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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写诗孩子们在写诗，，农民也做艺术家农民也做艺术家
文/羊城晚报记者 欧阳志强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让萝卜再大些，就像学校的
桌洞，让兔子住进去”“我们的友谊
仿佛两朵荷花”……韶关市翁源县
翁城镇乡村孩子们创作的诗歌，让
这座粤北小镇更富有童真与诗意。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翁城镇
蹲点采访了解到，翁城不仅是“诗
城”，它还有20位农民艺术家来当
乡村文化建设的“排头兵”，并经常
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展览。

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中，
翁城镇以打造韶关乡村文化振兴
专项试点为契机，以乡村文旅为重
点，大力培育乡村文化品牌，多措
并举打造“旅游+休闲+观光”三位
一体的翁城乡土记忆旅游景区，持
续推动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以乡村文化建设赋能“百千
万工程”，既富裕了村民，又改善了
乡村面貌。

“现在不少的乡村孩
子都喜欢电子产品，诗歌
居然可以把孩子们的兴趣
从手机电视上拉回来，收
回孩子们的心。”翁城镇
中心小学校长李伟灵说，
他 尝 到 了 诗 歌 教 育 的 甜
头，于是就把诗歌教育在
全校全面推开。没成想，
短短几个月，就在全校掀
起了一股诗歌热潮。

“最初是在小学四年
级两个班做试点，通过几
次的尝试以后，发现学生
们对现代诗歌很有兴趣。
有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以
前一回家就是玩手机或看
电视，现在回家居然主动
看书，研究诗歌怎么写。”
李伟灵说，乡村孩子对诗
歌的热情和热爱让他感到
既吃惊又兴奋。

李伟灵说，学生们写的
诗歌虽然还很稚嫩，但也很
特别，可有效激励学生们的
学习热情。在他看来，学生
们创作的诗歌入选《翁城孩
子的诗》，能让作为创作者
的学生感到自豪和鼓舞，也
能鼓励其他的学生会以身
边的创作者为榜样，投入到
学习和创作中。

为 了 更 好 地 推 广 诗
歌教育，学校开展了一系
列的活动，比如创作诗歌
课 堂 、朗 读 孩 子 的 诗 歌 、
听 诗 歌 方 面 的 讲 座 。 同
时，他们还把翁城孩子的
诗 推 向 整 个 小 镇 ，农 具
上、水塔上、溪流中、凉亭
里，让诗意散布于乡村的
各个角落。

在李伟灵看来，让乡村
孩子喜欢诗歌，接受诗歌艺
术的感染和熏陶，可激发起
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而翁
城把诗歌文化推向小镇各
大村落，让农民感知诗歌魅
力，让翁城四处有诗意，既
带动了乡村文化振兴，又推
动了乡村文旅产业建设发
展，相得益彰。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锴跃 图/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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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中的新玉都
作 为 一 名“85 后 ”青

年，林浩身上有众多标签：
大学生玉雕师、返乡创业
青年……今年 35 岁的他是
土 生 土 长 的 揭 阳 人 ，2011
年毕业于广东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展示设计专业。家
乡从事玉雕的人很多，林
浩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
大，耳濡目染中他对玉雕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几年前，这里的玉
雕师大多只有初中学历，
没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后愿
意回到家乡发展。”大学毕
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从事
玉雕工作，当时家里还不
太同意。在认真钻研几年
传统玉雕技艺后，林浩先
后创办了玉雕工作室及其
附属画室，集玉石作品创
作、玉石原料加工雕刻、玉
石成品销售和玉雕相关绘
画教学为一体。

“现在阳美玉都产业
不断提质升级，活力越来
越足。”谈及对近期玉都发
展变化的切身体会时，林
浩告诉记者，当地在大力
推进“百千万工程”中，不
断促进产业链的完备、对
电商行业的激励、加大人
才培育支撑力度等，使这
座“中国玉都”激发出新的
强大生命力。

“参与我们网络玉雕
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部分师兄弟在大城市闯荡
后也选择回到这里，揭阳
玉都的玉文化已经得到了
年轻人的认可。”在玉雕工
作 室 ，这 一 点 得 到 了 印
证 。 工 作 室 的 40 多 名 学
徒里，很多是刚毕业的大
学生，在这里雕琢自己的

“大师梦”。
“年轻人头脑灵活、点

子多，更能够创新结合流
行元素。”在林浩看来，“百
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将
给阳美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注入更多强劲的动力，将
吸 引 更 多 年 轻 力 量 的 加
入，为玉雕行业增添更多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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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阳美村：

时下的阳美村，也正在紧跟
着互联网催生的越来越多新潮
玩法的步伐。

“这块玉色泽透亮，品相好，是
收藏佳品，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记者来到玉雕高级技师林浩的工
作室，他正在进行着一场线上拍
卖，桌子前摆满了玉雕作品。和玉
都其他玉雕工作室一样，林浩的工
作室涵盖了从玉雕生产、人员培
训，到直播销售的各项业务。

随着近年互联网经济蓬勃
发展，消费需求迭代升级，很多
像林浩这样的玉器从业人员，都
开始积极探索破圈突围。“玉都”
集聚区目前已引进淘宝、快手、
抖音等电商平台落户，建立了珠
宝电商直播基地。过去阳美村
玉器的销售模式较为单一，新业
态有效地促进了玉产业从“以批
发为主”向“批发与终端销售相

结合”的转型。
新技术、新业态不断赋能阳

美村产业发展，需要更多人才的
支撑。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

“玉都”集聚区通过持续设立玉
文化人才驿站、建设中国玉都
（揭阳）产教融合基地、开办产业
人才培训班等途径，解决了玉文
化高层次产业人才以及新业态
发展急需人才的稀缺等问题。

今年 29岁的玉雕师刘钰纯
是人才驿站的“常客”，她经常来
参与培训课程。“人才驿站不仅
有玉雕专业课，还会教我们如何
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让我们受
益匪浅。”刘钰纯说。近期，她还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评到了助
理工艺美术师的职称。“以前不
知道可以申报职称，现在有了职
称以及其他各种支持和服务，创
作起来也更有动力。”

新业态、新人才、新玉都

推进玉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是当前阳美村寻求破圈发展
的重要抓手。

晚上 11 时许，位于阳美路
中段的“百分天光墟”内仍然人
头攒动。在数百个小摊位前，人
们挑货看货、讨价还价。记者现
场看到，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里，就有上百人进入墟市交易。

“天光墟”分早市和夜市，每场都
人潮涌动，当中既有专业的采购
商，也有游客，很多玉器爱好者
流连忘返。

“我们将继续深化以寻玉、
赏玉、购玉为主线的特色旅游
业”。夏怀书介绍，每年在阳美
玉都旅游景区举办玉文化节时，

都会迎来游客高峰。在推进“百
千万工程”中，当地将进一步完
善博览鉴赏、旅游观光、商务休
闲等功能，进一步打造“永不落
幕”的玉文化节，同时充分利用
4A级旅游景区“阳美玉都”和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村“阳美村”的
资源优势，向全国推出粤东潮汕
揭阳玉都的精品旅游路线。

为加快玉文化产业与文化
旅游发展，近期，占地 67 亩、投
资13亿元的揭阳缅商玉文化产
业基地已进入建设阶段。建成
后，将成为揭阳首个现代化玉文
化特色产业综合体。“过一段时
间再来看，这里又会有很多新变
化。”夏怀书表示。

文旅融合，玉汝于成

走进阳美村，道路两旁挂满
了以“玉”为主题的招牌，阳美玉
器市场、大世界翡翠城等不同商
业和产品定位的小商圈连线成
片。这里家家户户以玉石经营
为主，各种精美玉器琳琅满目，
客商、游客来来往往，十分热闹。

在阳美玉都花园市场内，“新
揭阳人”邱振海正在采买玉器。
邱振海早年在广州从事珠宝玉器
工作，现在已扎根揭阳从事玉器
经营生意。他向记者高兴地展示
刚刚淘到的玉器成品：“‘揭阳工’
名扬整个玉雕界，这里的玉器产

品有着很强的货源优势。”
“天下玉，揭阳工”。阳美村

经营玉器已有 100 多年历史，近
年已发展成全国重要的翡翠设
计、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
目前在“玉都”集聚区内有近
5000家商户，玉器设计和雕刻工
作室达到 300 多家，从业人员约
有 10 万人。作为一名因玉结缘
落户阳美村的玉器经营者，邱振
海说，这里完整的产业链吸引了
他：“以前在其他城市买玉、卖玉
还得奔波多地，现在阳美村的产
业链越来越完善，我们也在揭阳

安家了。”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推进，

阳美村锚定特色产业，正不断推
动玉产业的提质升级。揭阳产
业园玉文化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夏怀书，见证了近年阳美村玉产
业的发展。他表示，现在电商的
蓬勃发展，使得面向一般消费者
的玉器市场越来越大。阳美村
以前是以翡翠为主的加工基地、
批发基地，“现在，玉都不仅翡翠
出名，也逐渐成为全国白玉重要
的生产的加工基地，成为全国很
多电商供应链的供货地。”

“天下玉，揭阳工”

顾客可通过电子设计图预知雕刻效果

▲翁城孩子的诗被书写在镇上
的凉亭台柱上

人们在“天光墟”里寻宝

▶翁城镇中心小学每周一早上
升旗仪式后，全校师生都会在操场上
读诗歌

在阳美玉器市
场内，“奇、巧、精、特”
的玉雕作品让客商啧啧
称奇；玉器交易“天光墟”
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为这
座“不夜城”攒足了活力；
网络直播间中，玉雕师正
在详细地为观众介绍产
品，为自己的精美玉器
“带货”……

揭阳市揭东区阳美
村，是一个集玉器生产、
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玉器
专业村，素以“金玉之乡”
著称，是揭阳“中国玉都”
的核心商贸区。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在这里蹲点
采访了解到，当地在深入
推进“百千万工程”中，锚
定玉文化产业这一特色
产业，不断补齐产业短
板，探索破圈新路径，进
一步打造产业基础扎实、
综合实力雄厚、产业链完
善的“玉都”集聚区，促进
经济加速发展。

身 边 故 事编者按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
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
当前，广东各地各部门正认
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
署 ，深 入 实 施“ 百 千 万 工
程”，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
村，加快把短板变为潜力
板，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连日来，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派出多路由骨干记者
组成的报道组分赴全省各
地，深入践行“四力”，走进
县镇村一线现场，进行蹲点
调研采访，聚焦县域高质量
发展、乡镇功能持续增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城
乡融合发展等各个方面，立
体展现广东深入实施“百千
万工程”的有力措施、生动
实践、感人故事和扎实成
效，从今天起连续推出《到
一线去——“百千万工程”
蹲点报告》系列深调研报
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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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翁城镇中心小学看
到，早上8时，近3000名学生在
老师们的带领下齐声朗读诗歌《1
号粮仓的秘密》，孩子们的朗诵声
从四周响起，稚嫩而响亮。

今年3月，翁城镇中心小学
在韶关首次开展了乡村少年诗
歌讲习活动，至今创作诗歌作品
约2000首。学校精心挑选孩子
们创作的诗歌，结集成《翁城孩
子的诗》一书，并经常组织学生
朗读诗歌作品。羊城晚报艺术
研究院的王绮彤是诗歌课的主
讲老师，她经常带着同学们到户
外读诗写诗，很受乡村小朋友的
喜爱。

小诗人李炜明创作的《兔子
与萝卜》被选入《翁城孩子的
诗》，他说：“写诗很有趣，也很
有成就感，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想

象力，关注生活中的美。”
五年级语文老师赖瑜霖表

示，开展诗歌教育以来，她明显
感觉到课堂上充满了更多欢乐，
孩子们上课也更为专注。

不仅如此，翁城孩子的诗
还会被书写在农具上、投射到
水塔、放入溪流、贴于凉亭……

“让翁城孩子的诗无处不在”。
走出校园，孩子们的诗散布在
乡村的各个角落，让翁城镇成
为“诗城”。

翁城镇党委书记陈德道说，
诗歌教育能激发小朋友的天性和
灵性，也能丰富镇里群众的文化

“菜篮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
推进，翁城的诗歌讲习活动将进
一步推广，打造“南岭乡村少年诗
会”等诗歌品牌活动，让更多的孩
子接受诗歌教育。

把翁城打造成“诗城”
让乡村孩子的诗无处不在

听说，翁城镇有 20 位农民
艺术家。带着好奇心，记者在翁
城镇定南村坝子余村小组见到
农民艺术家余琼先，此时他正在
村里悠闲地晒着稻谷。余琼先
平时种水稻，做一些竹制手工
品。村里面建起了翁城农耕文
明艺术馆，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也让村子和他自己变
得更“艺术”起来。

今年2月，余琼先等20位翁
城镇的农民艺术家代表受邀参加
南海大地艺术节，被当代艺术震
撼。归家后，余琼先马上创作了
一件装置作品《粤港澳大湾区回
来后我的第一件作品》，可以说是
当代艺术首次进了翁城镇农村。

这一次与当代艺术“直面碰
撞”后，韶关市文联、翁城镇人民
政府、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和定

南村群众，共同谋划、创作出艺
术装置、农具、画作、摄影图片等
180余件新型农耕文明作品，融
入当地农民的真实生活场景中，
打造出国内第一座在地性和活
态化的农耕文明当代艺术馆，开
拓“共创型”艺术下乡模式。

“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它
就在生活中，就在身边。”参与其
中的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执行
院长张演钦说，将艺术注入乡
村，能带动小镇文旅、带动乡村
教育、带动翁城镇发展。

今年以来，翁城在推进“百
千万工程”中，大力培育壮大乡
村旅游。丰富的艺术元素和不
断完善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现在，坝
子余村小组建起了钓鱼场、艺术
餐厅，带动了村民增收。

挖掘农民艺术家
开拓“共创型”艺术下乡模式

走进翁城“1号粮仓”，记者看
到，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书画艺术展
览。在旁边的凉亭上，每根柱子上
都印着乡村孩子们写的诗，不时有
村民好奇地读着柱子上的诗。

作为翁城镇的文艺主阵地，
始建于1952年的国有粮仓变身

“1号粮仓”展馆，举办了客家古
诗词吟诵公益培训、“翁城八景”
主题展览等不少接地气的文化
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前沿
艺术熏陶。

陈德道介绍，翁城镇扎实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翁城试点建设
工作，串联“1 号粮仓”展馆、历
史文化展览馆、农副产品展示中
心、四个共享空间、文化公园等，
统筹 1个国家特级文化站、3个
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
（站）等资源，集群式构建起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综合体。

此外，翁城镇还深挖培育本土
非遗、书法、吟诵、摄影、采茶戏、舞
蹈等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和文化能
人，将群众参与创作的诗歌、书画、
艺术海报、艺术装置等作品巧妙地
布置在全镇的各个角落。镇村处
处是舞台，文艺氛围浓厚。

一批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
能人也来到翁城。目前已有不
少于 50 名艺术家、学者参与翁
城文化振兴工作，不少人收到翁
城“新乡贤”证书。

如今，翁城镇正深入实施
“百千万工程”，以打通文化下乡
“最后一公里”为目标，大力推进
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让现代艺术和文化
下沉到农村，与传统乡村文化相
结合，打造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活
动品牌，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
兴，推动镇域经济再上新台阶。

镇村处处是舞台
打通文化下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