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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需求
打通基层文艺和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冬日暖阳高照，舒城县南港镇梁
祝文化广场，涌来了一批批群众，
他们正在欣赏传统庐剧 《小辞店》
《商林归天》《王小过年》 等，广大
戏迷们如痴如醉。来自老岭村的70
多岁村民刘大群说：“这真声声入
耳，锵锵传情，好久没听到这样悦
耳的庐剧了。”

这样的文化演出，在南港镇几乎
天天都有，让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
丰富。南港镇文联主席金荣生介绍，
自南港镇文联成立以来，挖掘文艺人
才，成立了戏剧协会、摄影协会、书
画协会、作家协会等文艺组织，定期
开展活动。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魂。为了充分
发挥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今年
以来，舒城全县全面推行乡村文联建
设，出台了《舒城县文联深化改革方
案》。全县21个乡镇和1个经济开发
区分别成立文联组织，配备工作人员
和办公场所，同时，具备条件的村，
如山七镇梅坊村和阙店乡转水湾村成
立文联工作站，将“文艺为民服务”
向基层延伸，打通联系基层文艺人才
和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徐荣军是山七镇的一名“90
后”工作人员，主动报名参选乡镇文
联主席。他开玩笑说：虽然年纪轻，
但我思想老，对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
兴趣。当选文联主席后，他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活动，
如书法赛、红歌合唱、戏剧表演等。
为了把文化服务向村里的“毛细血
管”延伸，他建立起来一支以优秀文
艺家领跑、以文艺工作者为骨干、以
文艺爱好者为基础的“文艺网格员”
队伍，开展网上互动、网下活动，以

“线上网络＋线下网格”的工作机
制，加强了与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
者，特别是新文艺群体、青年文艺工
作者的直接联系。

在乡村振兴中，“文艺网格员”
发挥了极大作用。山七镇文联副主席
兼网格员施申财多次组织为群众送书
法、送讲座等活动，他的这一义举深
得广大群众的欢迎。有人在网上留
言：网格员是文化建设的“生力
军”，是繁荣乡村文艺的“操盘手”。

“转水湾文联工作站是我的娘
家，我要为娘家争气。”说这话的是
阙店乡转水湾文艺工作者梁小军。作
为一名退休教师，他决定把村里的香
椿搬上银幕，为此，他在村文联工作
站的支持下，深入生活，采访了不少
香椿农户，目前正在创作中。村书记
兼工作站长的赵厚年说，我们文联工
作站就要创造条件，挖掘和培养乡土
文化人才，为乡村振兴增添文艺的力
量。

因地制宜
民间文化“大有可为”

“小院庭深，万千景色看不尽；
内藏乾坤，美好乡村出院来。”这是
人们对舒城县广泛开展的“文艺小

院”建设的描述。
舒城县民间

文化底蕴深厚，
是公学始祖文
翁的故里，是宋
代白描始祖、宋
画第一人李公麟
和三国名将周瑜
的 故 乡 。 自 古 以
来，这里的人们好风
雅，善能文。

“挖掘民间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这是一篇大有可为的文
章。”舒城县文联主席张克武深有思
考。

为进一步推动民间文化建设，该
县在文化底蕴深厚和有特色民间文艺
资源的乡村，利用闲置农舍、校舍、
文化场馆、活动中心等场所，设立了
文学、美术、书法、摄影、戏剧、音
乐、舞蹈、民间文艺等各种类型、各
具特色的“文艺小院”，为群众休闲
娱乐提供去处，为文艺家服务基层、
联系群众搭建平台。

爱莲说文艺小院是该县最具影响
的文艺小院，它坐落在文翁故里的春
秋乡文冲村，小院内建有文翁研学基
地，文翁研究会的成员定期在此开展
文翁研究座谈，交流文学创作心得，
并对文学爱好者开展文学培训活动。

“在这里我得到了文学的启蒙，
我要用我的笔书写家乡的美好，书写
千千万万乡亲投身乡村振兴的火热场
面。”刚从爱莲说文艺小院走出的青
年作家陈小刚满怀信心地说。他说，
越深入越热爱，乡村振兴是他书写不
竭的题材。

花团锦簇的花世界文艺小院，一
阵阵悠扬的古筝声远远地传来。信步
前去，只见花丛中，古筝老师正在熟
练地弹奏，几十个儿童拨动琴弦，专
心致志地练习。原来，这是县城文文
幼儿园古筝老师束健文的教学课堂。
每周她抽出半天时间，为乡村的儿童
免费培训古筝。她深有感慨地说：

“传统文化的培养要从娃娃抓起，文
艺小院给我们提供了舞台，我们有责
任和义务为孩子传授传统文化，从小
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

“这里
是我的烙
画 工 作
室，欢迎
大家前来
指导。”每
天，徐大玉
都 要 在 朋

友圈晒他的
工作室。他至今

仍激动于县文联
授予他名家工作室称

号，不仅县文联安排专人给
他授了牌，还上了电视。

名家藏于野，乡村，其实也有很
多文艺名家。为充分发挥文艺名家
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从今年
开始，该县开展了第一批文艺名家
工作室申报、评审、授牌活动。张
克武介绍，名家工作室按照艺术类
别分为文学创作类、书法类、美术
类、音乐类、舞蹈类、戏剧类、曲
艺类、摄影类、民间工艺类等 9大
类，分个人独立工作室和综合文艺
工作室。目前已授牌“文耀辉书法
名家工作室”“徐大玉烙画名家工
作室”“宋志发公麟学术研究名家工
作室”。

“我谈不上名家，但我会努力做
好公麟学术的传播、发扬，为乡村振
兴贡献我的绵薄之力。”宋志发谦虚
地说，他每周举办一次公麟学术讲
座，只是希望把毕生研究成果与大家
分享。

传承创新
打造乡村记忆最美“相册”

“七门堰村是千年古村落，其境
内的七门堰水利工程是汉代修建的，
曾一度与都江堰齐名。”说到古村落
的保护，干汊河镇党委书记孙祥来了
兴致。他表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我们将加大古村落的保护力度，从

“大拆大建”向“留改拆并举、以保
留保护为主”转变，使古村落葆有时
间的色彩、人情的温度，让蕴含深厚
历史文化的古村落在新时代发挥更大
的作用。

古村落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保护
好古村落是弘扬乡村主流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方面。舒城县扭转“新旧”
对立的乡村建设观，将乡村现代化功
能的提升与历史文化保护有机结
合，为乡村记忆留下文化载体。

“我们充分尊重乡村的个性和传
统，聆听村民的声音，给予乡村社
会以充分的话语权和自主权。”说到
古村落的保护，该县住建局党组书
记程增柱说。

千人桥镇五里桥村、棠树乡三
拐村、桃溪镇红光村……一个个村
史馆建了起来，村民们了解了村史
的脉络、村上的名人轶事，都直呼
里找到了根，感受到了祖先一路艰
辛发展的历程，表示一定要继承祖
先闯与创的精神，把家庭经营好，
把村里的事业发展好。

红色资源是赓续红色血脉、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力量。舒城
县作为革命老区，当地广大群众对
红色文化有着自觉的保护和传承。
高峰乡是新四军四支队当年活动的
主要根据地，为修建新四军四支队
旧址和建立纪念馆，要搜集整理过
去的文物。征集活动开始后，广大
群众表示出了非常高的热情，他们
把珍藏多年的文件、文献，民间的
红色家书、立功受奖喜报、奖状、
烈士证书、光荣牌匾、革命历史照
片等纷纷捐献出来，把革命标语、
革命歌曲民谣和口口相传的革命故
事等，精心整理再向乡里上报。

80多岁村民刘太平说，当年亲
眼见到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
程，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他们的
精神就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一定
要继承发扬好，建设我们的美丽乡
村，烈士有灵，应会含笑的”。

乡村文化的建设，有力地推动
了乡村振兴。舒城县委书记张秀萍
表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把全县
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让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共同建设美丽家
园。”

（作者系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文
联副主席）

暖了民心 美了乡村
——安徽省舒城县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纪实

陈胜

近年来，安
徽省舒城县充分
发挥文化在乡村
振兴中的铸魂作
用，增强文化自
信，增加文化供
给，焕发乡风文
明新气象，推动
乡村文化全面兴
盛，文化“软实
力”成为乡村振
兴的“硬支撑”。

犯困打盹时，大家都会怎么解
决？大多数人的第一想法，绝对是来
一杯咖啡！

众所周知，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是
一种黄嘌呤生物碱化合物，类似于中枢
神经兴奋剂，能够暂时驱走困意、去除
疲劳。那么，大家知道咖啡因提神的原
理到底是什么吗？

咖啡因的作用，实则就是阻断疲劳
信号物质的接收。当人处于疲惫状态
时，会通过一种叫腺苷 （gān） 的信
号物质来告诉大脑，让大脑知道“我
累了”，并且越疲惫腺苷这种物质就越
多。咖啡因的作用就是和腺苷受体结
合封锁传递信使，等于阻止了腺苷和
受体的正常结合，这样大脑就接收不
到疲惫物质传递来的信号，也就不会觉
得累了。

举个例子：腺苷和受体就像一对搭
档，当它们拥抱在一起时，大脑就会发
送需要休息的信号（疲惫、犯困）。咖
啡因在化学成分上和腺苷很像，当它作
为第三人抢在腺苷前面与受体拥抱时，
大脑就会变得兴奋和活跃。

当然，会让人感觉到疲惫的腺苷并
没有减少，所以咖啡因只是起到了短暂
清醒的作用，并不代表体力真正意义上
获得了恢复。

但是也有人说，我喝完咖啡不但没
有清醒反而更困了，这是为什么？

总结起来有几下几个原因：
喝晚了——当腺苷和受体已经结

合，这个时候咖啡因再阻止它们已经没
有什么意义了。

喝太多——经常饮用咖啡产生抗
体，抵挡了咖啡因发挥提神的作用。就
像经常喝酒会对酒精产生抵抗力，经常
吃一种药就会产生抗药性一样。

代谢快——有些人天生代谢功能比
较强大，喝再多的咖啡也会很快排出体
外，对于这类朋友来说，喝咖啡可以理
解为“解渴”。

所以，要想喝咖啡提神，就要在腺
苷和受体结合之前阻止它们，并且每天
不适宜摄入太多，避免产生抗体。当然
对于天生代谢功能比较强大的人来说，
只能保持好充足的睡眠了！

（泉新）

咖啡为什么可以提神？
本报讯 （记者 张原

李宁馨）日前，天津市文艺
界民间艺术家、文艺工作者
组成多支文艺宣传小分队，
走进乡村、社区、学校，丰
富群众休闲生活。

《复兴的力量》《天边
有颗闪亮的星》《中华我的
家 》 《 长 征 》 《 鸟 入
林》 ……在蓟州区东施古
镇柳子口村，天津市委宣
传部、天津市文旅局、天
津市群艺馆组织的基层活
动队的演员与村民同台献
艺，进行一场汇集歌曲、
民乐、戏曲、曲艺的联欢。

在 天 津 西 青 区 大 寺
镇，北方演艺集团演员表
演了单弦《红色百年》、快
板 《比》、相声 《美好生
活》 等节目，通过贴近生
活的内容、接地气的表
达，将党的百年峥嵘岁月
娓娓道来。

北辰区李咀小学迎来
了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艺术家，他们在开展民间
艺术助力“双减”政策落
地活动。当了解到李咀小

学学生正在开展版画与农
民画的融合探索时，协会
立即组织小分队，为师生
们打造了包含培训、展
示、制作、交流等内容的
活动：国家级非遗杨柳青
年画传承人霍树林带来杨
柳青年画制作工具，邀请
学生们体验年画制作；天
津市级非遗传统工艺鸟笼
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月明带
来精美的鸟笼作品，并现
场展示鸟笼制作工艺；天
津市级非遗田氏船模制作
技艺传承人田霞展示了古
代小型游览船作品，和学
生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
流；河东区非遗郝记剪刻
纸花传承人尚君备好了剪
刀与红纸，邀请学生们亲
手体验剪纸技艺……

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秘书长张书珍表示，此次活
动选择的四种艺术形式非常
适合小学生观摩、体验，不
但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
力，还可以让他们从技艺和
作品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

文
艺
宣
传
队
走
进
天
津
大
街
小
巷

“这是六朝宫城城墙遗址，这是六
朝时期大型排水设施，这些可能是当
时用于架设桥梁的木桩……通过这些
遗迹，我们能够感受到公元三到六世
纪六朝时期作为东方大都会——建康
城的繁华和建筑的辉煌……”

3年前，南京人皇甫素红或许不
会想到，南京六朝博物馆内这跨越千
年的件件文物、历史遗存，有一天，会
成为她最熟悉、最亲密的“伙伴”，陪伴
退休的她一起与成千上万的观众对
话。

“刚退休时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生活相对单调。自从成为六朝博物馆
志愿者，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它
让我的退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皇甫
素红说，至今回想起当年那位志愿者
无意间的“牵线搭桥”，她都倍感欣喜
和奇妙。

“一次偶然机会来六朝博物馆参
观，遇到志愿者讲解，听了以后，印
象深刻，感觉比自己参观收获要大得
多。原来，每一件文物都包含着众多
的历史信息，有着丰富的内涵。当时
脑海中就萌生一个愿望，我也要成为
志愿者，把六朝历史文化讲给更多人
听。”皇甫素红说，恰好，2018年博
物馆进行志愿者招聘，她果断报名。

“没想到竞争还很激烈，那一批有
400多人报名，最后只录了三四十
人，通过率仅有十分之一。经过近半
年的面试、培训、考核，我终于成为
六朝博物馆一名志愿者！”

如愿以偿的皇甫素红，用出勤率
表达着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博
物馆要求志愿者每个月来两次，每次
半天。我则是每周至少有两天来打卡

‘上班’，朝九晚五，准时准点。有时博
物馆活动需要，来个三天、四天、五天
也没问题。”皇甫素红笑着说，现在引
导服务、咨询服务、讲解服务和社会教
育等活动，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有一次，我在前台服务时，有一
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跑到我面前说，‘阿
姨，我听过您讲解，我还记得您讲的青
瓷鸡首壶呢’！这真的让我很欣慰，没
想到孩子记得这么清楚，仿佛给她小
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文博的种子。”
皇甫素红说，游客的反馈就像是一份
礼物，让她甘之如饴。有时“上班”，上
午一场、下午一场，每场讲解下来至少
一个半小时，她也丝毫不觉得辛苦。

做志愿讲解，给她带来的改变显

而易见。“我不仅自身汲取了六朝历史
文化知识的给养，更通过和观众交流，
和其他志愿者交流，收获了方方面面
的知识和弥足珍贵的友情。”

博物馆的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
有的来自事业机关、院校，有的是医
生、护士，有的是警察，还有的开了个
人工作室。皇甫素红笑着介绍：“他
们大都是各行业的精英，我们常常举
办志愿者沙龙，大家根据个人特长，
进行习茶、插花、做手工活动等，从
中我也掌握了一些新技能，生活更丰
富多彩了。”

活到老，学到老，也成了此时皇
甫素红的心声。“自从当了志愿者，
我发现自己太需要学习了，会利用一
切机会去学习。”过去，身为教师的
皇甫素红总是在督促学生努力学习，
现在，志愿者这个光荣的身份，也成
了敦促她学习的“教鞭”。

“我们志愿者组成一个‘品行金
陵’小分队，利用周末去参观南京的
各个博物馆，去游览南京的名胜古
迹，去走访南京大街小巷，去了解南京
的历史脉络、发展现状。我们还组成古
代文学读书会，定期系统研读古代经
典文学，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拓宽自
己的文化视野，让自己的讲解更加生
动丰富。”皇甫素红说，“志愿服务，既
是服务他人，也是在完善自己。”

志愿服务如同打开了生活的另一
扇窗：美丽、温馨、斑斓。“走进博
物馆，向观众介绍一件件精美文物背
后的故事和丰富的内涵，感觉特别充
实快乐，也很幸福。我愿意一直做下
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六朝，爱上南
京。”皇甫素红说。

志愿者皇甫素红：

我把六朝文化讲给你听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脚踩三轮车，讲话中气十足，干
事风风火火，64岁的刘金玲是北京
市北航社区的“知名人士”，大家都
亲切地叫她“大老刘”。“有事帮忙就
找‘大老刘’”，似乎也成了社区居
民默契的口头禅。

“只要我能帮忙的，我都帮；我
帮不了的，就帮忙反映。”刘金玲笑
着说。

刘金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
餐厅的一位退休职工，也是北航社区
志愿者大队队长。“我21岁来北航，
这里早就成了我的家。退了休，更要
有所为，要为这个家做点事。”一晃
儿退休11载，她也从事志愿服务11
载，现在已是身兼数职的“大管家”：

她是“外卖员”，中午、晚上给
五六位老人送餐，一送就是大半年，
因疫情原因才中断；她是“信息采集
员”，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她是

“楼长”，楼里大事小事全凭她张罗；
她也是“垃圾分类指导员”，每天站
岗数小时，坚持已有一年多……

2011年退休，仿佛只是一个象
征性的仪式，因为她“退而不休”，

反而比以前还忙。
“做好垃圾分类，建设美丽社

区，人人有责。现在我每天都要去垃
圾分类点，带着北航的学生们一起，
指导、监督大家做好垃圾分类。”早
上8点到10点，晚上5点到7点，只
要你到垃圾分类点去，准能寻到她。
当记者问她守着垃圾嫌不嫌脏，电话
那头立刻传来她爽朗的笑声：“脏点
累点怕啥！”

志愿服务于她，是不分时间、不
分地点的。路上碰到有老人拿不动重
物，不管认不认识，她都会立马骑上
三轮车，帮忙送到家；遇到老人摔
倒，总是上前搀扶，和其他志愿者一
起送老人就医……正因为做志愿服
务、跑上跑下，社区很多人都成了她
的朋友。

一位老人直呼与她“相见恨
晚”，总是趴在窗边搜寻她的身影。

“老年生活不容易，有时难免孤独，
我们志愿者有时间就去家里坐坐，
帮他们送洗衣服、打扫卫生、唠唠
家常。”

社区有需要，她肯定要冲上前
去。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年过
花甲的“大老刘”和很多年轻志愿
者一起，守着北航社区的大门。她
从大年初二开始为小区站岗，一站
就站到 7月份。最初的一个月最难
熬，正值寒冬腊月，户外的她每天
冻得脚都没了知觉，但“摔了崴
了，哪怕瘸着腿也要去，守住这个
大门是应该的”。

若问她坚守这么多年的秘诀是什
么，她只有一个词——快乐。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这余香便是快乐的退
休生活。“真的不辛苦，真的很快
乐。只要社区有需要，只要我能力所
能及地做点事，我这退休生活就充
实、踏实、幸福。”刘金玲说。

快乐的“大老刘”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退休以后，你会做什么？含饴弄孙、周游世界，抑或是
到公园里跳一跳广场舞？众多选择中，还有一项，正在成为
不少中老年人的选择——加入志愿者队伍。

12月 5日，第 36个国际志愿者日，我们走近老年志愿
者，看一看退休的他们，如何乐在其中。

北航宣传部为刘金玲制作的海报北航宣传部为刘金玲制作的海报

皇甫素红为游客讲解文物故事皇甫素红为游客讲解文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