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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时，七里人总爱唱上几句

发源于柳街镇，传承了300多年的

“柳街薅秧歌”。柳街民间诗歌文

化源远流长，并具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诗歌之乡，以及中

国田园诗歌小镇。并成功举办多

届中国·都江堰田园诗歌节。诗歌

自然成为了七里诗乡的灵魂。

“800 多年前，诗人陆游来到

柳街镇布金寺，写下了《夜宿布

金寺》一诗，也为我们点燃了诗

歌的火种。”“柳风农民诗社”社

长邱岗老先生笑着说，2003 年，

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发起成立

了“柳风农民诗社”。迄今为止，

柳街镇的农民已创作了民歌、新

体诗、传统诗词、散文、儿歌 3 万

多首（篇），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

作品 3000 多首（篇）。“这里很多

院落的墙上都挂着咱们自己写的

诗。”邱岗自豪地说。这样的文化

氛围，使得七里诗乡陆续吸引到

舒婷、杨牧等当代著名诗人、作

家成为“新村民”。

在农民诗社传递着诗歌精神

时，“柳风艺术团”的成员们也在

为“柳街薅秧歌”表演忙碌着。薅

秧歌原本是农人在田间薅秧锄草

时，为解除疲乏即兴现编现唱的

一种原生态民歌。如今，柳街薅

秧歌已经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柳风艺术团都是由我们

当地村民自愿组成的，包括两名

‘柳街薅秧歌’的传承人，像诗歌

节、丰收节这些比较重要的活

动，他们都会表演，向更多人展

示和传递薅秧歌文化。”朱冰峰

说，这里的学校也会邀请他们向

学生教授薅秧歌，把薅秧歌文化

继续传承下去。

以诗歌文化为中心，七里社区

对乡村生态旅游点位进行了诗意

氛围打造，提升了七里诗乡的旅

游品质，在生态美的基础上，注入

了更生动的人文情怀。

“扫把革命”

值班副总编辑 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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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
中国音乐金钟奖
在成都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青）由中国文联、

中国音协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

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10月 19

日至28日在四川成都举办。

创办于 2001 年的中国音乐金钟

奖已走过 18 载 11 届的发展历程，推

出了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才和作品。本

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设表演奖四项：声

乐（民族、美声）、器乐（小提琴、二

胡），共计 42 场高水准的音乐比赛。

除此之外，在成都天府云端音乐厅还

将举行5场“放歌十月·盛世金钟”专

场音乐会，杭州爱乐乐团、贵阳交响

乐团、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成都

乐团以及往届金钟奖获奖选手代表

将联袂演出。

新华社长沙 10月
17日电（记者 周楠）17
日上午，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武陵山

大剧院里座无虚席，“时

代新人说——我和祖

国共成长”演讲大赛

“脱贫攻坚”主题演讲

比赛的决赛在这里举

行，参赛选手逐一登台

展示风采。

“时代新人说——

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

大赛是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中共中央

宣传部、国务院国资

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人

民日报社共同主办，旨

在通过群众性演讲比

赛的形式，在全社会大

力唱响礼赞新中国、奋

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脱贫攻坚”主题

赛事由湖南省委宣传

部、湖南省扶贫办、湖

南省总工会、共青团湖

南省委、湖南省妇联、

湘西州委共同承办，湖南广播电视台

协办，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31名选手参加了

本次比赛。他们都是脱贫攻坚这一伟大

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其中既有奋战

在扶贫一线的驻村干部，也有默默付出

的后方保障人员；既有贡献智慧力量

的企业家，也有见证记录了这一伟大

进程的新闻工作者。参赛选手们通过

自己的真实经历，讴歌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展示了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

进程中的良好精神面貌，展现了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湖南的龙秀

林、陕西的麻珂、江西的谭翊泉，获得

金奖；来自河北的孙国亮、北京的李

志起、广西的杨海强、安徽的王聪，获

得银奖；来自吉林的曾丽圆、河南的

孟慧娜、重庆的万永建、山西的刘富

强、新疆的王婉，获得铜奖。获得金奖

的 3 名选手将参加今年 11 月在北京

举行的“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

成长”演讲大赛全国总决赛。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北京展览

馆门口，来自各地的参观者排起长

队，走进“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

型成就展”，感受新中国成立 70 年

走过的光辉历程。

从第一部电影故事片《桥》，到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中国古

典小说四大名著全部搬上电视屏

幕、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

剧《渴望》风靡一时……大型成就

展中，鲜明的文化印记令大家印象

深刻。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70 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飞

速发展，我们在文化建设领域阔步

前行。”看完大型成就展，来自湖

北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王先生充满

感慨。

在电影《白毛女》的展板前，来

自陕西西安的国企退休职工白慧霞

久久回忆着自己的童年。

“《白毛女》已经是我儿时记忆

的一部分。小时候，村里要放这部电

影，我们一群孩子像过节一样早早

开始算日子，提前很久和小伙伴一

起，搬上一块砖头去占个好位子。看

完电影，内容够我们聊几个月。”白

慧霞说，“和过去相比，我们的文化

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祝福祖国越

来越好！”

70 年来，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

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国

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

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194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 个，文化馆（站）896 个，博物馆

21 个；2018 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

馆 3176 个，文化馆（站）44464 个，

博物馆 4918 个……大型成就展展

示的一系列数字，有力地证明着 70

年来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不断加强、文化服务设施覆盖

城乡、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获得

有效保障。

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精华滋养

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华文

化的丰富智慧提振着当代中国人的

精神力量。

2019 年 7 月，良渚古城遗址申

遗成功，中华 5000多年文明获得世

界认可。大型成就展中，图片和影像

资料娓娓诉说着我国考古工作者发

现良渚的种种艰辛。

良渚、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二十四节气”……截至目前，我国

已拥有55项世界遗产，40个项目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

册）。在相关展板前，一份份亮眼的

“成绩单”，一次次来自全世界的喝

彩，唤起参观群众内心深处对中华

文化的自信与骄傲、对国家更深沉

的热爱。

“在大型成就展上看到良渚遗

址的内容，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骄

傲。我将在以后的教学中，为孩子们

好好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在他们

心中播撒下文化自信的种子。”来自

浙江的中学教师刘先生说。

（新华社 施雨岑）

文化兴，国运兴
——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看文化建设成就

七
里
诗
乡
的
幸
福
生
活

—
—

看
全
国
首
批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都
江
堰
七
里
社
区
发
展

本
报
记
者

赵
青

实
习
记
者

袁
矛

标题新闻

◎两部委负责人：

“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城

市人居环境质量

◎高铁红色游助

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院成立

◎我国电动汽车

首次大规模使用“全

绿电”

走进柳街镇七里社区，给人的

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过去可

不是这样的，以前一穷二脏。”对

昔日七里社区的环境，柳街镇旅

游办主任朱冰峰如此评价。从因

院落散居、人口多、统一管理难度

大等原因，备受“脏乱差”困扰的

村庄，变成如今的美丽诗乡，一切

改变源于一场“扫把革命”。

“要创造美好生活，第一步必

须要把环境整治好。”朱冰峰说。

根据镇上要求，七里社区开展了

以“扫院子”为主题、党员干部带

头示范、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的“扫

把革命”。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共建共治，纵

深推进社区发展治理。将整个区

域划分为一个个林盘院落，再以

院落为单位，构建了“一组三会”

治理架构（“一组”：院落党小组；

“三会”：院落议事会、院落管委

会、院落监事会），实施“三抓三

促”工作法（抓院落扫洁促环境洁

美，抓问题扫除促矛盾化解，抓风

气扫清促心齐气顺），形成问题收

集化解、网络化管理服务、利益联

结、生态保护“四大”治理机制。同

时，七里社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带头作用，开展“最美院落”等评

选活动，定期张榜公布评选结果，

调动村民积极性，让他们主动拿

起扫把。

“扫把革命”的成功开展，改

善了七里社区的人居环境，也为

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以七里社区为核心区域之

一的七里诗乡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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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阳光洒下

来，在四川省都江堰

市 柳 街 镇 七 里 社 区

的田间地头、林盘院

落 镀 上 一 层 金 色 的

光，其间有村民与游

人点缀，或劳作或嬉

戏 ，远 远 望 去 ，这 片

天 地 恰 似 一 幅 描 绘

川 西 平 原 乡 村 景 色

的美丽画卷。

从贫穷村变成如

今 的 全 国 首 批 乡 村

旅游重点村，七里社

区 发 生 着 令 人 惊 叹

的蜕变，这些蜕变让

我们看到了“绿水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看 到 了 以 生 态 文 明

为引领，全域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革命”，

诠 释 公 园 城 市 的 乡

村表达；看到了推动

农 商 文 体 旅 融 合 发

展，创新乡村振兴产

业模式，实现产业富

民的生动实践。

诗歌为魂

田园新生活

环境和文化的融合，为产业发

展带来了机遇。七里诗乡乡村旅游

合作社成立，采取“合作社+农户”

“合作社+返乡创业人才”“合作社+

社会资金”的模式，引导农户以闲置

资源、资产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

有机结合人文情怀、田园乡野、生态

体验，逐步在各林盘内发展林盘老

茶馆、书吧、特色民宿等新兴业态。

并由合作社进行规范化运营，盈利

部分按农户资源资产和社会资金投

入比例进行分配，实现农户以保底

分红创收。

两年多前，毛强带着妻子回到

了家乡，成为七里诗乡 4 名观光游

览车司机之一。作为七里人，他自然

而然也兼起了导游的职责，“每次讲

解的时候就会想到家乡的变化，特

别自豪。”不仅如此，毛强还把家里

的一间旧房拿出来与合作社共同改

造成为了稻香生活馆，展销当地出

产的大米、黄豆、黑豆等农产品，他

的妻子成为了导购员。后来，毛强干

脆把自家屋后的鸡圈、猪圈也进行

改造，打造成茶社和餐厅。“现在不

用到处奔波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毛

强开心地说。像毛强一样返乡创业，

主动参与到发展乡村旅游中的人，

随着七里诗乡的发展越来越多。

七里诗乡以绿道为轴，联田园、

联林盘、联景区、联社区、联产业的

发展模式，坚持“景区化、景观化、可

进入、可参与”理念，引导群众投工

投劳、共同建设，以原有村道、机耕

道为基础，建成 30 公里田园绿道，

串联起青城湾湿地庄园、游客驿站、

黄家大院、又竹堂、猪圈咖啡等 30

余个林盘院落和旅游点，催生出“柳

街特色乡村一日游”“七里诗乡景区

一日游”两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此外，柳街镇还将突破区域限

制，全力推动柳街绿道无缝接入大

成都天府绿道系统，与周边安龙海

棠公园及盆景博览园、大青城休闲

旅游产业园区、温江国色天乡、崇州

道明竹里等进行整体串联。通过绿

道串联慢跑活动、自行车骑游等旅

游活动，连接成都周边优质游客资

源，探索观光体验游、亲子旅游、民

俗旅游的跨区域联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