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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姑娘陈仙妮：
见证贺兰山下葡萄酒产业的

蓬勃兴起

每天清晨，法国姑娘陈仙妮开车
从银川出发，驱车约1个小时，经过
连绵的葡萄园，就能来到她工作的酒
庄——西鸽酒庄。

一路行进在贺兰山东麓，山势雄
阔，山脚是正蓬勃兴起的一片酿酒葡
萄产区。陈仙妮记得，以前经过这片地
方，只能看到黄沙和黄河。如今，这里
变成了一块“在全球都难得”的葡萄酒
产业热土，一家家酒庄破土生长，很多
人的命运因产业兴起而改变。在荒原
上种植、采摘葡萄，酿造葡萄酒，再把
佳酿推广到世界，陈仙妮见证了这项
事业从无到有，绚丽展开。

陈仙妮的家乡位于法国古老的葡
萄酒产区——勃艮第。大学时期在法
国学习中文专业的她，2011年来到
中国，先在四川大学读书，后在武
汉、深圳等地工作，主要向中国推介
法国和其他国家知名产区的葡萄酒，
直到加盟西鸽酒庄，她开始在世界范
围内讲述宁夏葡萄酒的故事。

西鸽酒庄位于贺兰山南端尽头，
山背后就是内蒙古的茫茫腾格里沙
漠。酒庄就地取材，用近20万块贺
兰山石垒成环形的高大墙壁，围住整
个酿造厂区。其中除了林立的酿造
罐、恒温恒湿的储酒空间、封闭管理
的流水线，还有一座小型图书馆，一
方庭院，一片可以望向湖水和葡萄园
的露台。

得益于“尊重风土、崇尚自然”
的酿酒理念，西鸽酒庄成为世界上首
个通过“BRCGS国际质量认证”的
国产葡萄酒酒庄，其生产的产品不仅
获奖无数，行销国内外，酒庄的设计
以及酒标的设计也将各类奖项拿到

“手软”。
西鸽酒庄的成功是宁夏葡萄酒行

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缩影。从酿出第
一瓶葡萄酒，到成为中国最大的集中
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宁夏只用了40
年时间。在过去十多年里，宁夏酿出
的葡萄酒斩获1000多项国际大奖。
这固然得益于极佳的风土条件、政府

的支持以及高科技在葡萄酒产业中日
益广泛的应用，却也离不开中法密切
的交流合作。

陈仙妮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目
前，她不仅是所在西鸽酒庄的全球品
牌大使，也是外界了解宁夏贺兰山东
麓这片新兴葡萄酒产区的“一座
桥”。在中国10多年，陈仙妮从最初
将外国葡萄酒带进中国，到将中国产
的葡萄酒推介给世界，看着宁夏葡萄
酒产区的蓬勃兴起，她深切感受到了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见证了梦想
是如何变为现实。

宁夏政协主席陈雍：
让宁夏的“紫色梦想”在全

球绽放

中法两国，一直是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的典范。而今，双方更因葡萄酒
而彼此欣赏，葡萄酒也为密切两国人
文交流搭建了桥梁、提供了载体。

在本次论坛上，宁夏政协主席陈
雍的演讲引起参会者的诸多共鸣：葡
萄酒是“品尝即懂”的世界通用语言，
是文化的使者、艺术的结晶。回望两千
多年前的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
绸之路，以葡萄为代表的西域种子也
随车马跋山涉水，在中国大地生根发
芽。而在大洋彼岸的法国，葡萄酒则是
其最亮丽的“国际名片”之一。

陈雍说，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
克龙访华时，中法两国联合发布的
《联合声明》提道：“双方将继续在葡
萄酒行业以及地理标志，特别是勃艮
第葡萄酒地理标志注册方面进行交流
合作。法国支持中国提出的将尽快加
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申请，支
持中国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大
会。”这为中法两国葡萄酒领域的交
流注入了动力、指明了方向。

法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能种植葡
萄，拥有波尔多、勃艮第等知名产区，
有些酒庄有长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了解到，法国
的酒标文化很丰富，法国的庄园主视
酒标为酒庄甚至家族的荣耀，设计酒
标时所倾注的心血一点不亚于种植葡
萄和酿酒。”陈雍说，将来，宁夏将加强
同法国多领域的学习交流，取长补短、

择善而从，在互学互鉴中不断丰富宁
夏的葡萄酒文化，为世界葡萄酒文化
注入中国元素、宁夏元素，从而实现创
造性融合、创新性发展。

说到如何让中国葡萄酒在全球由
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陈雍认为，
应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味、中国品质的葡萄酒产业文化符
号，进一步做优产品特色、做大产区
品牌、做强产业支撑，打造“葡萄酒
之都”。

以宁夏葡萄酒为例，贺兰山、戈
壁滩、“冬藏埋土、迎春展藤”等，
是宁夏葡萄酒文化中的独特元素，是
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
葡萄酒文化。陈雍表示，要进一步保
护好、传承好贺兰山、黄河等独一无
二的文化资源，整合贺兰山东麓史前
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移民文
化的地域内涵，做足“葡萄酒+”的
文章，让宁夏的“紫色梦想”绽放全
球，引领中国葡萄酒在全球由跟跑、
并跑向领跑转变。

国际合作专家：
让葡萄酒成为中法合作最亮

丽的“国际名片”

何以深度互学互鉴，唯有加强合
作和交流。

1997年，中法签署成立中法政
府合作葡萄种植与酿酒示范农场协

议，2001年，中国政府批准进口第
一批法国的葡萄种苗。自此，中法酿
酒葡萄和葡萄酒合作进入快车道。如
今，中国、法国专家选择的适合中国
产区的葡萄品种马瑟兰已经在宁夏大
面积推广，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单品马
瑟兰葡萄酒。

中国欧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宋敬
武表示，宁夏作为中国葡萄酒的重要
产区，应成为中外交流、特别是中法
葡萄酒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宁夏与法国波尔多地
区在葡萄种植、葡萄酿酒、葡萄酒文
化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
作。今后，更应在葡萄酒文化传播、
优质原料基地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
促进中法两国在葡萄酒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持续发展。”宋敬武说。

中国驻法国前大使赵进军同样认
为，告别新冠疫情的葡萄酒产业，正在
迸发出更多活力，并为中法文化交流
与互鉴注入新的动力。赵进军表示，

“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时隔千年仍
溢出醉人醇香，中法友谊也将在葡萄
酒的交流碰撞下更加历久弥新。

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
是中法文化旅游年。两位专家均认
为，中法双方应以此为新契机，继续
推动中法葡萄酒领域交流与合作高质
量发展，为中法经贸关系以及国际葡
萄酒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宁夏贺兰山下宁夏贺兰山下：：

中法葡萄酒合作盛宴由此开启中法葡萄酒合作盛宴由此开启中法葡萄酒合作盛宴由此开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范文杰范文杰

“中国贵州省，20支村民队
参与的‘村超联赛’首场比赛已
拉开帷幕，吸引数千观众现场观
看。伟大的激情，伟大的比
赛！”前不久，中国外交部部长
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
盛赞。

“我报道过世界杯、奥运会
等很多不同的比赛，榕江‘村
超’真的不一样，规模、氛围非
常火爆，太接地气了！”体育主
持人、解说员韩乔生忍不住
感慨。

……
这个夏天，继“村BA”之

后，贵州一场乡村足球联赛——
“村超”再度出圈。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
江县城北新区的体育馆内，数万
名观众在看台上轻摇蒲扇，吃着
榕江西瓜和榕江卷粉，甚至自带
火锅、烧烤，来观看这场特殊的
体育赛事——足球队伍由商贩、
老板、教师、挖机手、公务员等
各行各业组成，却频频献上“倒
挂金钩”“远距离任意球破门”
等精彩瞬间。

现场火爆的氛围和“接地
气”的赛事风格，瞬间吸粉无
数。比赛在每周五至周日下午6
点才开赛，但为了抢到绝佳观看
位置，当地村民常会顶着烈日在
下午3点前就赶到现场，不少人
还自带梯子去看球。临到比赛关
键点，场下不分男女老幼欢呼呐
喊，气氛异常热烈。

每到中场休息或比赛结
束，由各个苗村侗寨自发组织
的暖场活动便会轮番登场，比
拼气势。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
村民载歌载舞，或倾情演唱蜚
声世界的《侗族大歌》，或吹响
苗族芦笙，或表演多耶舞等非
遗项目，在和观众的互动中一
次次将气氛推向高潮，整个足
球场已然变身民族文化大舞
台。期间，更有观众不时拿出
自家的西瓜、杨梅、李子等水
果，还有腌鱼腌肉、榕江牛
瘪、葛根茶等当地特色，免费
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足球运动+民族文化”，让
“村超”成为增强全民文化自信
的盛宴，持续登上热搜、各大主

流媒体报道“C位”。范志毅、
贺炜、黄健翔、迈克尔·欧文、
冯潇霆、陈百祥等知名大咖，接
连送上“云”祝福，为“村超”
打call。

作为全国首批县域足球典型
县之一，榕江的足球情缘由来已
久。《榕江县志》记载：抗日战
争时期，广西大学迁入榕江，足
球运动随即传入榕江。大学生们
在学校围墙内踢足球，围墙外则
是好奇张望的当地百姓。后来，

“足球热”慢慢传到了围墙外。
乡村足球赛、周末足球赛等赛事
经常自发举办，80 余年的发
展，足球运动在这个黔东南大山
深处的县域已经有了深厚的群众
基础。在榕江车江三宝侗寨，所
有行政村都有自己的足球队，年
纪最小的足球小将12岁，年纪
最大的50多岁，足球赛实现了
名副其实的“全民参与”。

“村超”的有序开展，同样
离不开政协力量的助力。

榕江县政协主席潘建波表
示，榕江县政协充分发挥人民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
带领主席班子成员和广大政协
委员，以当督导员、球队主
力、志愿者、医务工作者、宣
传员等为契机，加强对市场秩
序、环境卫生、道路交通、酒
店住宿等方面的监督，营造良
好环境，为“村超”的成功举
办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村
超”，榕江县政协秘书长吴啟文
由衷感慨：“村超”的成功举
办，得益于贵州出圈背后的

“超”文化。
“ 贵 州 有 ‘ 村 BA’‘ 村

超’，还有‘村歌’，它们的出圈
出彩，在于特色民族文化的创新
融入、当地群众的自发参与，彰
显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文化
自信。有幸作为志愿者参与其
中，我感到无比自豪！希望我们
贵州‘村超’越办越大、越办越
好，甚至成为提振足球运动的引
爆点，也热烈欢迎大家到榕江
来，奔赴一场‘村超’的约
会。”吴啟文说。

（作者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政协工作人员）

到榕江，赴一场“村超”的约会
潘期武

夏日来临，新疆最美丽的季
节也来了。近日，四面八方的游
客走进天山南北，领略新疆美丽
的风光，感受精彩纷呈的旅途，
一首由新疆原创音乐人创作、演
唱的歌曲《生命的旅途》也引起
网友的关注：“山那边清新的水
露，那是我给你的礼物，湾那头
微风的轻拂，指引我踏上追梦的
路……”

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统
计，上个月，这首 《生命的旅
途》 在雪都融媒平台首播 4小
时，播放量即突破 400万。听
到这样的消息，该歌曲主唱、
新疆土生土长的音乐人吴玉宏
既高兴也感慨。“讲好新疆故
事，是新疆各族人民发自内心
想做的事情，更是每个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我们都应该从自
身做起，发扬新疆各族人民热
情好客、团结和睦的好传统，
以自己的方式欢迎全国乃至世
界的游客来新疆旅游、参访，
对这片土地增进了解、增进热
爱。”吴玉宏说，一曲《可可托
海的牧羊人》 带火了一片区域
的旅游产业，既宣传了新疆，
丰富了外来游客的行程，更为
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经济收入和
生活的改善，这样的业绩让新
疆音乐人引以为傲。“我们努力
通过自己的歌曲，以及各类文
化艺术方式服务当地百姓，又
对外宣传新疆，一定会为新疆
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而这首《生命的旅途》，创
作的背景故事也发生在新疆。吴
玉宏介绍，歌曲以单人独艇漂流
至北冰洋的新疆探险者侯志立为

主人公。2014年，侯志立从阿
勒泰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一路向
北，历时117天，跨越中国、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等 6个国家
5200公里的历程，克服艰难险
阻，挑战各种极限，完成了不凡
的旅行，成为我国独自漂流北冰
洋的第一人。

“这首作品来源于真实的生
活，更能打动和感染听众。歌
曲既展示了新疆人民积极乐
观、坚韧不拔、热爱和平的情
怀，也展示了生命中应该挑战
自我、坚守理想，充满正能
量。”吴玉宏说，每次唱起这首
歌，都会让自己受到激励，相
信网友也是因此而喜欢它。“主
人公在漂流的路上虽然历经艰
辛甚至危险，但他却积极向沿
途各国人民传递着友谊，以实
际行动讲述着新疆故事。他是
我们新疆人的骄傲，这种精神
我们应该传递下去。”

据了解，歌曲从2021年动
笔，到今年4月完成伴奏编曲，
并在全网发布。目前，全网播放
量过千万，新疆多家媒体积极推
广。“这首歌的主题是旅行，旋
律也充满了激情和热血的气息，
是由《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编
曲团队共同打造。可以说在编
曲、制作等方面下足了功夫，使
音乐效果非常出色。”吴玉宏说
着，哼唱了起来：“希望永存心
灵深处，人生本来没有谁赢谁
输，这是生命灿烂的起舞！”

打开歌曲 MV，中国雪都
——阿勒泰的大美画面伴随着吴
玉宏浑厚的嗓音扑面而来，美丽
的新疆犹在眼前。

吴玉宏：唱出新疆好故事
本报记者 李寅峰

闲时代休

宁夏贺兰山下宁夏贺兰山下，，葡萄庄园的工人正在忙碌葡萄庄园的工人正在忙碌。。

6月的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摇曳的葡萄枝条已进入盛花阶段，连绵百里，绿意盎然。在贺兰山巍峨背景映衬
下，北纬38度特有的紫色醇香，再次吸引国内外嘉宾如约而至。

6月10日，第四届中法葡萄酒文化旅游论坛在银川市召开，中法两国嘉宾畅谈中法葡萄酒产业间的合作之路，共
探应对挑战之策，擘画世界葡萄酒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

日前，宁夏政协主席陈雍 （右二） 带队在位于银川市贺兰山下的图兰朵葡
萄酒小镇进行调研。

“这里闹中取静，虽只有200多平方
米，但集非遗展示体验、研学培训、产品
售卖于一体，既是文旅融合的尝试，也希
望为传统工艺回归当代生活打开一扇轩
窗。”在熙来攘往的江苏省宿迁市新盛
街，有座古色古香、温馨雅致的民艺再造
文创馆，也是“丁园委员工作室”所在地。

今年1月，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汇聚宿迁文脉的新盛街盛大开街。老街
重光，非遗焕彩。民艺再造文创馆躬逢
其盛，剪纸、桃雕、泥塑、香包、刺绣
团扇、掐丝珐琅、书法小品，室内一件
件赏心手作，凝聚着主人的匠心，洋溢
着安静、专注的气息。其中数量最多
的，是文创馆主人丁园母女大大小小、
题材丰富的剪纸作品。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历
史源远流长，它将质朴生动的写意造型
与美好吉祥的民间寓意、可观可感的现

实生活结合起来，将刀味纸感转化为独
特的透空艺术，距今已有 2000 余年。
宿迁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一部分，刀剪
并用，剪刻结合，形成了汇通南北、兼
容并蓄的独特风格。2022年，宿迁获
评江苏省剪纸之乡。

除了政协委员，丁园的头衔和身份
不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
乡土人才“三带”能手、宿迁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副主席、宿城区剪纸协会副会长。
除了剪纸创作，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
非遗传承、文化惠民、兼职授课上。

作为淮海技师学院江苏历史经典产
业特色基地负责人，每周教授6节的剪
纸必修课雷打不动。在苏州外国语学
校，她还要每周2次为剪纸社团的孩子
们授课。在宿城区民间文艺馆开设非遗
工作室，她牵头举办“民间文艺体验
营”“非遗传承少年行”等惠民项目30

多场，带领未成年人开启宿城剪纸、苏
北大鼓、古法造纸、糖画、快板等民间
技艺体验之旅。

虽然众多的社会活动挤占了大量创
作时间，但丁园乐此不疲。正是从孩子
们身上，丁园看到了千年非遗生生不
息、后继有人的希望。

“民间艺术需要一辈跟着一辈学，
剪纸就是这样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同
为宿迁剪纸非遗传承人的母亲穆智玲，
既是丁园剪纸路上的引路人，也是宿迁
开展“非遗进校园”的首倡者。宿迁从
事剪纸的艺人和爱好者中，大半是母亲
的学生。正是从母亲手中，丁园接过了
非遗传承的接力棒。

既要保持非遗独特的文化气质，又
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要数十年如
一日钻研剪纸艺术，又要主动拥抱非遗
经济，开发兼具审美和实用价值的文创

产品，实现以遗养遗。这才有了新盛街
上的民间工艺文创馆，既线上线下展示
制作工艺、售卖自己的手作产品，也帮
其他民艺传承人“带货”增收。丁园在
非遗传承的路上，比母亲走得更远。

但面临的挑战也着实不少。比如母
女俩办的暑期培训班，邀请全国知名传
承人一起授课，历时10天系统教授剪、
刻、染色、衬色、拼色、装裱、创作等技法，
但能坚持下来、从事剪纸的凤毛麟角。通
过妇联、残联邀请留守妇女、残疾人免费
参训，但应者寥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
剪纸艺术材质简单，“变现”能力差。再比
如，剪纸创作十分复杂，有的作品经年累
月才能完成，但用激光几秒钟就可以复
刻，严重冲击了剪纸市场。如何畅通研、
学、产、销的非遗产业链，政府、协会和剪
纸艺人正在共同努力。

“手提葫芦脚踩藕，小孩能活九十
九……这一类只存在于老手艺人口耳相
传的口诀、绣花样，随着民间老艺人的
老去，都慢慢灭失了。”丁园母女俩心
心念念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针对散落
在沭阳、泗阳等地几位七八十岁的剪纸
艺人的作品、保留的纹样，以文字、图
片、影像等方式进行抢救性挖掘，以留
住宿迁剪纸的根脉，这也是宿迁申报

“中国剪纸之乡”的底气。
（许田静 尤超）

“剪”出芳华 播种未来
——“丁园委员工作室”记

样民俗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