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古城区束河街道龙泉社区
文明村的麦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自
然音乐会”吸引了数百名游客驻足。纳
西族传统打跳团队以歌声亮相，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共演，这场由禺
谷农场策划的活动，不仅展现了丽江
多元艺术碰撞，更成为艺术带动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

禺谷农场创立伊始，就尽可能保
持土地原有风貌，并依托自然地貌规
划发展区域，与周边雪山、麦田融为一
体。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运营
模式，不仅契合丽江生态保护的底色，
更吸引了都市人对“慢生活”的向往，
成为束河街道文旅版图中独具特色的
生态坐标。

“丽江是民谣、绘画、摄影等艺
术形式的热土，我们要留住这份艺
术气息。”禺谷农场负责人陶子说，
禺谷农场以“艺术旅居”为核心定

位，致力于打造集创作、旅居、展示、
教育于一体的艺术家聚集地。同时，
开辟展厅、剧场等公共区域，不定期
举办画展、电影展、音乐会等活动。

“早期计划整合丽江民谣音乐人资
源，为其提供创作空间，让艺术成为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今年“五一”假期，农场成功举
办首届麦田自然音乐会，邀请国内
音乐人驻场，由文明村村民组成的
纳西孃孃合唱团首次登台，演唱纳
西传统歌曲。舞台上，村民们以麦田
为背景，用原生态唱腔演绎民族文
化，与专业音乐人形成独特的艺术
对话。白天工作、夜晚排练，这种“艺
术+生活”的状态，让村民真正成为
文化传承的主角。

在禺谷农场的发展逻辑中，“村
民”始终是核心关键词。目前，农场
大部分用工来自文明村，每逢民俗

和节庆活动，农场都会邀请村民参
与演出并支付报酬。文明村村民和
琼芳对此深有感触：“一开始我们是
抱着新鲜好玩的态度来参加活动，
经过多次参与后，我们也了解到村
里人和禺谷农场其实是互进互促的
关系。因此，我们希望禺谷农场发展
得越来越好。”和琼芳说，参加活动
不仅增加了大家收入，更让大家的
日常生活丰富多彩。

据介绍，农场计划成立大地艺术
团，系统挖掘纳西族歌舞、手工艺等文
化资源，通过艺术培训、文创开发等方
式，将村民的文艺特长转化为可持续
的经济收益。“当艺术成为村民的‘第
二职业’，乡村振兴就有了永不枯竭的
源头活水。”陶子说。这不仅是一个企
业的发展计划，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
的创新实践。

本报记者李铁成通讯员刘文湘

盛夏时节的腾冲市和顺古镇，
水波荡漾、烟雨朦胧，雨滴落在荷叶
上的声音，成了夏天协奏曲中的美
妙音符。

和顺有崇文尚教、重视家风家训
的传统，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
的故乡。近年来，和顺镇坚持涵养文化
根脉，厚植文化沃土，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
乡村全面振兴“一池春水”。

立足古镇丰富独特的资源禀赋优
势，当地成立腾冲市和顺文化研究会，
统筹专家学者、老文化人、青年文化爱
好者等各方力量，深入挖掘当地传统
文化中所蕴藏的情、雅、趣、美、理等文
化特征和展现忠孝、诚信、励志、节俭
等优良家风传承的人物故事，打造了
和顺家风文化长廊、政德大道、思齐路
等集旅游体验、文化展示、学习教育于
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通过扫码收听、自助讲解等方
式，每年都有上百万人次游客和群众，
在参观游览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和顺的优秀家风乡风得以更好
更远地传承传播。”和顺镇党委委员郭
兆坤说。

为培育和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弘
扬时代新风，和顺镇连续 9年开展“最
美和顺人”评选活动，选树了一大批古
镇保护、文化传承、敬业奉献、敬老孝
亲等方面的典型。组织先进典型进机
关、进村寨、进学校、进企业宣讲，让身
边好人现场讲述自己的故事，用身边
榜样激励更多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树良好风气。

2024年 2月，和顺古镇景区晋升
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和顺镇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依托和顺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创新多元场景拓宽文旅
内容体验。推出“别样年味在和顺·春

节狂欢”等系列节日主题活动和《玉出
腾越》沉浸式庭院剧等“演艺+旅游”新
体验；打造“小状元成长记研学游”“小
小讲解员”等以和顺家风文化为主题
系列研学体验活动；以藤编、甲马、古
法造纸、皮影等非遗技艺为灵感，设计
了团扇、背包、书签等 50余种文创产
品，广受游客喜爱。

2024年，和顺镇累计接待游客130
万人次、拉动涉旅消费5.2 亿元，与
2019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58.53% 、
329.75%。文旅产业的发展，托起了群
众增收“金饭碗”。

郭兆坤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文
化体验成为和顺古镇旅游新宠，单日
最高接待游客数超过1.9万人次。许多
游客前来感受边陲古道的历史韵味，
触摸古镇的厚重历史，领略独特的人
文风情。

本报记者李建国

腾冲和顺古镇：涵养乡风深耕文化沃土

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六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
单中，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大麦地
镇的“陀螺王子”木天光入选。他带领
的陀螺团队在“云岭石榴红”邀请赛上
斩获冠军。

陀螺文化在大麦地镇有着深厚的
历史积淀，它不仅是一项传统体育竞
技活动，更是当地极具代表性和传播
力的文化符号。在木天光的带动下，大
麦地镇已有 4名县级打陀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一项老少皆宜的民间运动，
打陀螺跨越民族、性别和年龄的界限，
成为沟通乡邻、增进认同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大麦地镇积极探索“传统技
艺+现代创新”的非遗传承路径。通过
制作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获得数十万
次曝光，让彝族刺绣（堆绣）、小豹子
笙、四弦舞、底土粑粑、邦三红糖等 14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走进大
众视野。

大麦地镇改造底土绣坊，组织绣
娘开发绿孔雀、虎文化、红烛主题文创

产品，并围绕邦三红糖设计“萌宠”造
型，让传统手工艺产品既有文化内涵，
又富市场竞争力，让指尖技艺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大麦地镇还将进一步挖掘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少年宫、非遗工坊等阵地，
常态化开展非遗传习活动，形成老带
少、少传新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非遗
保护、传承与创新协同发展，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段晓宇通讯员尹文娟

5 月 24 日，一场以“光的声响”
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在曲靖会泽白雾
村拉开帷幕——先锋会泽白雾书局
正式启幕。这座由先锋书店携手当
地精心打造的文化地标，以多元艺
术形式为纽带，为白雾村注入源源
不断的文化活力。

先锋会泽白雾书局占地 2195平
方米，其改造设计出自普利兹克建
筑奖得主刘家琨之手。书店轮值董
事长张瑞峰介绍，会泽是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白雾村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村，文化底蕴深厚。在此背景下，
书局希望打造当代人文建筑，而长
期深耕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经验的
刘家琨，无疑是书局设计师的最佳

人选。
白雾书局的诞生充满巧思。它

脱胎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念，
在会泽白雾村废弃粮仓的基础上，
设计时巧妙保留夯土墙，创造性地
植入竹钢结构，并在间隙种满爬藤
植物，让建筑与自然、历史、当代完
美融合。

书局内，最有特色的当数 8米书
墙背后的空间实验。一条红砖密道通
向半开放式阅读区，透过 3个金色墙
洞，坝子尽头绵延的稻田尽收眼底。
这种“窥视”设计，暗合《爨宝子碑》
野、蛮、怪的美学特质，使读者在翻阅
《爨文化史》时，仿佛能穿越时空，望
见两千年前的文明现场。24小时开放

的诗歌花园同样别具一格。红砖诗歌
座椅错落有致，置身其中，仿若陷落
于黄金怀抱。拾级而上，白雾坝子的
美景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俯行
而下，面对红墙，又会产生一种仪式
般的庄重感，延续了粮仓广场的公共
基因。

先锋会泽白雾书局的落地，是先
锋书店“乡村文化计划”的重要实践
成果。选址白雾村，不仅因其作为“铜
商古道”节点的重要历史价值，更希
望借助书局这一载体，将先锋的人文
精神与乡村的自然哲学相融合，打造
集阅读、展览、讲座、艺术体验等功能
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

本报记者张雯

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随着
中老越国际风情街开街，以“三国烟
火·寻味界碑”为主题的首届界碑村乡
村文化旅游节和苗族花山节活动拉开
帷幕，地处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
处的康平镇界碑村热闹了起来。特色
集市烟火飘香、芦笙舞乐婉转悠扬，身
着盛装的苗家儿女、慕名而来的游客，
还有老挝、越南的民间文化交流团队
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这个边陲小村火
热激情。

而界碑村的蝶变故事还要从20多
年前说起。

“以前在老家昭通大关，我们祖祖
辈辈生活在大山里，住的是土坯房，走
的是泥巴路，一年到头就靠几亩包谷
地生活。”60岁的村民王福文站在自家
门口，望着眼前干净整洁、熙熙攘攘的
街道感慨地说，2003年，作为易地扶贫
搬迁户，王福文一家和其他200多户村
民跨越 1000多公里，从昭通大关县搬
迁到了普洱江城县。村委会门口的几
幅墙绘生动还原了这段历史。从搬迁
安置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一栋
栋楼房盖起来了，水泥路修到家门口，
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用上放心电，生
活越来越好。

活动期间，王福文主动承担起了
“百家饭”环节的现场指挥，上菜、添
饭、收桌、洗碗，数百人的用餐，在他的
调度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党和政府
关心我们，把村庄建得这么漂亮，还把
活动办到了‘家门口’，作为一名党员，
客人来家里做客，我理应出一份力。”
王福文自豪地说。

“尝一尝，这是我的拿手菜椒麻
鸡，好多年没做了。”村民姚元会的凉
菜摊前围满顾客，两天的时间就卖出
了8000多元。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姚元会给村民打了个样：“村里号召大
家来出摊，我们党员都不带头，老百姓
怎么会跟着干。”炸洋芋、豆花、腊猪
脚、昭通天麻，大家纷纷拿出自家特产
和拿手好菜，在家门口做起生意。

界碑村毗邻勐康口岸，过去村里
人守着国门口岸的区位优势，却只是
把老家的劳作方式照搬了过来，“只会
种地”是老一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产业单一、收入不稳，年轻人都纷纷往
外跑。要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什么、怎
么发展成为了摆在市委组织部派驻界
碑村驻村工作队面前的一道难题。他
们带领着村干部到楚雄、西双版纳，以
及贵州等地考察学习，并结合村庄实

际情况分析研究，最终确定“特色农
业+边境旅游+边贸服务”的发展思路，
为村庄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口岸慢
慢发展起来了，村里就配套搞旅游、搞
服务，收入也不比在外打工少。”返乡
创业的大学生小王说。他租下了村口
的门面，白天跑网约车，晚上经营小酒
馆，游客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纯正的老
挝啤酒。

夜幕降临，风情街灯火璀璨、歌舞
欢腾。百姓大舞台上，苗族舞蹈《蜡染
飞花》、老挝歌舞《欢庆傣家六月节》、
越南歌曲《大山》等节目轮番上演。江
城多雨，但淅沥的小雨也没能阻挡村
民和游客观看演出的热情。“这次的
活动让更多人知道了界碑村，也让大
家看到了村庄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界碑村党总支书记赵时明一边看节
目，一边兴奋地说，今后要以这样的
乡村节庆活动为牵引，持续探索农文
旅融合发展路径，深入挖掘中老越特
色风情文化，打响“三国烟火·寻味界
碑”农文旅品牌，把界碑村打造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边境幸福村，带领更
多群众增收致富，书写兴边富民的新
篇章。

本报记者胡梅君通讯员江组轩

江城界碑村：“三国”烟火点亮边境村寨

润乡村

丽江禺谷农场：艺术碰撞带火乡村文旅

先锋会泽白雾书局：文化空间汇聚乡愁新知

双柏大麦地：陀螺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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