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万峰青未了，天半入斜阳。”在

清代客家大才子温训笔下，梅州五华龙
村镇琴江悠长、青山绵延。因此，他以
“登云山人”为别号，可见故土情深。

《长乐县志》记载，龙村镇原为“龙
玉湖约，在县西南一百六十里。东界梅
林，西界阳坪、南洞，南界南洞及陆丰，
北界阳坪”，地处梅州五华县最南端，毗
邻河源紫金、汕尾陆河，面积349.1平方
公里，是梅州市第二大乡镇，聚居着龙、
白、温等十多个姓氏，向来是交通枢纽、
人文荟萃之地。

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龙
村镇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广东省文联、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广东画院派驻的驻镇帮扶工作队
（以下简称“帮扶工作队”）进入龙村以
来，围绕乡村振兴“五个提升”履行“八
项职责”，谋划和推动产业项目，发挥组
团单位文化文艺资源优势，挖掘当地文
化资源禀赋，打造了“艺术乡建·乡见未
晚”系列活动，以文化为乡村“铸魂”，探
索“文化+”乡村振兴新模式。

书香浸润心田，文化走
进乡间。今年 4 月 23 日，
一场主题为“乡见·阅读 让
世界倾听龙村声音”的读书
活动在龙村镇潭溪村瞭望
山·舍举行。不大的房间
里，孩童的琅琅读书声、大
家手捧书翻页的沙沙声与
窗外的虫鸣声汇成悦耳的
乐曲，从房屋向外散开到更
远处……

“以文化艺术赋能乡
村，用美育润化乡村，就是
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广
东省文联派驻的帮扶工作
队员兼潭溪村第一书记王
宏芳说，举办阅读活动是为
了让当地的村民老少一起
阅读、一起分享、一起感受
书香之美，并以此传承和弘
扬优秀文化，涵育乡村的文
明新风。

此后，在广东省文联、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东画
院等单位的共同组织下，

“乡见·龙村青年摄影队成
立仪式暨庆祝五四青年节”
主题活动在潭新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举行，民建中央
文化委员会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小组成员、自由公益摄
影人王昆华为青年影友举
办“如何拍好农产品”公益
讲座。王昆华说：“从乡见·

阅读到乡见·摄影，我看见
了乡村青年真诚的一面。
观察几位返乡青年的文化
振兴工作，体会颇多，青年
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带来
了清风。”

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
会带领广东红色文艺轻骑
兵到龙村开展惠民演出活
动，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
各级文艺志愿者同台演出，
为乡亲父老奉上了一场丰
盛的“精神文化大餐”。由
省文联、省曲协、省杂协共
同主办的“广东曲艺专场省
内巡演”第四站也走进了龙
村，受到群众的欢迎，反响
热烈。村民黄阿姨说：“我
们特别幸运，特别有眼福，
经常有机会在家门口看到
省城来的大戏。现在物质
生活好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也能跟上了。”

据了解，帮扶工作队进
驻龙村以来，几乎每周、每
月、每季都有不同形式、内容
丰富的活动，极大推动了当地
的文化建设。帮扶工作队还
邀请音乐家创作了以龙村
镇、龙狮湖旅游区为主题的
歌曲《龙村龙在飞》《相约龙
狮湖》，宣传龙村优美的自
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
助力龙村发展生态旅游。

“柚子的销售直接影响柚
农的收益，我们要多花点功夫
帮助他们。”眼下正是龙村三
红柚上市的季节，羊城晚报报
业集团派驻的帮扶工作队队
员兼水南村第一书记杨麒和
帮扶工作队队员郑乃旺也忙
碌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深入
柚园，与柚农交流今年柚子的
销售形势，帮忙联系客户。

三红柚是龙村镇的特产
之一，种植面积超过 1 万亩，
年产量 300 多万斤。龙村三
红柚虽然品质好，但地处山
区，品牌不够响亮，销售渠道
比较单一。于是，2021年 9月
在帮扶工作队的助力下，龙村
镇政府举办了金柚丰收节，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通过羊城晚
报头版和专题、羊城派客户
端、金羊网页面宣传等展开全
媒体报道，开展直播带货，结
合其他省市县主流媒体的报
道，有效助力柚子销售。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
充分发挥羊城晚报文化大报、
民生大报的优势，对龙村镇的
生态、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报

道，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盼愁的
事情，加快推进龙村的乡村振
兴。”杨麒告诉记者，龙村镇有
龙狮湖、天然石臼、登云嶂等
生态资源，还有500多年历史
的“寿相第”、保存完好的留畲
人民会堂、乡级苏维埃政府旧
址“文高公祠”、象征人文鼎盛
的“文昌塔”等，这些得天独厚
的资源经过挖掘和宣传后，将
进一步推动龙村镇旅游产业
的打造，形成乡村振兴的美丽
富民产业。

在帮扶工作队的推动下，
宣传龙村镇的力度可谓“空
前”。据统计，目前有关龙村
镇的宣传报道在国家级平台
发出的有 21 篇、省级 90 篇、
市级 16 篇、县级 27 篇、镇级
45篇。在强有力的宣传推广
氛围中，龙村越来越被世人所
知，龙村的乡贤企业家回乡支
持家乡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龙村硝芳的一位外出乡贤企
业家，看到镇村发展得越来越
好，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家乡硬
件建设，同时欣然答应支持成
立奖教奖学基金。”杨麒说。

美术工作是文化建设、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
让美术在新时期乡村振兴和
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更好作
用？今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
由广东省文联、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广东画院等联合主办，
广东画院理论研究室组织承
办的“乡村振兴 美术同行”座
谈会暨采风写生系列活动在
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举行。

活动中，广东画院、梅州
美协、五华美协画家组成的团
队深入到龙村琴江河畔、金龙
村、梅蓄项目、梅蓄新村等地
进行实地采访写生，交流创作
心得。每到一处，画家们选好
角度、摆好画夹，画笔沾满水
墨和油彩，将龙村镇乡村的田
园风光、山川河流、人文景观
定格在纸上，形成一幅幅极具
艺术价值的画作。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一环，艺术、美术作为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缺
位。”广东画院副院长、省美协
副主席冯少协表示，新时代的
美术工作者应更好履行时代
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以文化

人，以美育人，以画感人，积极
参与、主动介入乡村振兴的伟
大事业中。

“乡村题材，从古至今都
是画家创作的重要内容，特别
是新时代的乡村，更具时代符
号和气息，这无疑为中国画笔
墨当代性探索提供了重要的
实践途径。”广东画院理论室
主任刘三齐说。广东画院专
职理论家卜绍基则认为，可通
过“文化艺术+”或“+文化艺
术”等手段发掘利用龙村的文
化资源，实现乡土文化的自我
创造、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
通过文化艺术的赋能，促进龙
村文化振兴。

“广东画院有着悠久历史
和优良传统，无论是在脱贫攻
坚时期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
都积极参与、努力贡献。我们
组织画家和美术工作者来到
龙村，发现美、画出美，也向乡
村的孩子送上美术课程，扩宽
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审美
情趣。”帮扶工作队员、广东画
院工会副主席张萍表示，将会
进一步发挥画院的优势和资
源，推动龙村的乡村振兴工作。

“龙村龙在飞！美丽山水
画，我在家乡等你来，相约文昌
塔……”五华县龙村镇的大街
小巷，放学归来的学童，都在传
唱着这首有点“魔性”、过耳不
忘的乡村振兴主题原创歌曲。

这是工作队邀请省内知名
词作家叶方义、优秀青年作曲家
连向先到龙村镇采风创作，青年
高音歌唱家、广东省文艺志愿者
协会主席团成员李白、理事张朝
夕伉俪倾情演唱的乡村振兴原
创歌曲《龙村龙在飞》。

一年前，工作队刚进驻龙村
镇，出于宣传文化单位的职业敏
感，专题调研乡村文化建设后发
现，镇里文化场所和文化设施
少，公共文化活动少，配套设施
有限，既不能满足丰富村民文化
休闲生活的需求，又不能满足普

及生产知识的需求。工作队三
家组团单位有着丰富的文化文
艺资源：省文联有戏剧、电影、
电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
摄影、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
艺评论和文艺志愿等13个省级
专业文艺家协会；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拥有“五报”、“两刊”、两
网、“一端”、一出版社，以及羊
城创意产业园等 32 家子公司；
广东画院则是省属从事专业美
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公益性文
化事业单位。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
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既能为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哺育和支
撑，也是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
兴的路径和抓手。于是，在组
团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工

作队发挥集体智慧，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为阵地，以“艺
术乡建·乡见未晚”为主题，以
培养本土文艺人才为目标，精
心设计活动项目，广泛联系社
会力量，组织策划举办了一系
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基层
文化活动。

“李队，我们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里连一台钢琴都没有，
老人文化活动中心平时活动缺
少乐器，搞活动还要到外面借，
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在
了解到镇里为数不多的文化场
地“缺衣少食”后，我多次向单
位反映，省文联领导亲自带队
到龙村镇实地调研了解基层群
众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协调相
关单位筹集资金共 49 万元，用
于升级完善龙村镇新时代文艺

实践所基础设施、改善潭溪村
教育和公共文化项目、设置潭
溪小学“影视小屋”、资助潭溪
村古祠堂及周边文体广场升级
改造等。

有了文化载体，就要有鲜
活的文化内容。在工作队积极
争取下，2021 年成功申请把龙
村镇列入省文明办指导的省市
县三级文艺工作者挂点联系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的试点
镇。邀请女高音歌唱家李素华
到龙村硝芳中学开展校园声乐
培训，市、县书法家开展“翰墨
龙村”书法作品展暨书法培训；
联系省文联书画家和省摄影家
协会到龙村镇开展乡村振兴主
题书画创作和摄影采风创作活
动 ；举 办“ 龙 村 文 化 公 益 课
堂”——广东曲艺名家进校园活

动、《羊城晚报》名师团走进硝
芳中学新闻创作知识讲座；联系
浙江大学支教小分队、客家大学
生支教团队、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3 支队伍在龙村镇开展乡
村公益支教暨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提升乡村儿童文化素养，丰
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

文化振兴，人才是关键。
工作队发挥帮扶单位资源优
势，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不断培养、优化龙村文化人
才队伍，为龙村镇文化振兴提
供人才支撑。2021 年选送 4 名
龙村镇、村基层文艺骨干赴东
莞、2022 年选送 5 人赴中山，参
加省文联组织举办的文艺人才
培训班，进行系统理论学习和
文艺培训。支持乡村文艺“两
新”人才返乡创业，联系《中国

艺术报》记者对龙村镇“瞭望
山·舍｜文化工作室”3 位合伙
人致力乡村儿童素质教育的奋
斗历程进行了报道。

“龙村龙在飞！天大地也
大，共同富裕幸福梦，一路又出
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
挥组团单位优势，大力推动优
秀文化资源下沉，继续开展文
艺志愿系列培训，推动新时代
文艺文明实践基地建设，推动
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向乡村
延伸，开展城乡“结对子、种文
化”传帮带活动，提高乡村文化
工作者专业技能，壮大文化工
作队伍，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李志征：驻镇帮扶工作队
长、广东省文联机关党委（人事
部）专职副书记（主任）、机关纪
委书记）

五华龙村镇由原来的龙
村、登畲、硝芳三镇合一，奇
山秀水，人杰地灵。无论是
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都特
别丰富，极具文旅价值。

先河村天然石臼

先 河 村 因 先 水 河 而 得
名，深山中有一狭长山谷，河
床岩石上有近 300 米长连片
天然石臼。这些石臼呈椭圆
或半圆，还有穿石，是由水流
冲刷和小气候降雨打磨石头
而成，历经近千年。

宫前村寿相第

“寿相第”建于明朝嘉靖
年间，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
史，是邹潜斋的故居。邹潜
斋乐善好施，捐粮赈灾，重视
教育。为此，明世宗恩封其
为“义寿相”，“寿相第”因此
得名。“寿相第”有四个非常
奇 特 的 现 象 ，即“ 字 画 不 褪
色，铁不生锈，瓦上无片叶，
室内无蜘蛛网”。

留畲村人民会堂

留畲村人民会堂建成于
1969 年 ，原 来 是 一 座 称 为

“社墩”的庙，也是当时农民
协 会 会 员 的 联 络 点 。 留 畲
村革命烈士温连青 1926 年参
加革命，1928 年在龙村被敌
人逮捕杀害，村民为了纪念
他，投工投劳在原址上改建
了“人民会堂”。后来，电影
放映和文艺演出等文娱活动
多在这里举行，人民会堂承
载了人们红色和旧时记忆，
现已得到修缮保护。

睦贤村文高公祠

文高公祠始建于清初，
结构为砖墙琉璃瓦建筑，正
面 瓦 顶 有 一 对 陶 瓷 制 成 的

“双龙戏珠”，平日里作为村
民的祭祀场所。1928 年 1 月
6 日，睦贤乡苏维埃政府成
立，这是第一个在五华成立
的乡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
府。从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
立，睦贤村有 16 名“革命烈
士”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该村于 1957 年被广东省人民
政府评为“革命老区”。

潭溪村文昌塔

2009 年动工，2012 年建
成，楼高九层，由乡贤们捐资
建成的文昌塔，既是表明龙
村以往的文风鼎盛，又激励
后人读书上进，如今是龙村
镇的新地标。登塔远眺，龙
村村落美景尽收眼底，稻田、
炊烟、山峦、河流，形成一幅
独特的乡村田园风光图。

黄畲村龙狮殿

龙狮殿自然保护区位于
北回归线上，如今已变成有
大湾区“充电宝”之称的梅州
抽水蓄能电站所在地。龙狮
殿自然景观奇特、生态非常
优美。相传南宋末代皇帝赵
昺曾想在此建都，叠建了宫
殿 墙 基 ，后 来 又 弃 此 而 逃 。
当地百姓为纪念此事，把该
地称为“龙狮殿”。温训有诗
记述：“铁嶂蓄阴冥，龙狮扣
殿扃。居人排虎栅，牧笠听
牛铃。海气无边阔，云容不
继青。当年文信国，奔逼此
曾经。”

结对子 种文化 助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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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村镇潭溪村文昌塔 赵敏 摄

工作队员帮柚农挑柚子 帮扶工作队供图

画家在龙村写生创作 黄伟哲 摄

广东省文联、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广东画
院派驻的驻镇帮扶工
作队进入梅州五华龙
村镇以来，打造“艺术
乡建·乡见未晚”系列
活动，探索“文化+”乡
村振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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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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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观
察

演出活动现场 帮扶工作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