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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农耕文明根植于乡土，
千百年来孕育滋长的乡土文化悠
远而温润，不仅保留了层积历史
的宝贵记忆，还在现实社会中不
断吐故纳新。今年1月发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强调，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
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
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

传统农耕技艺是中国人生
产智慧的高度凝结，传统乡土节
庆、民族习俗等文化景观带来了
体验乡村和寄托乡愁的丰富载
体，乡土文化还成为特色农业、文
化和旅游产业的重要源泉。在新
的历史情境中，深入挖掘、继承创
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才能让乡
土文化生命不息、薪火相传，不断
得到激活与创新、赓续与发展。

还需要看到的是，乡土文化
的挖掘弘扬有助于增强村民对

“农民”身份、“农业”生产、“农
村”生活的认同感自豪感，积聚
起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作为乡
村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乡
土文化有助于维系父老乡亲式
的情感，有助于邻里守望、团结
互助、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

乡土文化反映了在乡土空间中
经过千百年形成的人们审美情
趣、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根植于
乡土的孝亲、仁爱、民本、和合、
天人合一等精神观念，是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构成，是乡
村中的人们所遵循的处世哲学
与行为准则。深入挖掘、继承、创
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不仅能提
升人们文化上的满足感、提振人
们的精气神，更能为乡村振兴提
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和文化
力量。

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呼唤我们进一步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

以文富民，既要富口袋，也
要富脑袋。顺应回归生态、回归
乡村的消费趋势，保护乡土文化
独特风格，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内
容与内涵，发展文、农、旅融合性
产业，加强文化和科技的嫁接，
丰富乡土文化产品形态，将乡土
产品卖出去，让乡土韵味、乡土
风情传播出去，引入人流、信息

流、资金流。大力开发乡土文化
旅游产品，发展文化体验、乡村
研学、实景演艺、农耕参与等业
态，实现乡村文化的主客共享。
同时，活化、提升传统手工技艺，
以留守在乡的老人、妇女等人群
为重点大力培育乡村能工巧匠，
加强创意设计支持，将乡土手艺
转变为独特的文化产品。发掘乡
土文化中的艺术元素和艺术技
艺，发展形态多样的艺术乡村，
开发乡土美育课堂，推进乡土艺
术进校园、进社区。依托农家书
屋等阵地建设乡村文化集市，联
通政府、集体、企业、农户等主
体，打通生产、流通、营销环节，
打造富有特色的乡土文化IP，赋
予地域农产品、传统手工艺产品
文化印记、文化韵味，形成品牌
价值，拓展乡村产品价值空间，
让资金流与知识流相得益彰。

以文育民，发挥乡土文化的
治理功能。弘扬乡土文化，培育
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
增强村民的责任感、归属感、荣
誉感。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号召、
吸引乡里乡外的能人支持、投入
乡村建设，凝聚乡村发展的合
力。将乡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写
入村规民约，弘扬见贤思齐、崇

德向善、诚信友善以及具有地域
特色的乡土道德文化和村规民
约、乡村道德，实现人知人颂、人
信人守。

以文乐民，提供优质的文化
服务，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因地制宜建设乡村文化礼堂、文
化广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所、乡情陈列馆等主题功能空
间，形成留住乡愁、保存记忆的
文化场所。在乡村规划建设中融
合乡土文化元素，不仅在文化标
识上，更要在功能布局、服务供
给上，凸显顺天应地、孝亲和善、
敬老护幼、邻里和睦等精神内
核。以歌以舞以棋以艺展现乡土
文化，支持、引导、鼓励乡土文化
活动经常性开展，让乡土文体文
娱活动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搭建
多种形式的“乡村舞台”，挖掘传
统节日、节庆文化，推动传统节
日活动更深刻地走进百姓生活、
丰富滋养百姓生活。

让乡土文化育新风润生活
魏鹏

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旅游热
点防疫预报机制的
通知》，着眼常态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要求，通过构
建科学研判、分类
指导、动态调整、精
准防控的旅游热点
防疫预报机制，进
一步压实“四方”责
任，落实“四早”要
求，推动疫情防控
关口前移。

建立旅游热点
防疫预报机制是文
化和旅游行业加强
疫情防控工作的一
项重要举措，该机
制聚焦旅游热点地
区，突出疫情防控
重点，坚持科学防
控、精准防控、联防
联控的原则，强化
事前预防、分类指
导、协同联动，采用
科学方法，加强风
险研判，因时因地
采取更加精准的防
控措施，这对于文
化和旅游行业掌握
疫情防控主动权、
提升常态化疫情防
控能力水平、推动文化和旅游行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热点防疫预报以热度指
数为依据，实行百分制，设立一级
（红色）警报、二级（橙色）预警和潜
在风险提示三个预警等级。热度指
数测算范围包括全国334座地级
以上城市和重点县级城市，综合考
虑了城市旅游承载量、市场恢复
率、增长率等基期指标，样本地区
的旅游发布与传播、互动与交易、
满意度与舒适度等当期指标，以及
网络搜索量、旅行商采购量、游客
预订量等预期指标。

（《中国文化报》薛帅）

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提名名单公布
《悬崖之上》领跑提名榜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
者 王鹏 白瀛）中国电影家协会11
月29日公布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提名名单。其中，影片《悬崖之
上》收获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奖在内
的七个提名，领跑影片提名榜。

除《悬崖之上》外，获得最佳故
事片奖提名的还有《中国医生》《守
岛人》《我和我的家乡》《我的姐姐》
《革命者》。张艺谋凭借《悬崖之
上》，与《没有过不去的年》的导演
尹力、《1921》的导演黄建新和郑大
圣、《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导演韩
延、《刺杀小说家》的导演路阳共同
提名最佳导演奖。

此外，于和伟和张译凭借《悬
崖之上》共同提名最佳男主角奖，
并将和刘烨、易烊千玺、郭晓东竞
争该奖项。刘浩存、刘敏涛、张小
斐、张子枫提名最佳女主角奖。获
最佳男配角奖提名的是朱亚文、刘
培清、肖央、范伟、谢霆锋，最佳女
配角奖的提名则包括丁柳元、朱媛
媛、刘佳、周也、索朗旺姆。

贾玲导演的《你好，李焕英》在
今年春节档创造票房奇迹，也与于
飞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
人》、旦真旺甲的《随风飘散》、宝音
格西格的《哈日夫》一起，提名最佳
导演处女作奖。近年来，国产纪录
片佳作频出，《一起走过》《九零后》
《大学》《光语者》《棒！少年》提名最
佳纪录/科教片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金鸡奖
新增设最佳外语片奖项，《匹诺曹》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波斯语课》
《狼行者》《就爱断舍离》五部影片
获得提名。

新华社济南 11
月 29 日电（记者 张
昕怡）记者 在 山 东
省委宣传部11月 29
日召开的贯彻“两个
结合”深入推动“两
创”座谈会上获悉，
山东已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纳入中小
学地方课程，省内高
校开设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通识课程，全
省已实行全学段开
设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课程。

山东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邓云
锋介绍，截至今年
10 月底，山东省高
校共开设优秀传统
文化相关专业 528
个、公共必修课程
414 门 、选 修 课 程
1980 门，每年上课
总人数达60万人。

据介绍，山东省
教育厅将探索制定
中小学传统文化分
级考核标准，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持续抓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小学地方课
程、高校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通识课程建

设，培育一批教学名师，评选一
批传承示范校和优质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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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水赋》剧照

从《唐宫夜宴》到《舞千年》，

《唐宫夜宴》剧照

从 今 年 春 节 的

《唐宫夜宴》、清明的《纸扇书

生》，到端午的《兰陵王入阵曲》《洛

神水赋》，再到七夕的《龙门金刚》、中秋

的《鹤归来兮》《中秋墨舞》，最后落于重阳

的《有凤来仪》《逍遥》，这些“爆款”不仅让河

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金

牌节目，更让舞蹈走出殿堂、打破次元。

继推出“中国节日”系列之后，河南卫视又与

哔哩哔哩、北京舞蹈学院等携手推出文化剧情舞

蹈节目《舞千年》。节目不仅播放量轻松破千万，更

引起热门话题无数，登上微博综艺影响榜第一。

日前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舞蹈论坛上，众

多专家学者认为，这些舞蹈作品以创新的艺术

语言、令人惊艳的审美风格讲述中国故事，以

当代年轻人欣赏趣味和观看习惯策划节目，

并通过多轮传播触达不同圈层，实现了舞

蹈作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而这些作品创作者的经验，对各种

艺术形式的“破圈”也有着积

极的借鉴意义。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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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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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夜宴》剧照

用传统文化吸睛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的复兴，并提出“到2025年，全面复兴优
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是新时代的召唤与使命。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
解、欣赏甚至爱上传统文化。《唐宫夜宴》
《洛神水赋》《有凤来仪》这一系列舞蹈作
品正是通过或唯美、或灵动、或典雅的传
统文化元素大量吸睛。

“可以说，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
已经崛起，这给国风国潮的流行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在河南卫视副总监、卫视
创新节目中心主任姚玮看来，《唐宫夜
宴》中，唐宫小姐姐妆容奇丽，舞姿诙谐
曼妙；《洛神水赋》中，神女衣袂飘飞，蹁
跹起舞……这些都完美契合了当下年轻
人的国风审美趋势。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清明奇妙游》
《重阳奇妙游》总导演钱林林认为，舞蹈
节目成为“中国节日”系列中最“出圈”作
品，原因在于舞蹈尤其是中国古典舞表
达着深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作品
好是‘出圈’的基础。‘中国节日’系列中
的舞蹈，大部分是古典舞，是反映各个年
代、各个朝代典型文化的舞蹈。它们根植
于中国传统文化。”钱林林说。

用创新手段共情

以传统文化内涵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只是第一步，要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网友
爱上舞蹈、迷上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创作
者创新表达方式，与年轻人共情。

姚玮介绍，在节目制作中，河南卫视
的做法是场景化、轻体量、独特性和反套

路，“场景化，要求我们制作内容一定在
一个特定环境，可以是宏大舞台，也可以
是虚拟的场景，一定要形成视觉冲击效
应，比如《洛神水赋》就是在水中拍摄，场
景的反差让观众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轻体量，节目考虑传播要以短视频为主，
强调有意思、有意境，既能快速给观众提
供强烈的体验感，也能让人在短时间内
获得兴趣点和知识点；独特性，抓准受
众，现在媒体传播是碎片化时代，甚至粉
末化时代，互联网有海量信息，所以内容
一定要有针对性；反套路，就是创新，表
达上不断推陈出新。”

这些理念在“破圈”的舞蹈作品中被
运用得淋漓尽致。比如舞蹈《有凤来仪》，
采用男女双人舞的形式呈现，整体的舞
蹈情绪分为3个篇章，展现重阳之日里
祈福、庆祝的景象。“凤凰是我们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精神图腾，是吉祥的象征，
但它是虚幻的。我们利用技术赋能，形成
了凤凰的形象。通过《有凤来仪》，我们展
示的是‘精神图腾’的形成过程。”钱林林
认为，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舞蹈本
身在舞台上难以表达的内容。

“‘节日系列’虽然是安排在每个传
统节日播出，但是作品显然和大家认识
的节日电视晚会迥然不同。没有物理概
念上的舞台，也少了空间意义的间隔，尤
其是对舞蹈节目而言，少了灯光变幻和
快镜切换的炫技干扰，人们可以更专注
于欣赏舞者的曼妙舞姿，更专注于共鸣
舞者的饱满情绪。也许没有绚丽舞台的
加持，难以得到大气恢宏的审美享受，但
是‘AI+VR’的新科技助力，更利于把舞
蹈放进情景交融的环境之中。除了视听
拍摄制作手段的飞速进步，场景、舞美、
服饰、道具等的创新发展，同样为舞蹈作
品的呈现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国节日”
系列节目《端午奇妙游》总导演陈佳说，

“节日系列”舞蹈作品的“破圈”源自鲜

活、时尚的青春表达。

用融媒体思维传播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让优质内容
实现“破圈”，成功的营销不可少。据介
绍，河南卫视在整体的营销策略上以口
碑和品牌影响力为导向，调动互联网渠
道，整合多个平台资源进行新媒体营销。
而在节目播出阶段，从影响力以及话题
发酵角度考虑，“中国节日”系列采用了
全网全平台分发，并早于卫视播出。

以《端午奇妙游》的《洛神水赋》为例，
作品在微博等平台实现了爆发式的传播。
在首播的几天内，“河南卫视杀疯了”“端
午奇妙游”“洛神水赋”等10多个词条登
上热搜，带来了数十亿的微博阅读量。

“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仅
要做好内容质量，更要做好传播赋能。梳
理之后，我们发现一个链条，先是把传统
媒体内容化整为零，拆条分发到各个新
媒体，尤其是各个视频平台和短视频的
平台，然后是在平台打榜引发热议。在不
断积攒热度的过程中，也往往能获得主
流媒体关注，这样多媒体平台、多渠道联
合用力，多层次舆论发酵，最终形成‘爆
款’，吸引更多人关注讨论。最后引导观
众去看全视频，完成小屏到大屏交互引
流的过程。”姚玮认为，只有重视并遵循
互联网生态内的传播规律，做好全媒体
的传播宣传，好的节目内容才可能在海
量信息中脱颖而出。

（《中国文化报》刘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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