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的清晨，位于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城区还隐藏在
缥缈的云海中，德昂族酸茶市级传承
人赵腊退就已经来到了三台山乡的茶
园里，准备采摘一些制作酸茶的茶
叶。

赵腊退所在的三台山乡是全国唯
一的德昂族乡，环山绕水，风景宜
人。德昂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民
族，有着悠久种植茶树和饮茶历史，
被誉为“古老的茶农”。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口不过8000
人的山区民族乡，却拥有十分丰富的
非遗民族文化。当地古老叙事长诗
《达古达楞格莱标》和民俗节日浇花
节于2008年 6月被列为第二批国家
级非遗文化名录，水鼓舞于2014年
11月被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文化
名录，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于2022
年11月入选世界非遗文化名录。一
批像赵腊退一样的非遗文化代表性项
目传承人也纷纷涌现。

赵腊退的另一个身份是芒市政协
委员和三台山乡九年制学校非遗教学
顾问。“有人使用就是最好的传承，
在芒市政协的关心支持下，我定期会
到学校开展德昂族酸茶制作辅导课，
我有信心让这项非遗技艺一代代传下
去。”在赵腊退的讲述中，芒市政协
助力三台山乡非遗文化传承的故事被
娓娓道来。

德昂山上访民意

多年来，芒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秉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保护理念，多措并举，不断推动非
遗保护工作走深走实。芒市政协也积
极行动，通过调研视察、专题协商、
提交提案等积极发声，为非遗传承保
护工作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
多珍贵的民族文化逐渐流失，加上本
民族自我保护，挖掘传承意识薄弱等
原因，导致三台山乡部分传统文化濒
临灭绝。

芒市政协高度重视，拟通过“院
坝协商”工作来破解难题。市政协首
先组织召开了调研座谈会，邀请该乡
非遗文化传承人详细了解情况。“当
地群众是否支持？有哪些人掌握了酸
茶制作？有多少群众会跳水鼓舞？”
调研组问道。

“现在会做德昂酸茶、会跳水鼓
舞的只有寨子里的几个老人。年轻人
出去打工基本上都不回来，小孩上学
回到家就看电视、玩手机，都不知道
如何制作酸茶和跳水鼓舞。因此，我
们希望政府能够想办法让德昂酸茶和
水鼓舞后继有人。”德昂水鼓舞省级
传承人李三所忧心地答道。

“当地有没有制作德昂酸茶的实
践基地？”带着这个问题，市政协调
研组驱车来到了邦外村委会拱别村民
小组，详细了解相关情况。

当获悉三台山乡九年制学校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非遗进校园”
后，“谁来教、怎样教？有没有项目
支持？”带着疑问，市政协副主席罗
宏建先后找到了市教体局、市文旅局
等领导咨询和协调，并深入学校了解
教学现状及建设详情，收集到大量的
一线素材。

针对该校推动“非遗进校园”工
作中缺少非遗教学设备和固定师资力

量等问题，市政协决定以鲜明校园特
色文化为主题、“院坝协商”为纽
带，开展一场协商议事活动，凝聚各
方力量，为德昂酸茶、水鼓舞的保护
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院坝协商”解难题

“大家保持安静，现在开始开会
……”今年年中，一场以“德昂酸
茶、水鼓舞非遗文化进校园，厚植民
族自信心”为主题的“院坝协商”议
事会议在三台山乡九年制学校拉开了
序幕。

主持人简明的开场白后，该校校
长明正远首先发言道：“非遗文化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价值，学校非常支持‘非遗文
化’进校园，但是受客观因素制约，
当前学校缺少水鼓和酸茶烘干机等设
备，无法给学生良好的教学体验，且
给学生授课的非遗老师也不固定，无
法定期前来教学。”

明正远的话音刚落，市政协委员
赵腊退当即表示：“作为本民族的非
遗传承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
的文化在自己手上失传。我不要报
酬，自愿来学校每周上两节德昂族酸

茶制作辅导课。”
“腊退兄弟来了，我也不能落

后，我自愿来学校开展教学。”水鼓
舞传承人李三所接茬道。

现场，一名学生家长也道出了心
声，“之前听娃娃回家说过要上非遗
课，我们家长还怕耽误学习，今天参
加会议才了解到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很
有价值的，应该保护好、传承好，我
们家长决不能拖后腿，我支持！”

……
参会的政协委员、群众代表、非

遗传承人、学生家长等等，大家都争
相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别就如何
配置、优化非遗教学师资，提高非遗
教学教育质量等方面出言献策，一套
具有民族气息和文化魅力的德昂非遗
文化教学管理制度初具雏形。

最终，会议达成了由市政协协调
资金购买教学设备；赵腊退担任教学
顾问，定期指导学校活动；拱别村民
小组茶场负责人杨常相无偿为学生提
供茶地，开展实践活动；乡党委、政
府和市教体局发挥统筹作用，加大学
校非遗师资培训，建立稳定的师资队
伍，为非遗传承和保护奠定坚实基
础；利用校园广播站、黑板报、国旗
下演讲等形式，营造学习非遗文化的
氛围等共识。

采摘摊晾、木桶蒸茶、土坑发
酵、碓舂压饼……如今，走进三台山
乡九年制学校，学生们对酸茶的制茶
技艺烂熟于心，饭余课后，大家围在
一起跳起水鼓舞，一片祥和欢乐的景
象。八年级 85 班的黄起文同学表
示，通过参加了“非遗进校园”活
动，自己建立了民族自信心，激发了
学习本土文化的兴趣，也树立了文化
自信，校园生活更加有趣、充实了。

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
脉，承载着一个民族醇厚的历史烙
印，是先辈们智慧与文明的结晶，今
后将继续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和优势，履职尽责、久久为功，为非
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贡献政协智慧和
力量。

让非遗技艺“活”起来传下去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政协助力“非遗进校园”小记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文浩 李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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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近日，由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主办的“为你
诵读”平台承办的贺敬之经典诗歌诵
读会在北京举行。

诵读会上，瞿弦和、张筠英、廖菁、
刘纪宏、杜宁林、张悦、唐剑、任亚明、
胡乐民、张宇等老、中、青三代诵读艺
术家及“诵读小明星”来乔乔、毛妍
兮、战俊宇、徐雍轲等演绎了《北方的
子孙》《生活》《回延安》等贺敬之经典
作品，王珂迩、杜桦、王雅宁等歌唱演
员演唱了《南泥湾》《白毛女》《翻身道
情》等歌曲。

贺敬之是现代著名革命诗人、剧
作家，1924年生于山东峄县，15岁参
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
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在延安，他与丁
毅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
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又
写下《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歌》
《桂林山水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

《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抒情诗、《富春江散
歌》《怀海涅》《咏南湖船》等新古体诗，开
创一代诗风。

诵读会上，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
名誉会长李正忠表示，贺敬之的诗歌是
信仰之歌、理想之歌、青春之歌。他歌颂
祖国的山水，歌颂祖国的英雄，歌颂祖国
旧貌换新颜。每当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挑
战时，他就大声喊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重温贺敬之诗歌，不仅让人们明白人应
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还让人们清楚
真正的青春、真正的美在信仰之中，在理
想之中。”

据介绍，本次诵读会同时是“为你诵
读”平台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活动总
导演项建新介绍，自2013年成立至今，

“为你诵读”平台已覆盖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全球注册用户约3亿，此次贺
敬之经典诗歌诵读会的举办也彰显了
现代诵读艺术与贺敬之经典诗歌相融
合的魅力。

贺敬之经典诗歌诵读会在京举行

“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好，您
看到的这幅木版画，名叫‘火
星，你好’。可别小看我们村的小
小版画，它曾跟随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升
上了太空！”日前，由文旅部办公
厅（新闻中心）和文旅部财务司
指导、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点
亮灵山秀水 共享美好生活”
2023文化和旅游助力乡村振兴采
风宣传活动走进山西省娄烦县官
庄村。站在娄烦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中心大厅，一位大姐操着
略带官庄口音的普通话，率先讲
起了村里非遗的“高光时刻”。

仔细一问才知道，她不是普
通的讲解员，而是娄烦县非遗协
会主席苏俊花。

“我是地地道道的官庄村人，
也是木版画的传承人。”苏俊花笑
着介绍，木版画作为中国历史悠
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取材于
世俗社会生活，有历史故事、神
话传说、吉祥喜庆等各种题材。
而若谈起官庄村与木版画的缘
分，一定离不开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孙占伟，文化
和旅游部新派来咱村的第一书
记。电话 xxx，请大家多多联
系。”孙俊花至今记得2018年10
月 9日晚官庄村微信群里收到的
这则信息。孙占伟到任后，积极
向村民介绍非遗传承的价值和内
涵，也是他邀请了具有非遗保护
和衍生品开发经验的公司，教授
村民学习传承木版画。

“当时，孙书记在微信群里问

大家是否愿意参与学
习，作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我，第一个报
了名！”孙俊花笑着
说，也是那一刻，她
的命运开始悄然改
变，经过一个月的培
训后，她成了官庄村
首批木版画传承人。

“起初没学时，感觉木版画挺
难的，等学会了熟能生巧，发现
比想象中简单。”孙俊花腼腆一
笑，“官庄木版画，是将农村具有
代表性的剪纸拓在木板上，拿着
小刀描刻出来，再通过油印形成
特色工艺品，如同再现了古代的
雕版印刷术。”

“我们不仅学习了木版画的历
史传承、制版、拓版和刻版等内
容，还进行了很多主题创作。你
看，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作品。”
在官庄村的木版画工作室，娄烦
县木版画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冯
效清一边介绍，一边麻利地制作
出了一幅红色版画。“这位是中国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他是
我们娄烦人，旁边这位是他的恋
人石评梅。在他们的经历和留
有的书信中，我们不仅能够
读到爱情和友情，更能读出
高君宇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的

‘初心’。”
如今，在孙俊花等第一

批学员的带动下，村里已有三
四十人掌握了木版画技艺。
这些年来，官庄木版画还走出
了娄烦，亮相于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动漫节、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
节、第四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等活动。

作为村内非遗代表，连续多年
参加活动的冯效清更是感慨，“能
在这些非遗展会中交流互动，我既
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版画制作水
平，也为版画的传承和推广奠定了
较为坚实的基础。”

“木版画已经成了娄烦县对外
展示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传承人

的我们，也陆续通过版画雕刻获得了
收入。”苏俊花笑着说，尤其是临近
过年，门神木版画的销量特别好，其
余时间，村里也会陆续接到木版画订
单。“我们利用闲暇工夫做一做木版
画，每年能增收五六千元！”

木版画只是官庄非遗图景的一
个起点。“在孙书记的带动下，我
们村掀起了非遗热潮。他在来村后
的第一个春节，就安排了‘首届娄
烦县官庄村非遗过大年系列活
动’，并带领我们恢复了村里的古
老风俗——转九曲。”苏俊花说，
正月初十晚上，大号、唢呐吹起
来，本村、邻村数千人沿着“九曲
阵”迷宫，一步一步转九曲祈福。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转了两个半小
时还意犹未尽。

“转九曲让官庄扬了名，都说
官庄的人口灯扎得漂亮，对官庄人
的夸赞从年头说到年尾。”苏俊花
介绍，如今，孙书记挂职已结束，
但在他的推动下，官庄的非遗项目
已初见成效，游客再到官庄村来，
可以畅游在民俗风情中。

“咱普普通通一个小村庄，
可是大有特色，不仅

有 烧 馍 馍、

圪搓搓、磨擦擦、莜面鱼鱼等各类
地道美食，还可以在村里体验独特
的清明习俗。游客可以用软软的面
团和各色布条捏起寒燕燕、缝上寒
拍拍。我们这里还有传统体育——
打岗、荡忽悠、碰拐拐、弹拐拐
等，能让远来的孩子们感受到传统
体育的乐趣。”孙俊花说，“我们每
年还会组织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活
动，向青少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如今，非遗展览中心也成了定
点的旅游景点，希望更多人来到这
里，了解官庄的木版画等非遗项
目，感受这里用非遗点亮乡村的美
好生活。”

本报讯 （记者 毛丽萍 通讯
员 程荣东 戴熙）“李白文化是安
陆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作为本土李白
研究学者，我们编辑出版了十余本书
籍组成的《李白研究丛书》，下一步
将推进李白文化挖掘研究，擦亮城市
IP，助推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近
日，在第三届湖北（安陆）李白文化
旅游节李白诗歌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
研讨会上，安陆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主任朱绍斌满怀激情地说。

诗仙李白“酒隐安陆”十年，留
下约200首脍炙人口的浪漫诗篇。近
几年来，安陆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建
设“全省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全域
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安陆市政
协闻令而动，主动作为，发挥政协文
化文史功能，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积极服务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
唱响了政协好声音。

安陆政协文史工作始终把挖掘、
弘扬李白文化放在文史工作的核心位
置，探究李白安陆十年的游踪行程、
爱情婚姻、访友交友及诗文创作的人
生经历和心路历程。40余年来，安
陆李白文化研究成就斐然，先后结集
出版了《李白文化丛书》《李白故居

白兆山》《李白与安陆》《李白诗文作地
辑考》等系列文史专著，填补了安陆乃
至全国李白文化研究空白。

市政协秉承文史工作“三亲”（亲历、
亲见、亲闻）的基本原则，近年来组织专
班先后赴四川省江油市、安徽省马鞍山
市当涂县、山东省济宁市等诗仙游踪地
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与李白重要游踪
地结成友好城市联盟，共同掀起李白文
化研究、传承、创新的时代新风。

在推动李白文化与全域旅游融合发
展方面，市政协从文旅产业招商、文旅
项目服务、文旅规划编制等方面献计出
力。全力服务白兆山李白文化风景区创
建5A景区，成功引进投资过10亿元的
李白诗歌小镇、大唐诗城等文旅产业项
目。成立“安陆市政协太白书画院”，
组织开展书画采风、创作、研讨、展示
交流等一系列活动；参与指导安陆李白
文化旅游节、李白诗词朗诵大赛等系列
文旅活动；围绕打造李白文化品牌深入
调研，指导全国第一个李白村的规划和
建设；组织委员中的文化文史工作者，
举办《政协委员话文史》系列专题电视
网络讲座，扩大安陆李白文化的影响
力，彰显了政协工作紧贴中心、服务大
众的时代使命。

挖掘李白文化资源

湖北安陆市政协创新履职兴文旅
山西省娄烦县官庄村：

小版画 大看头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冯效清展示木版画

能跟随人的动作学习倒酒、也能捕捉乒乓球的速度、轨迹及人的骨骼、动
作、身体状态、情绪等信息开展人机对话……本届进博会中，“百变机器人”用
实力印证了“创新是第一动力”。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百变机器人”印证了“创新是第一动力”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戏剧正在
融入城市的血液，同样，戏剧能够获得
长久生命力，也得益于城市文脉的滋
养。11月 9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政府、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大
戏东望·2023全国话剧展演季”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喜剧院召开。

据悉，本届话剧展演季将于2023
年 11月至 2024年 1月举办。以北京
为主会场，联动上海、天津、深圳、南京
等10余个地市，带来23部剧目43场
展演，打造戏剧文化盛宴。11月底，原
创舞台剧《寻味》将作为开幕大戏登陆
焕新重装的北京喜剧院。该剧汇集了
两岸优秀的编剧、导演、演员，讲述了
跨越70年的两岸一家亲的动人故事。
在展演环节，由法国文学巨匠雨果作
品改编而来的中文版话剧《悲惨世
界》，将于明年1月在北京保利剧院首
演；原创剧目《你好吗》、儿童剧《猫神
在故宫》等近年来市场和口碑俱佳精

品剧目，也将在国家大剧院、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陆续上演。

除在北京剧场展演 9部精品力作
外，此次展演季另有14部话剧佳作陆续
在分会场实现院线联动、多城联演，打造
全国话剧展演的全新舞台。

为了搭建更高端的对话平台，为戏
剧行业注入更多活力，活动将首次与中
央戏剧学院深度合作，进一步提升全国
话剧展演季的文化理论深度和业界传播
广度，打造戏剧盛宴，全面擦亮“大戏看
北京”名片。

近年来，自提出建设“戏剧之城”理
念以来，北京市东城区逐渐形成了梯度
化的剧场空间，形成了“原创作、小剧场、
社会化、重扶持、有特色”的戏剧生态链。
本届展演季将以真情实感呈现“城市历
史”，以百姓视角讲好“城市故事”，以舞
台艺术凝聚“文化自信”，以历史记忆感
悟“文化力量”，进一步凝聚本土话剧复
兴力量，谱写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生动
篇章。

与戏剧共生 与城市共美
“大戏东望·2023全国话剧展演季”即将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