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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闲时代休

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一艘艘龙舟似出
水蛟龙，飞驰竞渡。“嘿！嘿！嘿……”6月18
日，20支龙舟队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云龙镇起
航游江，岸边锣鼓喧天，桨落水花四起，声浪
同水浪此起彼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端午
的龙舟赛，四代龙舟齐亮相：第一代传统龙
舟、第二代传统龙舟、国标小龙舟、国标大龙
舟……它们同时在水面相遇，上演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时光交错。

云龙镇是个水乡，4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水域面积达4000多亩，河网密布。宁波两
大人工河甬新河、沿山干河穿镇而过，每年端
午，沿山干河里龙舟竞逐成为当地最独特的
一道风景。

在云龙，村村都有龙舟队，划龙舟是当地
一种融进血液的传承。

16岁的张贝妮就是冠英村女子龙舟队
最年轻的队员。“7岁时，父亲第一次抱我上
龙舟。听着振奋人心的鼓点，看着岸边的呼喊
声，我当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张贝妮告诉记
者，自从那次以后，看龙舟成了她业余生活中
的一大乐趣。在11岁时，张贝妮如愿以偿地
加入冠英村女子龙舟队，成为一名鼓手，至今
已有5年多的队龄了。

张贝妮的父亲张陈洲，也差不多十六七
岁那年加入冠英村龙舟队，24年来，除了特
殊天气或出差等原因，基本上每天都要训练
两个小时，如今张陈洲是冠英村龙舟队的主
力队员。张贝妮的爷爷张云国、曾爷爷张霖则都是龙舟划手。这一
家四代结缘龙舟的故事成了冠英村人热爱龙舟的缩影。

不只冠英村，后陈村的村民也个个都会划龙舟。后陈村祠堂摆
放的两艘有着百年历史的龙舟，静静地向人们述说曾经的荣耀。云
龙镇后陈村领队陈银自豪地告诉记者，从1984年到1990年，他们
一直是全省的“龙舟之王”，五次夺冠。

云龙镇龙舟队从最初的“草台班子”到专业队伍水平，还要自
2009年，云龙商会会长郑海康和商会的企业老板自掏腰包举办云
龙首届龙舟大赛说起。从那以后，云龙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正式恢
复，发起人郑海康更是一心扑在龙舟队的竞技水平提高上。2018
年，在郑海康的盛情邀请下，在龙舟界颇有知名度的伍新成担任云
龙镇级龙舟队教练，带着队员们“披荆斩浪”。如今，云龙镇已有龙
舟队26支，其中女子龙舟队就有6支。龙舟队成员近600人，几乎
全年龄段“圈粉”，并在全国大赛屡获佳绩，频频出圈。

此外，鄞州区政协云龙履职小组的委员们深知龙舟民俗文化
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不断助力龙舟文化的发
展。区政协委员王兆春联动文化艺术界资源，力推龙舟文化国际传
播；孙文声政协委员通过调研建议龙舟文化吸引人才落户，助力经
济发展；张巍委员建议通过龙舟团队建设，凝聚企业创业热情，稳
定职工队伍，为企业稳定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委员们的调研、建
言，云龙龙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龙舟+文化、龙舟+创新、龙
舟+育才，成为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

去年端午节，云龙实现了和匈牙利的隔空联赛。今年4月，云
龙龙舟又首次“出海”，前往保加利亚，不断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之间的文化交流。

“下一步，云龙镇还将与保加利亚开展龙舟人才方面的交流，帮
助保加利亚筹备2025年世界龙舟锦标赛。同时，以龙舟为支点，撬
动双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深度合作，推动产业‘走出去’‘引进来’，
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云龙镇党委书记阮锴说，龙舟运动
是云龙最为闪亮的名片，竞渡精神是云龙最为宝贵的传承。“从二月
二·龙抬头巡游启航、月月龙舟联赛，再到现在的端午龙舟民俗盛
会，通过弘扬与创新，我们将龙舟运动打造成融技术性、观赏性、趣
味性于一体，集文化、体育、旅游诸多元素于一身，深受人民群众喜
爱的文化体育品牌。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龙舟竞渡精神影响着世
世代代的云龙人。如今我们把竞渡精神渗透到经济发展、开发建设、
基层治理等全领域，在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人人争做奋楫者。”

迎着鼓点“活力全开”，云龙的这艘龙舟正从宁波到全国，再走
向世界，孕育新的梦想划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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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宁夏
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园生态安全种
植和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的立项获批既是对宁夏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影响力的肯定，
也是对宁夏产区今后持续推动生态
优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支持。”7
月5日，记者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获悉，几个月
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该项目在宁夏
启动，将有效推动宁夏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悉，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
58.3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
中连片产区，年产葡萄酒1.38亿瓶，
综合产值达342.7亿元，产区葡萄酒
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宁夏对
话世界、世界认识宁夏的“紫色名片”。

但是，随着近年来贺兰山东麓
酿酒葡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也出

现了老龄葡萄园土壤肥力退化、产量
逐年降低、冬季枝条资源化利用程度
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项目应需而
生，通过推行生态栽培技术，将有效提
高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冬剪后枝条资
源化利用程度，形成葡萄酒产业生态
安全种植和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模式。
并通过建立以腐熟葡萄枝条为基肥的
酿酒葡萄园科学精准水肥管理模式示
范园，有效提高葡萄酒原料质量和酿
酒葡萄种植经济效益。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由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农村部和宁夏贺
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等共
同合作开展，计划两年内在宁夏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产区建成一批生态栽培技
术管理葡萄示范园，并通过种植户“参
与式”推广方法，提高葡萄园管理水平，
促进葡萄酒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葡萄酒相关项目落地宁夏
将促进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洋）当“潇湘、

蒸湘、沅湘”的三湘风骨，“湘江、资
江、沅江、澧水”的四水柔情，遇上野
生动物奔跃热带草原之上的原生态
画卷，蔚蓝海洋、绝美海岛、广袤沙
漠点缀的“彩虹之国”，这场“湘非”
之间的文旅相遇，注定不凡。

7月1日，湖南对非产品与旅游
专场对接会在长沙举行。活动以“推
介湖南对非名优特色产品，推动中非
双边人文交流工程”为主题，旨在推
动湖南名优特色产品走进非洲，搭建
对非贸易发展的专业化、品牌化、长
效化的合作交流平台，推进中非互为
出境旅游目的地，促进人文交流。

近年来，“湘非”文化旅游合作
持续走深走实。乌干达、坦桑尼亚等
国家先后赴湘开展旅游推介，“锦绣
潇湘”也走进埃及、坦桑尼亚等国开
展旅游推介与交流。

湖南正在创响“三湘四水 相
约湖南”旅游品牌，打造世界旅游目

的地的“五张名片”。活动现场，湖南省
文旅厅厅长李爱武与湖南文旅推荐官
喻丹丹带领、嘉宾，从山水、红色、休
闲、历史、农耕五个方面领略了底色厚
重的大美湖南。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
也作了非洲精品旅游路线推介。他表
示：“热烈欢迎中国游客来南非，为我
们的旅游市场带来更多活力。”

“旅游对于非洲来说还是‘青春
期’，对于去年7月组建的湖南旅游集
团来说，同属‘青春期’，青春碰撞，必
然会产生光辉璀璨的火花。”湖南旅游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宏伟展望“湘
非”合作蓝图，他说，将探索形成湖南
文旅企业对非合作新模式，再谱“湘
非”文旅合作新篇章。

与此同时，由湖南省中非经贸促
进研究会牵头，联合11家单位发起成
立的“中国—非洲文化、体育与旅游联
盟”正式启动。此举将建立多方参与的
中非文体旅合作交流长效机制，打造
地方和企业对非文体旅合作新平台。

携手共创“湘非”的诗与远方
湖南对非产品与旅游专场对接会举行持续深化旅游领域合作

碧海推波、白浪竞渡。6 月 20
日，深圳艳阳高照，蒸腾的暑气夹杂
着咸咸的海风，大鹏新区月亮湾却彩
旗猎猎，人头攒动。伴随着铿锵的鼓
点，十余支龙舟船桨齐动、劈波斩
浪，海岸上加油呐喊声不绝于耳……
今年端午节期间，由深圳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
共同主办的2023粤港澳大湾区 （深
圳南澳）海上龙舟赛，时隔3年在大
家的期待中重磅回归。

赛程首日18支队伍分成3组，在
两轮 500 米直道竞速中展开激烈角
逐。比赛间隙，现场还穿插了帆船游
艇、水上飞人、极限冲浪等海上运动
表演，惊险刺激，让现场观众大饱眼
福、直呼精彩。

说起这项端午节最出圈的活动，
到现场观赛的深圳市龙岗区政协委员
李超依然兴奋不已，“这是深圳唯一
的海上龙舟赛事，已成功举办过十九
届。海上龙舟赛与传统河湖赛龙舟不
同，海面更宽阔，同时受潮汐、风
浪、暗流等因素影响，对参赛选手的
体能、技巧要求更高。竞技性和观赏
性也更强。今年的参赛队伍数量突破
了历史纪录，还特别邀请了粤港澳大
湾区‘9+2’城市及特别行政区代表
队。”

大鹏南澳被誉为“龙舟之乡”，
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钟火生告诉记
者，当地渔民一直有在端午节自发组
织龙舟赛的传统，以前他们以日常的
捕鱼工具——木舢板为比赛船只，在

海面两端各拉一条绳子作为起点和终
点，奖品是鱼、烤猪或荔枝等本地特
产。自1998年起，大鹏南澳开始举
办龙舟邀请赛，参赛队伍由本土队不
断扩大到周边城市甚至境外，现在发
展成为大湾区端午节的一项盛会，吸
引了周边城市的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今年，民宿行业从业者李超就有着深
刻体会。他说，比赛地点附近的自家
民宿，来自港澳等境外客人的订房量
超过百分之三十。他不禁感慨，大家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越
来越强了。

民谚云“四月八，龙船透底
挖”。钟火生说，在大鹏南澳传统龙
舟赛举办之前，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叫作“起龙舟”。这一天，由村里长

者主祭，在鞭炮、锣鼓声中，把深埋在
涌底或池塘里的木质龙舟挖起、洗净、
风干，在进行保养维修后，送给队员训
练。时过境迁，如今比赛所用的龙舟已
换成玻璃钢材质，平时存放在仓库，起
龙舟仪式渐成历史。

比赛当天，南澳渔民还会选择吉
时，用龙眼树枝为龙头点睛，并唱祝词：

“一点眼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随后，
在码头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龙舟要巡
海一圈，将祭品抛进海里献给龙王，祈
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民革深圳市委会曾提交提案建
议，深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建设中，要特别重视发掘传统文
化的价值，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去展现传统文化魅力，发挥出优秀
传统文化本身之美，还原本真，维护
好、发展好、继承好源远流长的优秀
传统文化。大鹏南澳海上龙舟赛正是
这样一种诠释。

“海上龙舟赛不仅仅是大湾区的重
大体育赛事，还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
体，更是深圳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
长期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深圳市政协常委王岚认为，海上龙舟赛
在速度与激情中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同
舟共济、勇往直前的精神密码。

此外，深圳市政协委员朱鼎耀还在
调研中发现，很多深圳的非遗项目只在
传统节日、非遗文化周和文博会等大型
活动期间才与民众“亲密接触”。对
此，他建议，深圳继续梳理盘活非遗文
化资源，促进非遗与旅游业的紧密融
合，统筹推进非遗产业化发展。“比如
统筹全市旅游资源打造一条成熟的非遗
主题文化旅游线路，以此带动整体旅游
业的品位提升和产业链发展。”他认
为，要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
推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节庆活动，让
更多湾区百姓真切感受文化力量，更加
坚定文化自信。

大鹏南澳海上龙舟赛向世人展示了
这座年轻的城市，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青春的深圳不会老去，文化的光芒
星河长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眼下在各地龙舟文化频繁“出圈”的背后，是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是传统文化
的觉醒，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点燃群众文化自信

同舟共济海让路同舟共济海让路
本报记者 白 杨

天津市蓟州区九龙山脚下的小穿芳峪村，是个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
愁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曾经的结对帮扶困难村。

近 10年来，小穿芳峪村以“乡野公园”为载体，将文化创意、生态
农业等产业融为一体，体现出厚厚的乡情、浓浓的野趣，打造全景式特色
旅游村。从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到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小穿芳峪村不仅早已实现了脱贫，还蜕变成了富裕
村。现已建成占地600亩的乡野公园和房车基地，打造集餐饮、住宿、会
议、婚庆等服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全产业链。小穿芳峪村的小穿乡野公园
书屋，是村民和游客休闲阅读的好港湾。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小山村蜕变成了富裕村小山村蜕变成了富裕村

碧海竞速碧海竞速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千载屈原故里，万众龙舟盛会。6
月22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2023
年国际划联龙舟世界杯在湖北省宜
昌市秭归县徐家冲港湾国家龙舟训
练比赛基地开幕。来自国内外14支
参赛队伍相聚于壮丽的长江西陵峡
畔。这一次，秭归以国际视野举办纪
念活动，用一场龙舟讲好中国故事。

龙舟游江仪式环节，迎龙头音乐
响起。百面大鼓齐齐敲响，七名龙舟
划手抬起奥运龙舟龙头，龙头阵面向
江面一字排开。伴随着2023国际划
联主题曲《同舟奋进向未来》
的唱响，嘉宾拿起朱红笔为龙
头点睛，为龙舟注入灵魂，表
达屈乡儿女对于平安吉祥的
美好祈愿。

“下水咯！”点睛礼成，龙
头下水。数名身强力壮的队员
抱龙头快速跑向龙船，随后一跃入
水，霎时间鼓声震天，龙头和船桨完
全浸入水中，寓意着新一年能够在龙
舟赛中获取佳绩。

唱了千百年的《招魂曲》在长江
上回荡。伴着激烈而悲壮的锣鼓和唱
腔，数十条龙舟齐刷刷地竖起招魂
幡，花船缓缓驶向江心。12支奥运龙
舟和4支22人龙舟将其团团围绕。秭
归儿女撒粽子，吟骚诗、唱楚辞，用这
种独特的形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龙
舟代表队员们一起踏着世界的节拍
同舟奋进，扬帆远航。

据悉，在国际划联大力支持下，龙

舟被2020年东京奥运会列为表演项
目。为力推龙舟项目进入奥运会，国际
划联于2019年11月在浙江宁波举办
了首届国际划联龙舟世界杯赛，宜昌
市举办的2023年国际划联龙舟世界
杯为龙舟世界杯的第二届赛事。

今年的端午，国际划联龙舟世界
杯首次走进屈原的诞生地、端午文化
的发祥地秭归。来自亚洲、欧洲、非洲、
南北美洲五大洲的龙舟队在峡江上奋
楫击水，飞驰竞渡，感受团结拼搏的龙
舟精神。

本次赛事全球展播达 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同时以中英双语主持开幕
式，让世界读懂中国端午，让中国龙舟
划向全球。

令人感慨的是，“奥运龙舟”在大国
重器——三峡大坝前相遇，历史传承与
时代科技的完美融合，绘就一幅穿越千
年的浪漫场景，让前来观战的六万名观
众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感受中国自信
的力量。

新加坡代表队总教练叶富财从事龙舟
运动已经45年了。他说：“本次龙舟世界杯

来到屈原家乡宜昌非常有纪念意义。这里
水质好、空气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端午节我专门带孩子来宜昌体验龙
舟赛的氛围，参加宜昌‘端午之夜’系列活
动，让他多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
很有意义。”端午节期间，湖北襄阳市民陈
越专门带自己5岁的孩子来宜昌，感受中
华传统节日的魅力。

今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主要包
括2023 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
暨端午祭、国际划联龙舟世界杯、第四
届“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

暨端午诗会等活动，前后持续一
个月时间。

6月 21日，“中国端午 诗意
宜昌”2023 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开幕式现场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祭
祀大典，更有惊喜连连的文化大
餐。在新编历史话剧《屈原》中扮

演屈原的表演艺术家王洛勇倾情现身
开幕大典，领颂《离骚》选段，现场观众
齐声诵读，诗情澎湃，琅琅悦耳，满腔
敬仰之情在高峡平湖间久久回荡……

“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
大的诗人，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
的体现者、塑造者、导引者。作为屈原
的家乡人，能参与到屈原名篇《橘颂》
的千人朗诵活动中，心潮澎湃、无比
激动。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可以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在继承
与创新中推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
设。”秭归县政协委员李竞赛说。

屈原故里竞龙舟屈原故里竞龙舟 文化魅力永流传文化魅力永流传
本报记者 毛丽萍 通讯员 邓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