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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好国家文化公园
吴若山

连续举办4年的诗歌节不仅是诗人的聚会，更是当地百姓的节日

天水有诗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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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

广西南宁，是历史悠久的

稻作起源地之一，以大米

为主食的南宁人，历来擅

长用米制作各式美食，而

飘香于寻常巷陌的粉饺

更是南宁人百吃不厌的

传统小吃。

粉饺的外形与北方的

饺子相似，但制作工艺却

大相径庭。粉饺以大米为

原料，纯手工制作，将精

选的大米洗净、浸泡，待

大米浸透后，将其磨成米

浆，滤干后就成了湿米

粉。将湿米粉揉制成团，

蒸至五六成熟，经人工反

复揉搓后分割为大小均

匀的粉团，再以大擀棍碾压成薄皮，才

能成就一张张美味的粉饺皮。

粉饺皮的口感是考量一个粉饺师

傅手艺的关键。在粉饺皮的制作过程

中不能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此，为了

获得富有弹性、极具嚼劲的粉饺皮，师

傅们在揉搓碾压米粉团时，丝毫不能

懈怠偷工。

洁白如凝脂般的粉饺皮，经过一

双双巧手，包裹进剁碎的猪肉、香菇、

木耳等食材混合而成的馅料，被封口、

捏紧、压边纹，一列列整齐地码放在宽

大的案板上，整装待发。

上锅蒸制十多分钟后，历经十几道

工序的粉饺终于亮相了，一个个晶莹

剔透、圆润饱满，挤挤挨挨地排列在蒸

笼里，淡淡的稻米清香和荤素馅料的

香气充分融合，撩拨着味蕾，不禁让人

垂涎。铲一排粉饺盛入盘中，就着袅袅

热气，滴几滴麻油，再淋上本地特产的

黄皮酱（以山黄皮果为主要原料制成

的果酱），一口咬开富有弹性的粉饺

皮，口感滑润且有嚼劲，而黄皮酱的酸

甜与果香能够化解猪肉馅的油腻之感，

更凸显了香菇的原香和木耳的脆爽。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南宁

的老街旧巷间，一间间售卖粉饺的店

铺星罗棋布。坐在装修简单甚至有些

简陋的粉饺铺里，食客们毫不介意，一

派怡然惬意的神情，点一笼粉饺，细细

地品尝，在美味的食物中体会自然与

时光的馈赠。我偶尔听到有人唱起被

年轻人们淡忘了的“落雨大，水浸街，

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方言，

穿的意思）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

珠蝴蝶两边排……”循着这首老南宁人

耳熟能详的白话童谣，我眼前似乎浮

现出了一百多年前的南宁城中，那些

披着晨星夜露、挑着粉饺担子、走在青

石板街上叫卖谋生的小贩的身影。

时代的变迁，催动着城市发展的步

履，也让传统面临挑战。尽管如今的南

宁，云集着形形色色的外来美食，但粉

饺依然备受本地人的喜爱和推崇。萦

绕在老南宁人心头的粉饺之味，正印

证着追求的纯正、味美与精细的邕城

饮食文化特色——即便三餐食用的皆

是大米，即便是普通人家的日子，也要

将平淡的时光过出一份精致与惬意。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强调

到 2023 年底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使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

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

局面初步形成。这标志着《方案》

从今年 7 月在中央深改委审议通

过后，已经进入贯彻落实阶段。

万里长城是中国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明的象征，凝聚了中华民

族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

怀。大运河与长城一起被列为世

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是中

国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

大创造，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历史

文化。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

崇高地位，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

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反映了红

色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随着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逐步开始，流淌在中国人血

液中、凝结在共同记忆里的传统

文化和革命文化，将以国家文化

公园为载体展现出永恒的魅力。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发 掘

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

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以长城、

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

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

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

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

明特色，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

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强大感召

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

力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其凝聚力源于对传统的保

护，其生命力在于世代传承与不

断发展。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化

建设的精品力作。新时代，人民群

众 对 文 化 供 给“ 量 的 扩 大 ”以 及

“质的提升”都有了新的要求，推

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满足文化

需求的精准供给。在一定的物理

空间内，展示最有辨识度、生命力

和传播力的文化景观，有利于体

现文物保护、资源利用和文化传

承的统一，有助于将三大国家公

园打造成国家形象和民族符号。

人们将在游览中听到文化之声、

看见文化之美、领悟文化之韵，在

纵情山水之际增强文化自信心，

在追忆往昔时提高文化认同感，

在心意相通里让文脉永续流淌。

文化传承保护是世界性话题。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也将为文物

保 护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中 国 方 案 。

《方案》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注

重处理好传承保护与合理开发之

间的关系，既明确实施重大修缮

保护项目、严防不恰当开发和过

度商业化，又鼓励对优质文化旅

游资源推进一体化开发、培育一

批有竞争力的文旅企业。同时，长

城、大运河、长征分别涉及 15 个、8

个、15 个省区市。《方案》要求，强

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正

是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方案》

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间

表、路线图，但高质量推进贯彻落

实还需要下硬功夫。以深耕厚植之

心，凝聚各方之力，就必定能将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

文化传承的精品，使之成为世界各

国争相欣赏的中国文化瑰宝。

2019年四川省
文旅产业园区（基地）
能力提升活动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青)12 月 15 日至

21日，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2019 年四川省文旅产业园区（基地）

能力提升活动在北京举办。

据了解，该活动针对性强，活动

方式多样，突出围绕文旅融合、金融

“赋能”等内容，激发参训学员创新工

作思路，加强创新探索。除了现场观

摩实地调研外,活动将开展“文旅沙

龙”、头脑风暴等主题活动，并选派产

业导师全程指导和点评。此外，活动

邀请国内一线专家学者通过政策解

析、产品创新、投融资案例、项目分析

等，多维度解读“金融＋文旅”的运作

模式和成功案例。

活动主办方表示，该活动的举办

将有助于提升四川省文旅产业园区

（基地）运营水平和创新能力，助推四

川省文旅企业以“金融＋文旅”的理

念打造全新生态圈，不断提升区域文

旅产业竞争力。

津陕联手推出全国
曲艺人才电视展演

35位曲艺新人展风采

新华社天津 12月 16 日电（记者

周润健）曲艺传承，人才是根本。为了

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曲艺传承

发展计划》，寻找中国曲艺的未来之

星，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和西安

曲艺团有限公司12月 15日在天津宣

布，联合推出《曲苑繁花——首届“鱼

龙百戏杯”全国曲艺人才电视展演》。

天津广播电视台《鱼龙百戏》制

片人宋东介绍说，通过自愿报名、专

家选拔、专业院团推荐等方式，在全

国范围精选 35位曲艺新人参与此次

电视展演，节目涵盖相声、快板、西河

大鼓、乐亭大鼓、京东大鼓、铁片大

鼓、戏法、魔术等 15 个曲艺曲种，将

分32组、13期节目层层筛选。

曲艺历史悠久、魅力独特，具有

深厚的群众基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门类，它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

年轻的优秀演员。

“作为一档全国曲艺表演人才竞

技的电视节目，将在节目中凸现教科

书式的曲艺知识电视解读，以电视节

目搭建曲艺人才专家级评选的平台，

运用‘电视品牌栏目+互联网’的优势

托起曲艺的未来之星，真正激活曲艺

生态，促进曲艺长远发展。”宋东说。

据了解，此次电视展演活动由中

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

传部指导，天津市文明办、天津北方

演艺集团、西安演艺集团等主办。

“六大行动”
提质升级山西旅游服务

近日，山西出台了《关于全面提

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旨在通过实

施龙头景区带动、产品业态创新、公

共服务提升、服务要素优化、市场环

境提升、政策措施保障的“六大行

动”，全面提升游客的便利舒适度、体

验满意度和品牌认同度，让山西到

2022年全省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市场

环境、消费环境进一步优化。

根据《实施意见》，山西将以五台

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知名景区

为重点，加大对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

施的资金投入，推动景区设施设备更

新换代、产品创新和项目升级。到

2022年，山西省所有5A级和热点4A

级景区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以文

旅融合为基本路径，推动表演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发展基于

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

术的沉浸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内

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康养旅游，

着力打造 100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和

300个旅游扶贫示范村。

（据《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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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冬日，来到坐落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南

郭寺，建于清代的诗圣堂，就隐在这林木间。

“陇上江南，自然不似北方冬天。”天水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冰笑

道。作为李杜诗歌节的全程参与者，最近只要一得空，他就来南郭寺，

“忙着为‘天末忆李白’主题雕塑选址、定设计方案。雕塑将在第五届李

杜诗歌奖颁奖典礼期间落成。”

作为国内重要的诗歌交流平台，“中国天水·李杜诗歌节”自 2016 年

创办至今，已连续举办 4 届。前不久落幕的第四届李杜诗歌节，吸引了

100 多位国内外诗人和近万名当地群众参与。“办好诗歌节，一定要让群

众参与进来，不能仅仅办成诗人的聚会。”天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建杰说，每一届李杜诗歌节，天水都在努力深入普及诗歌文化，用诗歌

提升城市品质，让诗歌滋养群众心灵，无论是城还是人，有诗气自华。

有深厚的诗歌底蕴，
该办自己的诗歌节

“中国是诗的国度，过去是，现

在也是。”王若冰说。天水和诗歌的

渊源可追溯至《诗经·秦风》，天水之

名也充满着诗意，“守着这么深厚的

诗歌底蕴，我觉得天水应该有自己

的诗歌节。”

经过多方努力，2015 年 11月下

旬，天水市开始起草策划方案、筹备

首届李杜诗歌节。“起初很多人觉得

叫李杜诗歌节，名字有点大。”王若

冰说，实际上，直到今天，很多人见

他依然会问：你们这个诗歌节，凭啥

叫“李杜”？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李

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多篇

诗文里写到的陇西成纪，就是今天

的天水市秦安县。”王若冰说。杜甫

于公元 759 年到天水投奔侄子杜

佐，客居在今天的天水市麦积区。

“虽然杜甫在天水只寓居3个多月，

但创作了 117 首‘秦州诗’。”其中，

就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

鬼神”等千古名句，这些已经成了天

水的历史记忆。“所以，举办诗歌节，

命名为‘李杜’，我们是有底气的。”

当然，办诗歌节的底气也离不

开资金的支撑。“李杜诗歌节，主要

靠政府投入，赞助比例不大。”王若

冰认为，诗歌节发展至今已初具品

牌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考虑盈利，

这样很可能会削弱诗歌节的严肃

性和品牌美誉度。“实际上，重要的

诗歌节基本都由政府文化机构举

办。”王若冰介绍道，比如麦德林国

际诗歌节由哥伦比亚政府和议会

支持，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由波兰

政府出资筹办。

开展互动交流活动，
让诗歌走进市民的心里

何冰终于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王

若冰。“以前听过，但真正见到，还是

在 今 年 诗 歌 节 的 分 享 会 上 。”何

冰说。

何冰家住天水市郊的城乡接合

部，中考落榜后，他走南闯北，打工

谋生。4 年前，他回到老家天水，经

销饮料，往来于饭馆茶楼。“干点小

买卖，挣点零花钱。”何冰说，他喜欢

读古诗词，微信头像也是古风。

今年，何冰的生意做得不错。一

天，他和朋友在南郭寺附近庆祝，

酒过三巡，一抬头见明月若玉盘，

想起过往打拼中的辛酸，在心底默

念了句“月是故乡明”。“在为生活

起早贪黑之时，我们其实很需要诗

歌的温暖。”何冰说。

但是，何冰坦言，像他这样的打

工者，以前很难有机会拿到和诗歌

有关的文化活动的入场券。“要不是

听王若冰老师讲，我真不知道‘月是

故乡明’写的是天水。”后来，他专门

去南郭寺诗圣堂的二妙轩碑上找

过，并用手机拍下了这首诗。

“诗歌的力量直抵人心，关键

是，当下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让诗歌

真正走进人们的心里。”王若冰说，

自 2016 年李杜诗歌节创办以来，每

年都会举办“诗歌进校园”“经典诵

读”“诗歌公益讲座”等活动，邀请中

外诗人谈创作、读诗、和观众互动交

流。“2017 年，我们邀请著名诗人走

进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天水市实

验小学等学校，与师生们面对面分

享。”王若冰说，今年的诗歌节期间，

又举办了十多场面向市民的活动。

“提升群众对诗歌参与的深度

和广度，就要办开放式的诗歌节，我

们一直在探索。”王若冰说，比如第

三届李杜诗歌节的颁奖典礼，在麦

积区翠湖公园举行，2000 多名观众

都是自发从网上免费抢票来的。“这

就打破了诗人关门开会的做法。”王

若冰说，只有打破诗人的小圈子，诗

歌才能真正走向群众，“毕竟，诗歌

属于诗人，更属于大众。”

“这其实就是李杜诗歌节的成

功之处，它将诗歌带到了人们的生

活中，不仅是诗人的节日，更成了当

地百姓的节日。”诗刊网总编霍俊

明说。

唤醒当地文化遗迹，
诗意有了真实的载体

从天水市区驱车 40 多分钟，

过东柯大道，就到了修葺一新的

东柯杜甫草堂。“在唐代这里叫东

柯谷，现在隶属麦积区甘泉镇柳

家河村，当年杜甫就住在这里。”

王若冰说，早年间这里残垣断壁、

杂草丛生，第三届李杜诗歌节前

重新修缮，现已成为诗歌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王若冰认为，李杜诗

歌节要继承传统，必须“唤醒”很

多重要的文化遗迹，为远去的历

史重塑精神的形体。而当诗意“活

化”，诗歌节才真正有了载体，能

更好地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

美水平。

大众审美不能低，专业水平更

要 高 。作 为 李 杜 诗 歌 节 的“ 重 头

戏”——李杜诗歌奖的评选，“必须

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这也是我们

设立这个奖项的初心。”王若冰说，

每一届李杜诗歌奖的评委会成员，

阵容都称得上豪华，每一届评选出

来的诗人，也都经得起考验。“比如

说，胡弦的诗集《沙漏》在获得第二

届李杜诗歌奖银奖的次年，又获得

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李杜诗歌节，还在不断完善。

从第三届开始，我们升级为‘国际诗

歌节’，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优秀外

国诗人授奖，将它办成中国联系世

界的一个窗口。”张建杰说，接下来，

要建立起长效机制，不断探索举办

形式和参与模式等，通过诗歌节，让

世界了解天水，让天水走向世界。

“希望李杜诗歌节持续举办下

去，为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和文

化事业繁荣作出贡献。”中国作协副

主席吉狄马加希望，将其打造成全

国知名的地方文化名片和海内外有

影响力的中国诗歌品牌。“李杜诗歌

节会一直办下去，在形式和内容上

不断推陈出新、更加丰富多彩。”王

若冰说。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