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6 日，金昌大剧院演艺公

司“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演出小

分队来到金川区双湾镇新粮地村

演出，拉开了全年巡演大幕。

演出中，秦腔对唱《银灯结彩

花成双》、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

歌伴舞《焉支花开》等一连串精彩

纷呈的节目令现场观众齐声叫好、

掌声不断。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金昌市

紧盯群众需求，不断丰富乡村文化

服务产品，用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

活动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凝聚群众

精神力量。

截至目前，像这样的“红色文艺

轻骑兵”送文艺下基层活动共举办

了 180 多场次。除此之外，金昌市

还持续开展每年一度的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等文化惠民活动；举办送

数字电影、送戏曲、送文博展览下基

层活动 2200 余场次；开展“非遗过

大年 文化进万家”“文化自然遗产

日”展演展示活动 20多场；成功举办

“大地欢歌——群众优秀节目展演”

“我们的村晚”“书香金昌”等群众性

文化活动 130多场次；实施“城乡

手拉手”文化服务项目，组织专

业技术人才赴基层文化站开展

器乐、舞蹈、书画等辅导培训

20 多场次，辅导乡村文化能

人 520 多人次。文化发展成

果惠及更多基层群众，农村

群众精神力量不断增强。

同时，金昌市不断建立

健全乡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按照“农村 30 分钟”便

民文化服务圈建设标准，进一

步完善乡镇文化站、行政村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功能。

加强农村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建

设，加大对“陇上飞阅”“文化金昌”

“百草园”APP 等平台的推广使用

力度，开展“优秀群众文化节目线上

展演展播”活动，推出“文化微视频”

“艺术慕课”等品牌栏目，让农村群

众便捷享受数字文化服务。

如今，金川区双湾镇龙寨村的

书香氛围格外浓厚。大人、小孩在

积极参与村里组织的各种学习活

动的同时，也会自发到农家书屋挑

选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了解致富信

息，学知识长见识。

金川区宁远堡镇中牌村将闲

置的平房免费提供给村里的妇女

们，让她们排练舞蹈。现在，这支

舞蹈队已小成气候，不仅在村里搞

活动时能助一臂之力，还能外出参

加比赛，赢得奖励。

在金川区宁远堡镇东湾村，棋

牌、图书等资源免费开放。村民们

吃过午饭，就来到村部下棋、健身、

聊天，村里的领导干部也因此收集

到了很多民情民意。

……

公共文化服务“富”起来。村

民们可以在“忙时务农”与“闲时从

艺”模式之间随心切换，积极传播

健 康 向 上 的 文 化 ，用 文 艺 滋 润 心

灵，追求美好生活。

公共文化“富”起来 点亮百姓精神家园

谢晓玲 刘欢欢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文化为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乡村振兴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

今 年 以 来 ，金 昌 市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

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 、金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金

昌市委宣传部积极组织实施乡风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惠

民、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四大工程”，一体化推

进 城 乡 文 化 建 设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不 断 改 善 农 民 精 神 风

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

和文化条件。

文化如雨润桑田 文明风起阡陌间
——金昌市2023年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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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说 ，金 昌 没 有 历 史 、双 湾 没

有历史。作为甘肃省“乡村振兴阅读

推 广 人 ”，金 川 区 双 湾 镇 龙 寨 村 党 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兆杰偏不信这

个“邪”。

在龙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大礼堂

的墙上，悬挂着 13 幅古香古色的美术

作品，代表着双湾镇的 13 个村。“文明

三角城”“富贵古城”“温馨营盘”“书香

龙寨”……每一幅画面积都不大，但却

凝结了每个村背后厚重的历史故事和

独有的精神特质。

这是杨兆杰联合一位本土艺术家

历时 3 个月创作的作品。“我想让双湾

人通过这些故事了解自己的历史。记

住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他说。

一 个 村 子 尚 且 如 此 ，一 座 城 市

更 应 该 尊 重 保 护 传 统 文 化 ，并 将 其

发 扬 光 大 。 今 年 以 来 ，金 昌 市 大 力

传 承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用 高 品 质

的 文 化 供 给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的 文 化 获

得感、幸福感。

5 月 25 日，永昌县“四月八”商品

交易会暨民俗文化节盛大开幕。为了

充分展示永昌县特色民俗文化，让地

地道道的“四月八 听大戏”传统重现，

今年，永昌县在北海子公园中心安排

了永昌贤孝、永昌念卷，传统戏曲、歌

舞曲艺等展演活动。10 天内 23 场“好

戏”轮番亮相“四月八”，唤醒了永昌人

的传统民俗记忆。

老艺人鲁福年说：“我们要好好弘

扬和展现永昌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共同努力把它们推广出去。”

为推动文化遗产持续性发展，今

年，金昌市红西路军永昌战役遗址及

纪念设施改造提升、永昌县长城文化

展示及配套提升、三角城遗址保护利

用设施、北海子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展

示等工程顺利推进，第六批市级非遗

项目、第四批市级传承人公布，《金昌

历史文化故事丛书》正式出版发行；遴

选 金 川 剪 纸 、金 川 面 塑 、永 昌 手 工 地

毯、永昌木偶等 50 多件非遗（产品）和

沙漠茶等 10 余件文创商品参加甘肃

省非遗展示展销暨全省非遗文创大赛

系列活动；推荐永昌民间故事、永昌小

戏、永昌老腔炕头戏等 11 个项目申报

评审第五批省级非遗项目；启动第四

批市级非遗传承人申报，引导帮助乡

村民间艺人、乡村工匠申报市级非遗

传承人；建成“文化集市”生产基地 3

家，“文化集市”固定经营点 3 家，推动

手工地毯、书画装裱、装饰品制作等产

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组织开展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系列

活动 100 多场次。

文化遗产“活”起来。文明之光正

滋养着新时代新生活，助力新时代新

发展。

文化遗产“活”起来 传统文明焕发时代光彩

乡风文明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量和软件基础。

——培育文明乡风，思想建设要

先行。

农闲时节，永昌县焦家庄镇的志

愿者走进杏树庄凉亭为群众“面对面”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党的惠民

政策。宣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变

“普通话”为“地方话”，变“书面语”为

“群众话”，结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为群众讲解政策。群众围坐在一起，

拉家常、颂党恩、话未来，小小凉亭成

为群众学习理论的新阵地。

“你们把宣讲送到家门口实在是

太方便了。网上的一些政策我们有时

候也看不懂，你们这样直接和我们面

对面答疑解惑，非常好。”现场群众为

“凉亭宣讲”点赞。

今年以来，金昌市充分发挥基层

理论宣讲“10+N”矩阵作用，共开展理

论宣讲 1680 多场次；创排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节目，开展文艺宣讲 105 场

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到乡村

振兴各方面、全过程，群众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夯实。

村民高金贤表示，开展宣讲活动对

于老百姓来说有很大帮助。希望以后

能多开展，从实处帮助群众生产学习。

——培育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

关键。

为彻底治理大操大办、厚葬薄养、

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金昌市积极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融 入 村 规 民

约，用村规民约的影响力、约束力，形

成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整治陈规

陋习的长效机制。同时，进一步健全

完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

议会、禁毒禁赌会等群众性组织，引导

村镇将“抵制天价彩礼、红白喜事大操

大办，倡导厚养薄葬”等内容加入红白

理事会章程。目前，全市所有的村已

全部完成村规民约修订，研究制定了

相关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和惩戒措施。

如今，在金昌的农村地区，“不超

20 桌、不超 200 礼、不供高档烟和酒”

和集中乘车、简约用车的绿色迎亲方

式得到群众广泛支持。治丧时间由 3

天至 5 天向 3 天压减，以本地羊肉粉汤

等家乡菜、特色简餐招待亲属被越来

越 多 的 群 众 认 可 。“ 提 升 移 风 易 俗 质

效”“丧事一碗大锅菜”等 6 个移风易俗

品牌项目也在全市组织的交流评比会

上脱颖而出，探索出了移风易俗新路

子 ，引 导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走 出“ 人 情 变

质”误区。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

不办逐渐成为农村群众的自觉行为。

——培育文明乡风，榜样力量不

可少。

10 月 23 日，伴随着锣鼓声，“美丽

庭院 出彩人家”示范户的荣誉证书、奖

金以及书画作品、床上用品等送到了永

昌县东寨镇双桥村村民高银德家中，勉

励他继续传承好家庭文明，更好地发挥

“出彩人家”的示范带头辐射作用。热

烈的气氛引得沿途的村民驻足围观。

今年以来，金昌市持续深化文明

创建，共命名市级文明村镇 18 个、市级

文明家庭 60 户，选树命名市级以上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 45 人，1 人入选“中

国 好 人 榜 ”好 人 ，用 身 边 事 教 育 身 边

人，引导农民群众崇德向善，积极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培育文明乡风，文明实践是

抓手。

在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村民不仅可以聆听理论

宣讲，也可以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还可以进行阅读、跳舞、

体育健身、棋牌等娱乐活动……金昌

市持续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服务功能。越来越多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正在成为村民丰富精神文化

生 活 的“ 大 舞 台”、政 策 福 利“ 上 情 下

达”的“主阵地”。

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金

昌市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带你做公益”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

树新风”广场舞大赛等文明实践活动

2000 多场次。募集实践基金 200 万

元，打造标准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

所、站 4 个，组织召开现场观摩推进会，

带动全市 202 个实践中心、所、站工作

提质增效，顺利通过中央和省级评估验

收。建成村级文明实践大礼堂 3 个、机

器人科普教育基地和文明实践“直播 e

站”1 个，开展“微心愿”“微诉求”“关爱

陪读妈妈”等普惠性、特惠型的志愿服

务活动 500 多场次，农民精神风貌进一

步改善，乡村文明焕发出新气象。

把文化“种”下去，“种”到农民的心

坎里。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中，金昌市

立足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为民、文

化育民，不断创新乡村文化活动内容和

形式，通过文化纽带把群众团结和凝聚

起来，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

文化“种”下去 聚力形成乡风文明新风尚

今年 8 月，位于金川区宁远堡镇宁

远 村 的“ 宁 远 老 街 周 末 集 市 ”火 热 开

启。这是金川区继打响“双湾吃头”乡

村旅游品牌之后，为群众搭建的又一

个旅游休闲好去处。

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村拥有草莓

采摘园、开心农场、文昌园和民俗文化

体验区（关帝庙、文昌阁）、大漠营盘等

特 色 景 点 。 村 里 打 造 了 数 字 乡 村 平

台，游客通过“遇见陈家沟”“多彩陈家

沟”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获得吃喝玩乐

购“全攻略”。

金川区宁远堡镇龙景村在结束了

共享农庄夏日的营业高峰后，又趁热打

铁，于近期发出了冬季文化旅游体育系

列活动预告，15 项美食、文化、旅游、体

育特色活动敬待广大游客来“嗨”。

……

文化既是一种精神资源，也是一种

经济资源。金昌市不断丰富乡村文化

旅游业态，激活发展潜力。今年，御山

峡汉明历史文化景区、大沽政治部旧址

红色旅游景区被评定为 3A 级旅游景

区，大漠营盘生态休闲旅游景区被评定

为 2A 级旅游景区，金川区宁远堡镇龙

景村上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永

昌县南坝乡永安村和金川区双湾镇陈

家沟村成功创建为省级文旅振兴乡村

样板。陈家沟共享农庄、双湾镇文昌阁

维修等 7 个乡村旅游新（续）建项目顺

利实施，车辘沟石林、圣容泉瀑布等乡

村旅游景点被纳入全省精品户外运动

旅游线路产品向外发布。评选推出 42

家特色餐饮名店、10 家乡村旅游餐饮

示范点和 50 多个特色美食，开发特色

旅游商品 20多个、系列 110余种。推荐

甘肃元生爱特乳业有限公司、金昌市山

湾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0 家优秀文

旅商品企业的 40 种文旅创意商品入选

《甘肃省文化创意旅游商品企业名录》，

推动绵羊奶、沙漠茶、藜麦等特色乡村

文化旅游商品在景区、商超、星级酒店、

机场车站等场所设置销售点 30多个。

随着乡村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得到了更

好的满足。

文化铸魂，行稳致远。站在新的

起点上，金昌正执“文化”之笔，描绘底

色更亮、气质更雅、韵味更足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

文旅产业“旺”起来 乡村振兴迸发新活力

金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宣讲员蔺有勇为金川区

宁远堡镇白家嘴村村民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王莉

▲金川区在宁远堡镇举

办“逛宁远老街·赶周末大集”

“村 BA”邀请赛。（资料图）

金川区宁远堡镇龙景村。（资料图）

“红色文艺轻骑兵”送文艺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