、南 音 、花 儿 、侗 族 大 歌 等 项 目

被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列 入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司

副 司 长 胡 雁 表 示 ，2021 中 国 原 生 民 歌

节 全 面 展 示 了 我 国 各 地 区 、各 民 族 传

统 民 歌 ，为 传 统 民 歌 及 传 统 音 乐 类 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搭建

了 展 示 、交 流 、弘 扬 的 平 台 ，加 强 了 各

民 族 民 歌 的 交 流 沟 通 ，进 一 步 弘 扬 了

中 国 民 歌 的 精 神 追 求 和 时 代 价 值 ，具

有广泛性、学术性和权威性。

胡 雁 介 绍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持 续 加 强 传 统 音 乐 类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中 央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超 过 5 亿 元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方 式 举 办“ 云 游 非

遗·影 像 展 ”“ 文 化 进 万 家 —— 视 频 直

播 家 乡 年 ”等 活 动 ，提 高 了 传 统 音 乐

类 等 非 遗 项 目 的 可 见 度 。 下 一 步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将 继 续 加 强 传 统 音 乐 类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的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

为 进 一 步 加 强 对 原 生 民 歌 的 研

究 和 阐 释 ，本 届 原 生 民 歌 节 组 委 会 面

向 全 国 开 展 了 原 生 民 歌 论 文 征 集 活

动 ，共 征 集 相 关 学 术 研 究 文 章 86 篇 ，

从 中 遴 选 出 28 篇 优 秀 论 文 编 辑 出 版

《原 生 民 歌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 2021 中

国 原 生 民 歌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 集》，同

时 ，邀 请 全 国 相 关 领 域 的 专 家 学 者 围

绕“ 原 生 民 歌 本 体 研 究 ”“ 原 生 民 歌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等 主 题 召 开 线 上 原 生

民 歌 专 题 学 术 研 讨 会 ，进 行 深 入 研 讨

交 流 。

推进文旅融合

重 庆 拥 有 绚 丽 多 姿 的 巴 渝 文 化 ，

孕育了一大批传统民歌及传统音乐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 近 年 来 ，重 庆

市 通 过“ 非 遗 + 旅 游 ”的 模 式 ，创 新 探

索出不少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案例。

2014 年，“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

族 苗 族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获 批 为

国 家 级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 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同 意 实 施〈武 陵 山 区（渝 东 南）土 家 族

苗 族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总 体 规 划〉

的复函》，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重 庆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发 展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朱 茂 介 绍 ，渝 东 南 地 区 是 土 家 族

苗族集聚地，该区域民族特色鲜明，历

史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富 集 ，孕 育 了 南 溪 号

子、苗族民歌、酉阳民歌、秀山民歌、石

柱 土 家 啰 儿 调 5 项 传 统 音 乐 类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和 17 项 市 级 非 遗 项

目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群 众 基 础 。 其 代

表作品《黄杨扁担》《太阳出来喜洋洋》

等传唱全国，经久不衰。

重 庆 市 黔 江 区 副 区 长 唐 洪 芳 表

示 ，本 届 原 生 民 歌 节 作 为 黔 江 区 大 力

实 施“ 旅 游 强 区 ”、强 力 推 进“ 文 旅 融

合 ”、深 入 开 展“ 文 化 保 护 ”的 重 要 举

措 ，有 力 地 推 动 了 黔 江 区 非 遗 保 护 传

承工作。

原 生 民 歌 节 期 间 ，重 庆 各 区 县 在

严 格 落 实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的 前 提 下 ，在

64 个 4A 级 以 上 旅 游 景 区 开 展 70 余 场

原 生 民 歌 进 景 区 活 动 ，带 动 原 生 民 歌

及 传 统 音 乐 的 普 及 推 广 ，促 进 了 非 遗

与旅游深度融合。

朱 茂 表 示 ，通 过 原 生 民 歌 节 这 一

交 流 平 台 ，充 分 展 现 了 渝 东 南 地 区 民

歌资源和传统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成

果，提升了重庆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促 进 了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为 该 地

区 建 设“ 遗 产 丰 富 、氛 围 浓 厚 、特 色 鲜

明、民众受益”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 孟萍

“ 红 水 河 畔 不 夜 城 ，璀 璨 灯 火

照 碧 云 。 美 食 美 景 惹 人 醉 ，招 来 八

方 夜 游 神 。”这 首 诗 是 某 位 游 客 夜

游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化 瑶 族 自 治

县 达 吽 小 镇 后 对 小 镇 夜 经 济 繁 荣

的 赞 叹 。 据 悉 ，这 个 主 打 布 努 瑶 族

风 情 的 小 镇 开 街 仅 两 年 多 的 时 间 ，

就 以 浓 郁 的 瑶 族 风 情 和 丰 富 的 美

食 体 验 成 为 大 化 旅 游 的 一 张 名 片 、

各 路“ 老 饕 ”的 向 往 之 地 。 2021 年

11 月 ，达 吽 小 镇 入 选 首 批“ 广 西 旅

游 休 闲 街 区 ”名 单 。

最美安置区

“ 达 吽 ”在 当 地 壮 语 中 是 红 水 河

的 意 思 ，寓 意 着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希 冀 。

据大化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 ，约 3200 多 户 1.4 万 余 名 贫 困 群 众

从 位 于 深 山 中 的 贫 困 村 陆 续 搬 迁 到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点 古 江 安 置 区 。 在 推

进该安置区建设的过程中，大化县结

合“ 长 寿 门 户·美 食 之 乡 ”的 定 位 、打

造布努瑶特色文旅小镇的目标，投资

20 亿元建设成达吽小镇，发展以饮食

为主的第三产业，引导搬迁群众就业

创业。

达 吽 小 镇 项 目 规 划 用 地 600 亩 ，

目 前 已 建 成 核 心 区 278 亩 ，包 括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古 江 安 置 区 、美 食 广 场 、美

食 步 行 街 、古 江 大 酒 店 、休 闲 酒 吧 街

及 其 他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走 在 小 镇 街

道 上 ，参 差 错 落 的 亭 台 楼 阁 、风 格 独

特 的 飞 檐 翘 角 ，被 霓 虹 灯 勾 勒 出 多

彩 的 轮 廓 。 街 道 两 旁 瑶 族 风 格 的 建

筑 墙 面 上 ，还 时 不 时 点 缀 着 充 满 民

族 风 情 的 彩 绘 和 民 族 文 化 介 绍 等 ，

成 为 游 客 了 解 大 化 民 族 风 情 的 最 佳

窗 口 。

最佳就业地

2021 年 国 庆 期 间 ，在 达 吽 小 镇 入

口处，一群身着艳丽瑶族民族服装的

青 年 男 女 以 歌 传 情 ，以 酒 相 迎 ，以 富

有 特 色 的 布 努 瑶 风 情 礼 待 嘉 宾 。 这

些 青 年 男 女 是 安 置 区 组 建 的 幸 福 家

园艺术团的成员。过去，他们分散居

住 在 大 山 深 处 ，交 通 不 便 、生 活 困

难 。 如 今 搬 迁 到 县 城 ，他 们 通 过 就

业、创业变成县城居民，同时，自发组

建文艺队，登台演出。

大 化 县 文 化 广 电 体 育 和 旅 游 局

副局长韦江成介绍，达吽小镇从规划

建 设 之 初 就 充 分 考 虑 移 民 群 众 的 就

业 创 业 问 题 。 为 确 保 搬 迁 户“ 搬 得

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大化县

整合美食广场周边安置楼一楼、美食

街、步行街等临街铺面近 10 万平方米

商业空间进行招商和统一管理运营，

出 台 优 惠 招 租 政 策 ，扶 持 、鼓 励 贫 困

群 众 自 主 创 业 。 目 前 ，已 有 150 多 家

商 户 入 驻 营 业 ，其 中 ，搬 迁 农 户 中 有

19 户 在 小 镇 经 营 铺 面 、16 户 经 营 摊

位。达吽小镇的运营，辐射带动了县

城周边第三产业的兴起，提供 3000 多

个工作岗位。

在 小 镇 的 购 物 街 上 ，有 一 家 民 族

服 饰 店 ，店 主 是 大 化 返 乡 创 业 的 瑶

族 妹 子 蓝 彩 青 。 她 创 办 的 五 彩 瑶 艺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开 设 了“ 妈 妈 工 坊 ”，

为 搬 迁 社 区 留 守 妇 女 、陪 读 妈 妈 等

提 供 非 遗 技 艺 和 缝 纫 技 术 培 训 。 目

前 ，“ 妈 妈 工 坊 ”主 打 民 族 福 娃 系 列 、

瑶 绣 包 包 、伴 手 礼 铜 鼓 香 包 、传 统 民

族 服 装 和 现 代 化 民 族 服 装 五 大 类 旅

游 文 创 产 品 ，这 些 产 品 物 美 价 廉 ，深

得 客 户 喜 爱 。

蓝 彩 青 说 ：“ 开 这 个 服 饰 店 可 以

给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的 贫 困 户 妇 女 提 供

灵 活 的 就 业 岗 位 ，让 她 们 做 一 些 手

工 刺 绣 和 民 族 服 装 ，也 能 给 游 客 展

示 我 们 的 民 族 文 化 。”2019 年 ，“ 妈 妈

工 坊 ”带 动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户 6 户 39

人 就 业 ，2020 年“ 妈 妈 工 坊 ”生 产 的

系 列 产 品 被 认 证 为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扶

贫 产 品 。 2020 年 8 月 ，五 彩 瑶 艺“ 妈

妈 工 坊 ”项 目 在 第 四 届“ 中 国 创 翼 ”

创 业 创 新 大 赛 广 西 选 拔 赛 上 获 得 二

等 奖 。

小 镇 的 建 设 和 发 展 也 为 搬 迁 群

众 提 供 了 保 安 、保 洁 等 就 业 岗 位 。

50 岁 的 陆 吉 2018 年 搬 到 达 吽 小 镇

后 ，担 任 保 安 ，每 个 月 有 1800 元 的

收 入 。

来 自 贡 川 乡 清 坡 村 的 覃 庆 妹 熟

练地往铁模片上铺一层白色米浆，再

放上几勺菜馅压实后，放进沸腾的油

锅里炸。刚出锅的炸油馍香酥金黄，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购 买 。 曾 是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的 覃 庆 妹 ，于 2020 年 5 月 在 达

吽小镇申请了免费摊位，制作售卖家

乡 特 色 小 吃“ 贡 川 油 馍 ”。“ 经 营 最 好

的 时 候 一 天 能 卖 出 3000 多 个 油 馍 。”

覃庆妹说。摊位是免费的，每个月还

有 800 块 钱 的 补 贴 。 有 了 这 个 小 吃

摊 ，她 不 用 去 广 东 打 工 了 ，可 以 在 家

门口就业、照顾家人。

达 吽 小 镇 商 业 运 营 管 理 中 心 负

责 人 介 绍 ，小 镇 通 过 减 免 商 家 租 金 、

为 商 家 免 费 提 供 便 捷 式 旅 游 手 推 车

等 一 系 列 措 施 ，鼓 励 民 众 创 业 。

2021 年 6 月 初 ，达 吽 小 镇 推 行 夜 间

及 节 假 日“ 占 道 经 营 ，促 进 地 摊 经

济 ”试 点 活 动 ，先 后 有 500 人 报 名 进

驻 小 镇 经 营 。

最旺美食街

每 到 夜 晚 ，达 吽 小 镇 各 小 巷 里

的 音 乐 酒 吧 热 闹 非 凡 。 美 食 馆 里 ，

满 是 周 边 市 县 慕 名 前 来 品 尝 美 味 的

游 客 。

近 年 来 ，大 化 县 发 挥 中 国 绿 色

食 材 基 地 优 势 ，挖 掘 丰 富 的 美 食 资

源 ，整 理 推 出 了 壮 瑶 大 席 、壮 家 土

司 宴 、七 百 弄 全 鸡 宴 、瑶 家 簸 箕 宴

等 美 食 。

“ 壮 瑶 大 席 味 道 特 别 好 ，都 是 原

生 态 美 食 。 晚 饭 后 在 达 吽 小 镇 走 走

看看非常惬意，大化夜生活出乎我意

料。”来自深圳的游客张志科说。

“ 我 们 按 照 规 划 中 各 类 业 态 的 占

比 进 行 招 商 ，其 中 ，美 食 类 商 户 占

60%，以此突出小镇特色，确保美食成

为核心吸引物，拉动旅游消费。”小镇

运营管理中心负责人说。

现 在 的 达 吽 小 镇 ，汇 集 了 西 安 凉

皮、长沙臭豆腐、重庆酸辣粉、本地酥

烤鱼等特色美食，还引进了台湾美食

企 业 ，树 立 了 大 化 美 食 文 化 新 地 标 ，

带来了美食旅游效应。

小 镇 非 常 注 重 文 化 资 源 挖 掘 ，常

态 化 开 展“ 达 吽 夜 布 努 情 ”竹 竿 舞 、

竹 鼓 舞 、笑 酒 等 布 努 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节 目 表 演 ，让 游 客 享 受 民 族 文

化 带 来 的 魅 力 和 快 乐 ；常 态 化 开 展

壮 瑶 特 色 美 食 比 赛 及 展 示 活 动 ，吸

引 中 国 八 大 菜 系 厨 师 、各 地 特 色 小

吃 爱 好 者 参 与 竞 技 ；同 时 ，加 强 营

销 ，赴 南 宁 等 周 边 城 市 进 行 宣 传 推

荐 ，并 与 旅 行 社 合 作 ，在 重 大 节 假 日

组 织 专 线 游 、研 学 游 等 ，提 升 小 镇 的

知 名 度 。

大 化 县 结 合 自 身 的 生 态 优 势 ，在

“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扶 贫 ”上 下 足 功 夫 ，

实施“美食驱动”战略，以达吽小镇为

重 点 ，与 大 化 夜 街 、水 岸 食 街 三 大 街

区 联 动 ，抓 好“ 夜 游 ”观 光 、“ 夜 嗨 ”体

验、“夜食”餐饮、“夜购”消费、“夜宿”

休 闲 、“ 夜 养 ”康 养 等 ，拉 动 夜 间 旅 游

消 费 ，“ 长 寿 门 户 康 养 大 化 ”的 发 展

格局正逐步形成。

□ 诸诺 本报记者 周晨

近 日 ，位 于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黎 川 县

老城区的黎川古城景区迎来了上万名

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孩子们带着求

知 探 索 的 渴 望 ，希 望 通 过 这 次 研 学 之

旅深入了解黎川、了解油画。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黎 川 县 被 誉 为“ 江

西油画之乡”。近年来，借助历史底蕴

和 文 化 优 势 ，黎 川 县 积 极 开 展 文 化 扶

贫，促进文旅融合，大力支持开发油画

产 业 和 旅 游 业 。 如 今 ，文 旅 产 业 已 成

为黎川县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

沃土育人

“ 黎 川 油 画 ”，墙 内 开 花 墙 外 香 。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一 批 上 海 下 放 知 青 在

黎 川 县 文 化 馆 的 支 持 下 ，开 办 油 画 培

训 班 ，黎 川 油 画 由 此 发 轫 。 秀 丽 的 自

然 风 光 和 深 厚 的 人 文 底 蕴 ，给 黎 川 绘

画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一批

批 优 秀 的 黎 川 民 间 画 家 先 后 走 出 大

山，前往深圳、厦门、上海等地，成为黎

川油画市场的先锋。

抚 州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黎 川 油 画

协 会 会 长 杨 吉 荣 1985 年 开 始 学 习 油

画 制 作 。 1994 年 回 到 家 乡 东 港 村 教

学 徒 ，并 带 动 本 乡 100 多 人 从 事 油 画

产 业 。

据 了 解 ，杨 吉 荣 带 出 的 学 徒 在 广

东 、福 建 、上 海 、北 京 等 地 从 事 绘 画 产

业 ，每 年 创 造 油 画 产 值 3000 多 万 元 。

2009 年，在黎川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杨 吉 荣 和 兄 弟 杨 吉 祥 及 黎 川 多 位 同

仁，共同创办了黎川油画一条街，成立

黎 川 油 画 产 业 协 会 ，推 动 油 画 产 业 规

模越来越大。

黎 川 县 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旅 游 局

副局长徐建红表示，截至目前，黎川全

县 共 有 3000 多 人 从 事 油 画 创 作 ，遍 布

全 国 各 地 ，油 画 远 销 2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在本县集聚的画家有 400 多名、油

画企业 49 家，年创产值可达 3.6 亿元。

2021 年 9 月 ，黎 川 油 画 亮 相 第 十

七 届 深 圳 文 博 会 线 上 展 厅 。 此 次 展

示 的 80 余 幅 油 画 作 品 题 材 涉 及 风 景 、

人 物 、静 物 、动 物 等 多 个 类 别 。 采 购

商 和 网 友 通 过 线 上 渠 道 ，随 时 随 地 都

能 欣 赏 到 富 有 黎 川 特 色 的 油 画 作

品 。 数 据 显 示 ，深 圳 文 博 会 期 间 ，黎

川 油 画 线 上 浏 览 量 达 到 6 万 多 人 次 ，

完 成 交 易 27.5 万 元 。

筑巢引凤

尽 管 黎 川 油 画 有 了 多 年 发 展 ，但

直 到 近 十 年 ，本 土 油 画 产 业 才 有 了 真

正 的 起 色 。 2009 年 10 月 ，黎 川 县 曾 组

织 考 察 团 到 深 圳 市 大 芬 油 画 村 参 观 ，

发 现 当 时 油 画 外 销 不 景 气 ，不 少 画 师

有 回 家 乡 创 业 的 想 法 。 次 年 ，黎 川 县

提 出 了“ 一 个 画 室 就 是 一 家 企 业 ，一

个 画 师 就 是 一 名 创 业 老 板 ”的 理 念 ，

积 极 动 员 、引 导 和 鼓 励 黎 川 籍 画 师 返

乡 创 业 。

2012 年 7 月 ，《国 务 院 关 于 支 持 赣

南 等 原 中 央 苏 区 振 兴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明确提出“支持抚州黎川发展油画

艺术”。黎川抓住这一重要契机，把油

画 产 业 列 入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

大力建设油画产业园、油画基地，同时

推 出 相 关 人 才 扶 持 政 策 ，吸 引 大 批 黎

川籍画师返乡创业。

由 此 ，黎 川 油 画 实 现 了“画 师 向 画

商 、线 下 向 线 上 、基 地 向 平 台 、分 散 独

立向集聚抱团”的转变。

在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和 引 进 方 面 ，黎

川 县 政 府 先 后 与 中 国 美 院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画 院 、西 安 美 院 等 省 内 外 高 校 开

展 协 作 ，吸 引 了 50 名 中 、俄 油 画 名 家

签 约 油 画 创 意 产 业 园 ，为 画 师 提 供 了

合作、交流和发展的平台，提升了油画

从 业 人 员 整 体 技 艺 和 素 养 ，提 高 了 油

画品质，促进了黎川油画产业发展。

黎 川 县 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黎 川 县 采 取 了 对 画

油 工 作 室 租 金 免 费 、油 画 企 业 税 收 返

还 、贫 困 户 油 画 创 作 技 能 免 费 培 训 等

一系列政策，稳定了画师队伍，提升了

黎 川 文 化 艺 术 氛 围 。 下 一 步 ，黎 川 县

还将在现有的政策上加大对油画销售

推广的奖励力度。

赋能旅游

如 今 ，黎 川 的 油 画 产 业 已 进 入 稳

步发展阶段。为了扩大黎川油画的影

响 ，该 县 在 新 农 村 建 设 中 充 分 利 用 油

画 资 源 优 势 ，全 面 开 展“ 优 美 风 貌 长

廊”建设，将油画艺术墙绘与新农村建

设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在村民聚集区、

乡 村 旅 游 区 、公 路 沿 线 等 新 农 村 建 设

点和乡村旅游点开展油画艺术墙绘进

村入户活动。

在 樟 溪 乡 东 港 村 ，民 居 墙 体 上 的

一 幅 幅 油 画 与 灼 灼 盛 开 的 夹 岸 桃 红 、

古色古香的烟柳廊桥，形成了一道“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景。

东 港 村 有 专 业 油 画 师 近 百 名 。 作

为 黎 川 油 画 的 发 源 地 ，该 村 充 分 利 用

艺 术 与 文 化 之 乡 的 优 势 ，邀 请 黎 川 本

土 画 师 以 油 画 形 式 将 原 来 的“ 桃 溪 八

景 ”拓 展 为“ 樟 溪 十 二 景 ”，并 展 现 在

东 港 民 居 墙 上 。 东 港 村 也 成 功 入 选

2019 年 农 民 丰 收 节“ 千 村 万 寨 展 新

颜 ”名 单 。

樟 溪 乡 党 委 书 记 鲍 绍 铭 说 ：“我 们

充分利用各村资源特色，因村施策，打

造‘ 党 建 +文 创 ’领 航 区 、‘ 党 建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区 和 全 省 首 个 连 环 画 文 化

红 色 研 学 基 地 ，亮 出‘ 一 村 一 品 ’特 色

党建品牌，努力形成处处有亮点、层层

有典型、村村有特色的党建联盟。”

黎 川 县 还 以 油 画 为 载 体 ，通 过 体

验 的 方 式 吸 引 游 客 。 同 时 ，将 本 地 特

色 旅 游 景 点 作 为 绘 画 元 素 ，让 游 客 们

在 体 验 作 画 乐 趣 的 过 程 中 ，深 入 了 解

黎川的文化历史。

在 黎 川 古 城 景 区 油 画 艺 术 交 流 中

心 ，十 多 名 游 客 在 油 画 师 的 指 导 下 正

在画布、帽子上作画，亲身体验绘画的

乐趣。

此 外 ，为 了 加 快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黎

川县把油画和陶瓷产业与旅游融合发

展 ，打 造 了 一 个 集 陶 瓷 、油 画 展 示 、交

易 、体 验 以 及 旅 游 为 一 体 的 油 画 陶 瓷

交 易 中 心 ，加 上 已 被 评 为 国 家 3A 级 旅

游景区的黎川油画创意产业园和省级

夜 间 文 旅 消 费 集 聚 区 黎 川 古 城 景 区 ，

游古镇、看美景、学油画的旅游新模式

正在黎川形成。

唱响原生民歌 传承非遗文化
让搬迁群众“有事做”“能致富”

江西黎川：“一幅油画”带来文化扶贫新活力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近 日 ，由 国 家 图 书 馆 主 办 的 国

图 公 开 课“ 千 年 回 望 王 安 石 —— 纪

念 王 安 石 诞 辰 1000 周 年 ”《百 部 经

典》阅 读 推 广 活 动 在 京 举 办 。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国 家 图 书 馆 通 过 举 办

各 类 文 化 讲 座 、论 坛 以 及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体 验 活 动 ，拉 近 与 读 者 的 距

离 ，提 高 读 者 的 参 与 度 ，也 让 读 者

感 受 到 了 多 元 阅 读 方 式 的 乐 趣 。

图 为 国 图 公 开 课 活 动 中 的 诗 词 配

乐 朗 诵 现 场 。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本报讯（陈熠瑶）1 月 7 日 ，广 东

省“ 非 遗 过 大 年·文 化 进 万 家 ”展 示

展 演 活 动 暨“ 冬 养 汕 尾 ”嘉 年 华 在 汕

尾 市 正 式 启 动 。 该 活 动 由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指 导 、汕 尾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

据 介 绍 ，“非 遗 过 大 年·文 化 进 万

家”系列活动是广东近年培育的非遗

传 播 品 牌 活 动 。 今 年 的 活 动 首 次 走

进 广 东 省 地 级 市 ，在 拥 有 正 字 戏 、西

秦 戏 、白 字 戏 等 9 项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的汕尾市举行。

汕 尾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体 育 局 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展示汕

尾 非 遗 独 特 的 风 采 ，提 高 汕 尾 美 誉

度，擦亮汕尾“红色圣地”“山海湖城”

“活力湾区”的城市品牌。

据 了 解 ，本 次 活 动 采 取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举 行 的 方 式 。 线 下 方 面 ，在 启

动 仪 式 现 场 ，集 中 展 示 广 东 全 省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

和 生 动 实 践 ；举 办“ 缤 纷 非 遗 迎 新

春 ”大 型 非 遗 集 市 ，紧 贴“ 非 遗 购 物 ”

活 动 主 题 ，共 有 80 个 非 遗 项 目 现 场

摆 设 摊 位 ，进 行 非 遗 技 艺 展 示 ，开 展

非 遗 产 品 、文 创 产 品 以 及 汕 尾 农 特

产 品 展 销 推 广 活 动 ；举 办“ 奔 向 海 陆

丰·开 启 新 里 程 ”善 美 品 清 湖 雕 塑 艺

术 展 ，主 办 方 与 广 州 雕 塑 院 合 作 ，在

城 中 心 品 清 湖 畔 展 出 该 院 30 多 件 大

型 雕 塑 作 品 。

线 上 方 面 ，主 办 方 组 织 策 划“ 时

尚 非 遗 看 汕 尾 ”话 题 营 运 和 非 遗 购

物 直 播 间 ，通 过“ 线 上 云 传 播 ”，打 造

非 遗 购 物 节 移 动 端 口 ，以 广 东 非 遗

资 源 为 主 线 ，搭 建 网 络 购 物 平 台 ，推

介 广 东 年 货 、非 遗 产 品 以 及 汕 尾 地

区 的 海 鲜 干 货 、传 统 美 食 等 特 色 产

品 ，活 跃 节 日 气 氛 ，提 振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

广东“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启动

广西达吽小镇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加大就业创业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