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志愿者在畲族嶂背村教唱村歌《畲寨传喜讯》

一波波的“村歌热潮”引发
思考：博罗村歌为何而生、缘何
而兴？

作为岭南四大古县之一，
博罗是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的
交融地，东江文化、东坡文化、
东纵文化熠熠生辉，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

什么形式能够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一开始曾
考虑过多种民间艺术形式，如
客家山歌、大鼓、绘画、书法
等。”博罗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
谢文山说，但这些或多或少都
受到地域、技巧、设备等局限，
因此他们最后选择了村歌，“因
为歌曲大家都爱唱，而且随时
随地都能唱，老少咸宜，参与度
比较广，推广又方便。而且村
歌承载着村史、村情、村风，与

村民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更
能引起群众的情感共鸣。”

有了好想法，离不开专业文
艺志愿者的支持帮助。李雷介
绍，博罗县机关单位文艺人才、
音乐家协会等社会团体专家统
筹起来，组成“一村一歌”精品工
程建设文艺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们利用业余时间深
入田间地头、沉浸式采风，挖掘
风土人情和历史底蕴，让村歌
更贴近生活、贴近乡村。每一
个村在完成村歌创作后，还开
展相应的教唱活动。

“唱得很好，来，我们再练
习一遍！”村民受到表扬，忍不
住嘴角上扬，腰板挺直，排练的
热情更高了。这是发生在石坝
镇冷水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一幕，志愿者郑进城在给村

民彩排村歌。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村歌制

作完成不久时，很多村民还很陌
生，第一次村歌培训时，天下着
雨。他还有些担心，生怕他们

“打退堂鼓”。让他出乎意料的
是，一次就来了 20 多个村民。
第二次彩排村民们就能熟练唱
出歌词。后来郑进城才了解，很
多村民主动在微信群里看视频，
努力背下歌词。他感慨地说：

“村民的热情参与让人意外也让
人感动，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志愿者温西婷深有同感：
“排练时，有很多闻讯而来的村
民们都趴在窗户上认真地看排
练，也会随口哼几句。当唱到
优秀家风家训的歌词时，有的
婆媳俩会心一笑。我们也很开
心，村歌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观背村正在排练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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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已创作158首村歌，掀起“村歌热”

博罗“一村一歌”：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吴锦鹏
通讯员 博罗文旅 邓琳

每天晚上，惠州博罗
不少乡镇的文化广场都会
响起朗朗上口的村歌，成
为休闲娱乐的新潮流。

“村歌热”可以追溯到
2019 年，博罗创新开展
“村歌唱响新时代”一村一
歌乡村文化建设工程。三
年多来，全县158个村（社
区）的村歌创作已完成并
广泛传唱，近 60 个村（社
区）的村歌已完成初稿，力
争实现“村村有村歌，人人
唱村歌”的生动局面。

此前，博罗的“一村一
歌”入选了51个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
案例，为新时代在基层农
村如何打造高质量公共文
化服务平台、提供优质公
共文化服务作出了积极探
索。

“郭外东江奔入海，观背开
心迎客来……”站在700多年历
史的观背村保宁桥上，村民跟随
村歌旋律，载歌载舞，引来了不
少外来游客驻足观看，“好听好
看，朗朗上口！”吴女士拍手叫好
的同时，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作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观背村经常举行文娱活
动，村歌表演不仅成为了必不
可少的特色节目，还曾登上了
央视舞台。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音乐频道国庆特别节目
《音乐公开课——与新时代同
行》，18 名村民登台唱响村歌
《观背开心迎客来》，唱出了观

背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采，
表达了欢迎八方来客到观背
的好客之情。“很开心！很幸
福！”观背村党支部委员王春
娣告诉记者，能把村歌唱到央
视，村民们备感自豪。

在博罗，不需要华丽的灯
光，田间地头、村口树下，都是
舞台。“长乐人的坚毅扎根在这
里，大水源张开温暖的双臂
……”在石坝镇冷水坑村口，总
能看到“60后”和“10后”在一起
唱村歌《风光冷水坑》。徐鸿雪、
邓丽玲、邓运红、林丽通是村歌
演唱队的成员，因为要彩排，她
们索性把孩子带到了排练现

场。没想到音乐一响起，才五六
岁的孩子也跟着跳起来。

“参加活动唱、欢迎游客
唱、聚餐前唱，连走路都会哼几
句。”王春娣说，观背村歌几乎
人人会唱，“一村一歌”拉近了
村民之间的距离，大家交流多
了，氛围也越来越和谐。

观背村、冷水坑村是博罗
推行“一村一歌”的缩影。目
前，博罗县已完成158首“沾泥
土、带露珠、接地气”的村歌，
并得到广泛传唱。此外，还有
60个村已完成村歌创作初稿，
剩余100余个乡村社区的村歌
创作也已全面铺开。

藏在大山深处，嶂背村是一
个少数民族畲族村，村民不多但
大都还保留着使用畲语的传统。
2010年，畲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极度濒危语言”，在世界
上的使用者已经不足1000人。

“罗浮山下小山村，大山深
处走来畲寨人……”在“畲族传
统文化”公益课堂上，孩子们学
唱嶂背村独特的畲语村歌《畲
寨传喜讯》。在悠扬欢快的旋
律之下，童声尤显真挚动人。

“村民特别希望通过村歌
创作，更好地促进畲语及畲族
文化的传承传播。”博罗县音乐
家协会主席李雷介绍，为此他
们创作出畲语演唱版本，歌曲
中也保留有大量的畲族小调风
格，“我们尽力彰显了民族、民
俗、民风特色，这也是对地方传
统文化的一种抢救性挖掘。”

村歌的影响不止于此。乌
坭湖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黄文辉没想到，一首村歌
还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收益，
助力乡村振兴。

“惠州鸡七成出自博罗，博
罗鸡七成出自石坝，石坝鸡九
成来自乌坭湖。”这句话道出乌
坭湖村“养鸡专业村”的规模。

“乌坭湖好风光，红旗高高扬，
向着中国梦的阳光，奔跑在春
天路上。乌坭湖好风光，凯歌
高声唱，迎着新时代的步伐，再
创新辉煌……”村歌《凤鸣乌坭
湖》真实反映了乌坭湖村的现
状和美好的发展愿景，展现了
乡村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
发展。歌曲一经推出，得到广
泛传播，2020 年，村歌音乐电
视获评广东省“学习强国”短视
频大赛二等奖。

“这不仅提升了我们村的知
名度，还带来了不少客源订单，很
多人通过朋友圈购买，甚至有人
专门驱车来村里大批量购买。”黄
文辉说，村歌推出后的第二年，该
村获评全国特色产业亿元村。目
前，乌坭湖村发展并带动周边村
镇养殖农户逾3000家，四大企业
每年出栏数量1500多万只，年产
值5亿元以上。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
梅次第新”是苏东坡著名诗
句。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一
句“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
冰为魂”更是清新脱俗。这首
诗在罗阳街道梅花村村歌创作
中被巧妙引用，让梅花村更显
诗情画意。以村歌创作为契
机，当地还计划以梅花文化为
主题，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建设千亩梅花林。

老中青少齐上阵 从田间地头唱到央视舞台

抢救性挖掘地方文化 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厚植千年文化沃土 志愿服务全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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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学：
首届暨南大学
潮学颁奖仪式举行

3 月 19 日上午，首届暨南大
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
成果奖”颁奖仪式在广州暨南大
学校友楼举行，共评选出“潮学终
身成就奖”3 项、“潮学优秀成果
奖”8项。

仪式后还举办专家座谈会，
陈平原、陈春声、詹伯慧、吴国钦、
林伦伦等专家就“怎样才能把潮
学 研 究 做 得 更 好 ”主 题 展 开 讨
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
2021 年 9 月成立，致力于推进特
色地域文化发展，将努力建成海
内外潮州文化传承传播的重镇。

曲艺：
第五届广东省曲艺
大赛总决赛开锣

3 月 20 日下午，第五届广东
省曲艺大赛总决赛在东莞市道滘
镇开锣。本届大赛总决赛共有
108 个节目参与，涵盖十多个曲
种。一连四天，300 多位演员将
在道滘镇粤韵馆同台竞技，争芳
斗艳。

广东省曲艺大赛由原开办于
1998 年的广东省“曲协杯”曲艺
大赛更名而来，自 2007 年第一届
广东省曲艺大赛正式举办至今已
成功举办四届，是目前广东最高
规格、最高水准的曲艺赛事。

展览：
南北名家巅峰
对话“时代温度”

3 月 19 日，《时代温度——当
代中国画学术邀请展》在广东画
院盛大开幕。本次展览共邀请包
括历届中国美协主席团成员、中
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在内的 92
位艺术家，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佳
作汇聚羊城，展开一场有关南北
艺术的学术与技术巅峰对话，呈
现文艺界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
时代气象。

考古：
河南公布2022年度
五大考古新发现

3 月 21 日，“2022 年度河南省
五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公布，
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布局、郑
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安阳殷
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洛阳孟津
朱仓北朝墓、开封州桥及附近汴
河遗址入选。

文化交流：
49国驻华外交官
开启2023
“发现中国之旅”

3 月 21 日，2023 驻华外交官
“发现中国之旅”在京启动。文化
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与来自 49
个国家的 73 位外交官共同出席
活动启动仪式。驻华外交官“发
现中国之旅”活动由文化和旅游
部 主 办 ，自 2021 年 首 次 举 办 以
来，已有来自 68 个国家的 140 余
位外交官参与。

启动仪式上，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了 2023“发现中国之旅”十
大主题线路。接下来，各国驻华
外交官将走进广西、新疆、河南、
河北、甘肃、福建、浙江、海南八省
（区），深入大江南北、踏访绿水青
山，感受风土民情、感悟中华文
化。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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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非遗品牌大会”上，“非遗工坊”广受关注

传统手艺新传统手艺新业态业态，，激发乡村新活力激发乡村新活力

政策助力乡村“非遗+”新业态

“2023 非 遗 品 牌 大
会”于 3 月 23 日至 3 月 25
日在广州市文化馆新馆隆
重举办。大会广邀全国非
遗品牌、非遗工坊、非遗
传承人及专家学者等齐聚
一 堂 ，共 谋 非 遗 品 牌 发
展，共享非遗品牌建设经
验。

非遗工坊是本次大
会的重要板块之一，大会
设置了非遗工坊品牌展，
重点展示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家非遗工坊品牌及相
关成果。在此次大会的主
题论坛上，专家学者和各
非遗品牌负责人也围绕非
遗工坊等脱贫攻坚成果案
例，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一系列举措，正是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非
遗的活态传承、传播及产
业化发展的体现。广东在
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
过 程 中 ，也 借 助 非 遗 工
坊，发挥岭南乡村的独特
优势，开辟了非遗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的新路。

非遗工坊是指依托非遗代
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
非遗保护传承，带动当地人群
就地就近就业的各类经营主体
和生产加工点。近年来，国家
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各地依
托当地富有特色、具备一定群
众基础和市场前景的非遗资

源，因地制宜建设非遗工坊。
2018年，国家确定了第一

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
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

2022年 7月，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省乡村振兴局联合下

发关于开展非遗工坊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的通知，广东省正式
开始全面开展非遗工坊建设工
作。非遗工坊从初期的一种创
新性扶贫模式，逐步转化为助
力“非遗+旅游”“非遗+农业”

“非遗+产业”等“非遗+”新业
态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如今，我国各地已设立非
遗工坊 2500 余家，其中，1400
余家非遗工坊位于脱贫地区，
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展示展销
活动等，带动了当地群众居家
就业、就近就业，增强了当地
群众的文化自信，促进了当地
的乡风文明建设。

今年 2 月，文化和旅游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三部门公布了
66 个 2022 年“非遗工坊典型

案例”，涉及纺染织绣、食品制
作、雕刻塑造等多类非遗项
目，覆盖了 44 个脱贫县、5 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
全国 2500 余家非遗工坊的代
表，体现了各地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的经验成效。

广东是非遗大省，历来重
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
护。今年 2月底，广东省 2022
年度十大优秀非遗工坊建设案
例正式公布，包括梅州市光德

陶瓷烧制技艺非遗工坊、化州
市化橘红中药文化非遗工坊在
内的10家非遗工坊入选。

此次2023非遗品牌大会
非遗工坊品牌展，遴选并展出了
来自全国的 30 个非遗工坊品
牌，展现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
非遗品牌在助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展现
了广大非遗传承人和脱贫群众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创优争先的精神风貌。

在此次大会的主题论坛品
牌对话环节，几位非遗传承人
结合自身实践，围绕非遗品牌
的创新发展，非遗助力乡村振
兴等话题，分享了鲜活的案例。

青海刺绣行业协会会长苏
晓丽在论坛上介绍，“刺绣产业
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她介绍，青海成立
了青绣数字化总部，目前吸纳
当地140 家企业（工坊）入驻，
培养了将近40名工坊带头人，
培训绣娘 1500 人，直接间接
带动从业人员15万人（次），累
计实现消费收入2亿元。

河北衡水内画的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王自勇在论坛上提

到，自己创建的衡水内画非遗
工坊，自 2019 年以来，共举办
10 期衡水内画技艺传承创新
暨扶贫工坊培训班，国家级和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积极参与培
训指导，培训学员 1560 人次，
人均月增收约2200元。

论坛中的这场品牌对话由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主持，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文化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乡村，
进行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让非
遗回归乡村地区是必然选择。”
他认为，近年来，全国各地通过
加强非遗工坊建设，带动当地

群众学习非遗相关知识和技
能，在生产实践中推动当地非
遗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有效助力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弘扬，有力推动了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非遗工坊将非遗传承人、
非遗项目保护单位、非遗研究
者、设计者，以及相关企业结合
起来，共同搭建一个平台。非
遗工坊打造能与当代生活相结
合的产品。非遗传承人成为乡
村致富能手，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也推动了项目传承活力的
提升，帮助当地群众在就近就
业的过程中增进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宋俊华说。

全国共设立非遗工坊2500余家

祖传技艺 造福大众

搭建平台，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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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锋在展示化橘红压珠技艺

雪梅刺绣非遗工坊负责人传授刺绣技艺

在非遗工坊品牌展的展区
现场，一个手工刺绣工艺品展
位吸引了记者的眼球，虎头
鞋、虎头帽、花样繁多的荷包
……这是来自山西太原娄烦县
的雪梅刺绣非遗工坊展位。
在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非物
质文化遗产司发布的“非遗工
坊典型案例”名单中，雪梅刺
绣非遗工坊名列其中。

娄烦刺绣属于晋绣的一
种。“我的刺绣手艺是祖传的。
在娄烦当地，会针线活的妇女
很多。之前忙里偷闲绣个鞋
垫、绣副鞋面，也只当作个人爱
好，或互赠的礼物。从来没想
过还能为村民带来财富。”40
岁的娄烦“绣娘”尹艾仙是雪梅
刺绣非遗工坊的负责人之一，
也是太原市工艺美术大师。她
告诉记者，2019 年，她和姐姐
妹妹成立了雪梅绣坊，通过朋
友圈和网络直播开启了刺绣事
业，很快拥有了一批客户。

经过几年的发展，尹艾仙
三姐妹带领着300多名当地群
众，凭着一手好绣活实现了年
产值300多万元。她们还在当
地开设课程培训班，免费培训
当地群众近2000人次。

记者还在现场看到，来自
广东的三家非遗工坊品牌参加
此次展览。它们分别是广州市
百匠园非遗工坊的“罗洞工匠
小镇”品牌、化州市化橘红中药

文化非遗工坊的“橘星”品牌，
以及梅州市光德陶瓷烧制技艺
非遗工坊的“光德镇”品牌。

其中，化橘红中药文化非
遗工坊由化州化橘红李氏橘园
第二十四代传人、广东省化橘红
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李锋于
2009年成立。记者了解到，该
非遗工坊目前已拥有化橘红种
植基地1万多亩、化橘红生产厂
房15000平方米以及化橘红博
物展览馆、文化馆约1400平方
米。“通过非遗化橘红带动周边
致富”是李锋多年以来的愿望。

在李锋看来：“祖传技艺
只有应用到现代化大生产中，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造福大
众，才能更好地得到保护，并
发扬光大。”

李锋告诉记者，化橘红非
遗工坊采用“公司+基地+农
户”的运营模式，农民把土地
流转到企业，公司建立基地，
同时又返聘农户到基地工作，
给予工资。农民一方面获得
林地租金，另一方面又有稳定
的经济收入。另外，公司还无
偿提供优质种苗给农户，培训
农户种植养护知识和技术，提
高农户种植养护技能。

“目前，化橘红非遗工坊稳
定就业人数100多人，每到采摘
时节，能提供近800多个就业岗
位，带动化州当地6000多农户
种植化橘红致富。”李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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