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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文艺爱好者的据点，
却在村民中走红了

说到丹棱县的民间众筹文化院

坝，就不得不提王作平。王作平，桂

花村村民，从小热爱文艺，性格开

朗，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请他主持，积

累下好人缘。“当年我们几乎没有啥

文化活动，平时挺累的，生活挺枯

燥。”王作平说，当初办起文化大院，

就是为了解闷开心。于是，将自家院

坝改造成了舞台，添上购置的简单

设备，王作平的家成了村里文艺爱

好者的据点。

“当时大家都穷，道具基本靠自

己做。”王作平表示，文艺爱好者里

有木匠、裁缝，敲敲打打缝缝绣绣，

一件件道具倒也用得顺手。唱完歌

跳完舞，大家还“打平伙”吃饭，这家

拿点青菜，那家拿点腊肉，因为生活

实在不富裕，有时候还得拿柴火，这

就是众筹文化院坝最初的模样。

渐渐地，来作平文化大院搞活

动的人多了，有的给节目出谋划策，

有的上台演出，有的拉拉家常，大伙

就图个热热闹闹。众人拾柴火焰高，

作平文化大院出品的节目质量越来

越高，每逢演出，总有十里八乡的乡

亲慕名而来，大院在丹棱火了。

好的尝试成了样本，政府
总结经验、推广模式

作平文化大院火了，每逢节庆

活动，大家总想邀请王作平团队

来“扎场面”。不少村民羡慕又期

待：“要是我们村也有这样的文化

大院多好，要是我们也能登台表

演多好！”

由此，丹棱县文化主管部门意

识到，作平文化大院的“走红”绝非

偶然。近年来，丹棱县因地制宜调整

产业结构，以“不知火”为代表的晚

熟柑橘产业迅速发展，农民告别传

统水稻种植等繁重体力劳动的同

时，钱袋子也鼓了起来。2017 年，丹

棱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

1.7万元。

有了钱也有了闲，农民追求精

神文化生活顺理成章，跃跃欲试想

要建类似文化大院的村民越来越

多。然而，全县只有一个王作平，文

化大院该怎么建、文化活动该怎么

搞，大家一时也想不出办法。

为此，丹棱县对作平文化大院

的缘起、发展等做了深入调研，正式

提出了“众筹文化大院”概念。从

2015 年开始，以作平文化大院为蓝

本，在全县引导民间众筹文化院坝

建设。同年，“引导民间众筹文化院

坝建设”入选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争取项目奖补资

金 300万元。丹棱县出台了《关于开

展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项目“眉山市丹棱县引导民间众筹

文化院坝建设”的实施意见》《丹棱

县民间众筹文化院坝建设标准》等

文件，在县里大力推广众筹文化院

坝模式。

据介绍，所谓众筹，包括众筹活

动场所，引导农民拿出自家住房和

院坝改造为舞台，引导企业开辟专

门的文化活动室，面向公众免费开

放；众筹设备和资金，引导群众和爱

心企业为文化院坝捐赠音响、乐器、

道具、服装、图书等各种设备设施；

众筹文艺活动，引导各类文艺人才

和文艺爱好者免费为文化院坝创

作、编排文艺节目，引导各类艺术团

体免费参与文化院坝组织的演出活

动；众筹管理和服务，引导农民积极

参与文化院坝的管理和服务，使每

个文化院坝都有人数不等的文化志

愿者队伍。

众筹的大院精准击中了百姓

文化需求的痛点，一大批扎根乡土

的文化能人被发现激活，社会力量

众筹办文化项目如雨后春笋。截至

2018 年底，300 万元的政府奖补资

金 已 撬 动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3600 万

元，丹棱县民间众筹文化院坝达

100 个。

各具特色的大院，不仅丰
富了文化生活，也带动了产业
发展

“我们的演员和观众，绝大多数

还是 40 岁以上的村民。”王作平坦

言，作平文化大院是传统综合性文

化院坝，其节目形式和风格存在与

年轻人脱节的问题。如何吸引年轻

人的关注和参与？对于文化大院面

临的“断代”问题，县里的德祥文化

大院做了一些探索。

这个位于张场镇小河村的文化

大院里不仅有传统的舞台，还有年

轻人喜爱的卡拉OK厅，配上电脑和

无线网络，成为村里老少茶余饭后、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创办人文德祥还想做些其他尝

试。他敏锐地察觉到商机，将文化大

院和水果专业合作社有机融合，借

助自家文化大院的知名度，打开合

作社的市场和销路。果不其然，前来

接洽水果供销兼参观文化大院的客

商络绎不绝。2017 年，合作社销售

“不知火”等晚熟柑橘收入达 600万

元，合作社社员户均增收超 6万元。

文化大院助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带来的收益又反哺文化大院，这样

的良性循环使德祥文化大院更具活

力与朝气，也将一批新生代年轻农

民聚在了一起，齐心协力发展产业，

群策群力开展文化活动。

德祥文化大院“文化+产业”的

模式是丹棱县众筹文化院坝创新打

造“文化+”的新模式。在德祥文化大

院的带动下，丹棱民间众筹文化大

院纷纷因地制宜融入当地元素，形

成综合型、专业型、文旅结合型等各

具特色的文化院坝：金藏唢呐文化

大院将农村唢呐爱好者聚在一起，

峨山老窖白酒文化大院无缝衔接了

当地白酒酿造产业，盆景园文化大

院聚焦乡村旅游……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丹棱县

相关负责人说，县里每年都会举办

“不知火”采摘文化节，开幕式文艺

汇演的节目都从众筹的文化院坝中

择优选取，“刺激了文化院坝的创作

热情，为农民提供了展示舞台，还促

进了产业发展。” （据《人民日报》）

禁放烟花爆竹、文明出游、阅读

过节、文明餐桌……在广东佛山，随

着市民文明素养不断提升，今年春

节期间，大家在营造热闹节日氛围

的同时，更加注重绿色、文明过节。

禁放烟花爆竹 绿色文明
引领新年俗

又到一年春节时，很多人为了

营造过年氛围，会买烟花鞭炮来燃

放，表达吉庆欢乐之情。但燃放烟花

爆竹在增添节日喜庆的同时，也带

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对此，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倡议

书，倡议市民从自身做起，拒燃烟

花，严格遵守禁燃烟花爆竹法律法

规和当地政府规定，在禁燃区不燃

放烟花爆竹，以实际行动保护生态

环境。同时，倡导新风，鼓励市民坚

持勤俭节约、移风易俗，以电子爆

竹、喜庆音乐、悬挂灯笼、摆放鲜花

等更安全、更环保的方式庆祝佳节，

营造文明、守法、低碳、环保的生活

新风尚。

据了解，佛山为禁放烟花爆竹

城市，相关法规规定，禅城、南海和

顺德全区，以及三水中心城区、高明

荷城街道行政区域内，未经许可，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

违规燃放者，可处100元以上500元

以下的罚款。

阅读过节成风尚 书香贺
岁年味浓

“春节假期外出旅游的人太多

了，景区人山人海，还不如待在佛

山。”2 月 10 日，禅城市民刘女士表

示，春节假期，除了亲戚间相互拜

年，一家人还去佛山市图书馆祖庙

路分馆看书，参加了好几场有关年

俗的阅读活动。

春节假期，很多佛山人选择到

图书馆看书，参加阅读文化活动。佛

山市图书馆提供的数据显示，春节

假期（大年三十至年初六），佛山市

图书馆主分馆（含两个自助馆）进馆

人流量达到 34150 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加 10210 人次，增长 43%；图书

外借量 21871 册次，比去年同期增

加2091册次，增长11%。

文明出游蔚然成风 节俭
观念深入人心

整齐的购票队伍、和谐的游览气

氛……春节假期，景区游人如织。尽管

游客众多，但景区卫生状况良好，秩序

井然。“近些年人们的文明意识不断提

高，乱丢垃圾的现象少了，我们清扫起

来也容易多了。”环卫工人燕姨表示，

自己和扫把、垃圾桶一起坚守岗位，心

里很坦然，“让大家在干净、舒心的环

境中过年，这是我的职责。”

春节假期天气晴好，不少市民纷

纷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游玩。不少市民

和游客穿梭于绿树花丛间，赏花、观

景，乐在其中。在游客队伍中难觅折枝

采花者，即便与花合影，游客们都保持

适当的距离，以免损伤鲜艳的花朵。

同时，文明乡风也成为春节期间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近年来，随着美丽

文明村居建设不断深入，禅城广大农

村劲吹文明乡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公园建起来了、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聚人气了、以村民为主体

的特色乡村文化活动丰富了……文明

新风极大地提振了乡村的“精气神”。

文明健康过大年 绿色消
费成风尚

春节期间，餐饮娱乐消费迎来

高峰。吃大餐、派红包等是春节的

“例行活动”，暴饮暴食、铺张浪费的

现象容易发生，而佛山市民却在节

约方面做到了“从娃娃抓起”。“过年

收到的红包我打算好了，红色的一

百块我想折成‘爱心’放在存钱罐，

等长大以后再花。”在博爱中路一广

场门口，一名小女孩向笔者大方分

享自己的“红包使用计划”。同时，小

女孩的母亲表示，春节这段时间，一

家人吃饭都会选择在家里吃，“如果

有亲戚来拜访，人太多了我们才会

考虑选择在外面吃，在外面吃不完

的菜我们也会打包，不能浪费。”

不仅如此，今年佛山市还倡导消

费者“绿色生活，环保选购”。一位超市

的负责人宋先生说，春节期间年货销

量很好，“在市民购买年货商品时，我

们除了向消费者推荐绿色健康产品

外，还会适当提醒消费者合理选购。”

今 年 春 节 ，出 游 人

数明显高于去年。无论

是深圳的年俗人潮，还

是乡村旅游成为热宠，

有一个喜人的现象是大

家有目共睹的，即游客

所到之处，都能摒弃陋

习，自觉与文明同行，用

自己的文明行动为所到

之处的“高颜值”添上文

明之“花”。

当然，景区的“高颜

值”并非天成，这其中离

不开美丽的“志愿红”巧

妙地因势利导，帮助游

客的文明素养更上一层

楼。正因为有了景区流

动的“志愿红”，为游客

提供文明引导、旅游咨

询等志愿服务，减少了

旅游过程中不文明行为

的发生率。比如深圳市

旅游志愿者总队的志愿

者们今年想出了一个妙

招来引导文明旅游：当

发现有不文明行为时，

志愿者们会拿着写有文

明旅游口号的牌子，提

出与游客合影。这份充满慧心的文明

劝导，有效而巧妙地将游客的不文明

行为遏制在萌芽中。

外出旅游就是为了享受所到之

处的文化、自然赋予的美。为了让游

客在春节期间观赏到美丽的风景，享

受到独特的民俗风味，除了深圳，其

它地方也是做足了功课，浓浓的主题

年味、别具一格的景观，让游客流连

忘返。可喜的是，摩肩接踵的游客潮

中，有了“志愿红”们的努力，再加上

绝大部分游客没有因为人多而忽略

做一个文明游客的责任，使美丽的风

景配上游客的文明自律，让今年新春

景点的颜值分外靓丽。

景区志愿者的努力工作，使游客

将文明当成标配，才有了今年春节各

大景区的美。一方面，景区通过志愿

者们润物细无声的劝导引领文明，虽

然游人如织，但路上、草地上除了些

许落叶，很少看到垃圾，鲜有不文明

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因为游客素

养提升，他们所到之处，都能用自带

的垃圾袋将垃圾分类打包后丢入垃

圾桶。这些都说明，只有共同将文明

旅游的意识深入人心，才能为文明旅

游交上优秀答卷。

春节虽已过去，但还是要继续绘

制好文明旅游的画卷，守护文明才有

旅游的“高颜值”。大家只有共同用文

明守护美景，通过他律和自律更好地

守护旅途中的一草一木，才能让文明

美景更好地入画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2019

年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八，广

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瑶族文化杯

“2019 新春狂欢嘉年华”龙腾狮

跃闹新春龙狮汇演活动拉来帷

幕，吸引了众多民众观看。

郑智敏 摄

安徽推出春节特色旅游
及惠民活动357项
游客量创新高

本报讯（张理想）近日，笔者从安

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春节假日期

间，安徽省接待游客3348.07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6.17%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18.61亿元，同比增长11.43%。

春节期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推出特色旅游及惠民活动 357项，全

省以“文化迎春艺术为民”为主题组

织开展乡村春晚 2000 余场，江淮大

地洋溢着浓浓年味，极大增强了徽风

皖韵的吸引力。合肥市徽园景区精心

编排集歌曲、舞蹈、戏曲、魔术、变脸

等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文艺演出；亳州

市举办“逛老街、赏民俗、学民艺、品

小吃”系列活动，邀请游客热热闹闹

过大年；蚌埠市花鼓灯嘉年华景区开

展“新春迎财神灯会”，将灯会祈福、

春节民俗演艺和舌尖美食结合在一

起；黄山风景区在海拔 1600 米的玉

屏景区迎客松旁，开展舞龙舞狮表

演，为海内外游客增添节日喜气。

宁夏盐池
耍起社火闹新春
民俗文化放异彩

本报讯（杨洲）2 月 8 日，正月初

四，在宁夏盐池县城，丰富多彩的非

遗民俗文化展演活动轮番上演，为当

地群众端出了一道道精彩纷呈的“文

化大餐”。

今年是盐池县脱贫摘帽后迎来

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营造欢乐、祥和、

文明、喜庆的节日氛围，激发盐池县

人民干事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的热情，春节期间，盐

池县开展了以“盐州大集·民俗嘉年

华”为主题的春节文化旅游系列活

动，其中包括《铁柱战舞盐州魂》子母

鞭杆表演、民间社火队展演、“畅游古

城猜灯谜”活动、“龙门祈福游九曲”

活动、“盐州记忆讲传承”等系列民俗

展示展演活动。

本报讯（明
文）每月 11 日，

是 雷 打 不 动 的

“文明有礼好乘

客推举日”。2月

11 日上午北京

怀 柔 区 公 共 文

明引导员大队，

抓 住 春 节 后 第

一 个 出 行 高 峰

日，打破常规，

提 前 与 北 京 公

交 集 团 客 运 七

公 司 怀 柔 站 搭

起共建平台，共

同营造“文明春

运”氛围。

活动中，龙

山、泉河两个中

队的 80 名引导

员身披绶带，各站台引导员积

极引导乘客排队上下车，并向

排队乘客发放《文明有礼好乘

客推举表》《市民文明手册》《禁

止吸烟手册》等宣传材料，邀请

广大乘客积极参与文明有礼好

乘客推举活动；同时，引导员们

还在公交站台开展控烟宣传活

动，引导乘客自觉维护公共环

境卫生。

据统计，本次公共文明引

导日活动，两个中队 20 个站台

共现场填写宣传材料各 610 余

份，并及时向乘客提供义务咨

询 指 路 、制 止 不 文 明 行 为 等

120 余次，向市民赠送小礼物

200余件。

众筹的文化大院，

“改革开放前，真的是吃

不饱穿不暖。我家兄弟三人

同穿一条裤子，大哥穿了二

哥穿，二哥穿了我再穿……”

近日，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

丹棱镇桂花村的作平文化大

院里，一场乡村“春晚”正在

举行，62 岁的村民瞿应安讲

述今昔对比，真实生动而不

失幽默，引得村里老少、返

乡乡亲的笑声掌声不断。

作平文化大院是丹棱县

民间众筹文化院坝的发端和

典型。13 年前，这里的乡村

文化活动屈指可数，如今，

民间众筹文化院坝串联起丰

富多彩的演出活动，成了村

落中闪耀的明珠，丹棱“引

导众筹民间文化院坝建设”

还通过全国终期评审，获得

了西部地区 21 个文化示范

项目中的第一名。

节俭文明过大年
让传统节日洋溢浓浓文明新风
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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