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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村晚”，沃野飞歌产业兴
本报记者 强永利 杜晓星 王文革 见习记者 郭小立 文/图

一台台接地气、聚人
气的“村晚”，处处涌动着
乡土宁夏的烟火气息、文
化脉动和生机活力。

台上操着方言，说着
家长里短，台下阵阵欢
呼，倾情互动，在“红色美
丽村庄”北村的广场上，
村民演村民看，“村晚”处
处显“村味”。

乡村面貌换新颜，我
用快板夸夸咱家乡，在薛
庄村“村晚”现场，农民张
军平登台唱主角，自己演
自己，村民日常的生产、
生活，就是最好的节目。

“村晚”为啥能火？
火在村民当主角，火在群
众对乡土文化的热爱，火
在以文化下乡促农旅融
合。“村晚”的走红出圈，
更离不开文化的点缀。
无论是北村厚重的红色
文化和红色基因，还是薛
庄村“田园乡村、住百美
民宿、观满天繁星、游七
星美景、品舌尖美味”的
美丽新农村场景，抑或方
堡村的百年梨园、特色小
吃、非遗文化，都可以让
来这里的游客找到心之所向，或醉心
诗意田园，或沉浸红色文化，或体味
多彩民俗、寻味乡间美食…… 行走
在村子里，处处是景，心中的乡愁不
断被唤醒，让游客在一趟“轻旅游”中
收获满满，留下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乡
土回忆。

乡村振兴，关键看人。北村、薛
庄村、方堡村春季“村晚”的火爆，告
诉我们，乡村振兴的人气离不开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实际上，“村
晚”辐射带动旅游的后劲很足。“五
一”期间的方堡村，尽管下着雨，仍然
吸引了 3000 多名游客慕名来此。“村
晚”现场，方堡村张学云的海原牛杂
火到不够卖、村民张小龙的烧烤 3 天
收入 3 万多元，再到全村 200 亩头茬
韭菜现割现卖一售而空，让我们有理
由相信，“村晚”搭台经济“唱戏”确实
可行。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和思考，随
着“村晚”走红，如何让文化流量转化
为经济增量。

“源于土地的艺术，才最具生命
力。”在乡村振兴大图景上，“村晚”是
一扇窗，透过它可以窥见乡村文明新
气象。一场场富有仪式感的“村晚”，
恰恰折射出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以及对更高质量文化生活的热
切需求。只有激发乡村文体活动的
内生动力，让农民乐于参与、便于参
与、主动参与，才能增强乡村文化感
召力，增强农民获得感。热闹的背
后，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让“村
晚”成为促进农民增收、传承乡村文
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才能
释放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的充沛活力，也为乡村
振兴提供更多文化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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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化和旅游部研究确定88个2024年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
点，我区吴忠市同心县王团镇北村、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中卫市海原
县关桥乡方堡村上榜。与“高大上”的大型晚会不同，“村晚”作为一场在村民
家门口举办的联欢活动，究竟有何魅力？连日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文化广
场、农家小院采访发现，一个个散发着乡土味、烟火气的节目，让乡亲们看得
入迷，游客直呼过瘾，“村晚”正成为乡村最灿烂的舞台。

“养殖种植齐发展，扶贫车间天地
宽。山变宝，地生珍，洒下汗水地涌
金。”4 月 29 日晚，七星映像、百美薛庄
暨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 2024 年
全国春季“村晚”在原州区薛庄村文化
活动广场举办，村民自导自演的快板节
目《乡村面貌换新颜》作为薛庄村唯一
节目登台演出，词曲内容反映薛庄村近
年来的新变化。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节目形式多样，
精彩的表演点燃了观众的热情，现场掌
声不断。《锦绣原州好地方》《谁不夸咱原
州美》等原创歌曲和快板，词曲慷慨激
昂，生动活泼，好评如潮。56岁的张军平
就是快板团队的一员。“我们是亲历者，
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得心应手。”他
自豪地说。

原州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农民唱主角，让“村晚”活动成为
一种新民俗和乡风文明建设的有力载
体，有效激发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

动力，让薛庄村的故事走得更远，成为原
州文旅发展的一张名片。

原州区薛庄村为何能入选 2024 年
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记者
了解到，原州区薛庄村是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在宁夏唯一扶持建设的百美村庄
项目。该村临近固原城区，依山傍水，民
俗文化氛围浓厚、乡村自然资源禀赋、交
通便利、农业产业发达。薛庄村立足当
前优势，不断整合优势资源，发展乡村
旅游。

走进清水河畔的薛庄村，记者被沿
途的民宿、茶馆、采摘大棚等项目吸
引。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徐建东说：“这
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薛庄村最大的旅
游资源集中地，能够吸引更多人来旅
游参观，从而提高村民收入。”

薛庄村文化氛围浓厚，民俗文化中
心、乡村大舞台等基础设施为该村文化
建设与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村民
张万里表示，农闲时刻，村民在民俗文化

中心聚在一起唱秦腔、说快板、拉家常，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今年 6月，薛庄村百美村庄将正式
营业，主要包括田园乡村、住百美民宿、
观满天繁星、游‘七星美景’、品舌尖美
味。”原州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相关负
责人于金红说。

小村庄也有大梦想，如何让薛庄村
“出彩出圈”？

薛庄村的答案是——依托百美村庄
项目打造乡村振兴综合示范村，以湿地
生态为基，促进三产融合，围绕清水河湿
地公园地理环境优势，建设乡村文旅产
业群，结合文旅、餐饮、农业等，形成“文
化+休闲+农业”新业态，建成原州区文旅

“芯片”。
薛庄村退伍军人余鹏“相中了”乡村

建设项目露营地。“看到薛庄村旅游产业
快速发展，年初便萌生返乡创业的想法，
想借助薛庄村丰富的旅游资源与妻子一
起经营露营地。”余鹏说。

村民变“民星”处处显“村味”

4 月 20 日傍晚，在吴忠市同心县王
团镇北村的广场，2024 年全国春季“村
晚”开演。晚会以热情奔放的集体舞《春
回大地》开场，红衣舞者手持紫色鲜花翩
跹起舞，演绎着同心春日中的勃勃生机。

这场“村晚”舞台设置在有着百年历
史的北堡子。北堡子始建于 1919 年。
1936年 10月 22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
自治政府在同心县宣告成立，政府机关
设在王家团庄北堡子，为扩大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支持红军北上
抗日，为红军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第一次尝试。朱德、
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曾共商革命大
计于此。

本场“村晚”处处凸显红色元素：大

红色的舞台分外抢眼，《映山红》《成长在
祖国的怀抱》等节目感人至深……这场
办在村民家门口的“村晚”也很接地气：
上演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有花
儿、广场舞、民间曲艺等。小品《阴差阳
错》，演员们操着方言，反映家长里短，赢
得台下观众一阵阵笑声。

“这场‘村晚’是咱们乡亲自编自导
自演的，充分展示了新农村和新农民的
面貌。”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刚表示，现在
村上建有宁夏旱作节水高效农业科技园
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
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搞得都很攒
劲，是全县乡村振兴的样板。

整场“村晚”分为“千年古城扬红旗”
“乡村振兴共圆梦”“永结同心开新篇”三
个篇章，演出节目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感，

彰显着同心县厚重的红色文化、传统文
化以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
作为，通过直播形式向全国观众全方位
展示。

高兴就要唱出来。今年第一季度，
同心县地区生产总值 33.84亿元，同比增
长 10.6%，群众获得感越来越强。在这场
为时 1 个小时的“村晚”上，无论是演员
还是观众都很尽兴，尽情抒发着“今天是
个好日子”的盛世豪情。

同心县结合“四季”特点，以家乡大
地为舞台，把好日子唱成歌、编成舞，生
动展现村民们幸福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
图景。同时进一步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以文惠民、以文塑旅、以文兴业，
展现乡土特色，传递“乡音”“乡情”，助力
乡村振兴和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高兴就要唱出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从央视春晚到海原春季村晚，皆为
华夏动人画卷。”一曲经典的花儿演唱之
后，去年宁夏唯一一位参加了央视春晚
的花儿传承人黄亚，一句感言引来现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4月 19日至 21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主办、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及中国文化馆协会承办、海原县协办的

“大地欢歌·相约四季”春季村晚成果展
示活动，在该县关桥乡方堡村梨花小镇
火热举办。繁花绽放的数千亩百年梨园
中，歌舞、魔术、戏曲、杂技等文艺表演轮
番上阵、亮点纷呈；海原特色牛杂、烧烤、
章鱼小丸子、烤馕、手抓饼、肉夹馍、手工
洋芋擦擦等乡味浓郁的特色美食让人回
味无穷。剪纸、刺绣等非遗国潮集市人
头攒动，汉服游园者络绎不绝，“璀璨梨
园”篝火晚会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

据统计，为期 3 天的方堡村春季村
晚成果展示活动，共接待游客 10.94万人
次，仅餐饮收入近 40 万元，实现村晚效
果与经济收入的“双丰收”。

“美醉了！”来自固原市的游客李美
静说，盛放的梨花就像朵朵白云包裹着
整个村落，梦幻又迷人。来自甘肃省白
银市平川区的张凯与亲友三家人自驾来
到方堡村：“从微信朋友圈看到消息后就
来看看，这里有好多百年以上古梨树生
命力依然旺盛，很震撼。我们尝了各类
小吃，看了节目，体验了‘泥哇呜’制作，
还参观了红军井和关桥堡红军会议遗
址，可以说这趟‘轻旅游’收获满满。”

“我们将村晚与时兴的村游、村玩等
活动‘混搭’，村晚和农产品销售结合，既
抓住传统乡风乡韵的‘村’味、地方特色
的‘土’味，又契合新一代游客的体验诉
求，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来
了还想来’的文旅体验。”方堡村党支部
书记方鸿说，从以前的文旅节会到如今
红火的春季村晚，最深刻的感受是：群众
发展意识的觉醒，从过去的“要我干”到
现在的“我要干”，参与文旅发展的积极
性空前高涨。

文艺演出环节，一曲《南华山下我的
家园》大合唱，唱出了绿水青山和致富豪
迈，而合唱者均为高崖乡草场村地地道
道的农村妇女，64岁的张红霞便是其中
之一。“一直喜欢唱歌，但是以前不会唱，
村里文化大院建成后，经常组织乡亲们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慢慢就学会了。”张
红霞说。

游客点赞评论认为，将海原春季村
晚推向高潮的，莫过于神奇的水与火、大
变活人等令观众尖叫的系列大型魔术表
演。表演者周明生、赵兴荣、张继琴等来
自三河镇唐堡村兴荣文化大院。在大力
开展歌舞、秦腔、刺绣等文化活动的同
时，该文化大院还创新发展魔术表演项
目。“文化大院专门组织魔术爱好者赴变
脸魔术之乡四川绵阳学习魔术表演，并
购置各类魔术道具，不断完善、训练魔术
表演手法。”文化大院负责人赵兴荣介
绍，他们的魔术表演已小有名气，从村里
走向县春晚及周边县区。“今年‘五一’当

天，有固原市、海兴区等 3场表演，5月中
旬在须弥山，7月在银川等地都有表演，
今年忙得很。”

“海原春季村晚不是临阵磨枪，而是
厚积薄发。”海原县文化馆馆长王新林介
绍，经多年持续培育，该县依托农家院
落、闲置校舍、村部等维修改建农民文化
大院 101 家，实现所有乡镇全覆盖。培
养文化骨干上千人，年平均开展健身舞、
秧歌、秦腔、社火、山花儿、小品、快板、剪
纸、刺绣等各类文化活动 1500 余场次，
带动 10万多人次参与文化活动，不断丰
富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春季村晚带给人们的不止“诗和远
方”，还让群众的口袋“鼓”了起来。“3天
卖了 4000 多元，要不是中间出现小插
曲，收入应该能翻倍。”方堡村村民张学
云的海原牛杂在此次活动中卖火了。以
前他并没有这个手艺，是去年通过县上
组织的就业创业统一培训后，掌握了海
原牛杂、凉皮、韭菜盒子的制作方法，有
了增收途径。村民张小龙的烧烤，3天收
入 3万多元。乔亚龙的香水梨汁卖出上
千瓶，收入 2.2万元。就连全村 200亩头
茬韭菜现割现卖一售而空，销售额
达 16万元。“几乎家家有收入，
大伙明显感受到了村晚
的意义。”方堡村第一
书记银奇说。

不止“诗和远方”群众口袋“鼓”起来

记者手记

同心县2024年全国春季“村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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