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用糖画的龙，又好吃又好看。”
“这是用草编的蜻蜓，好可爱。”6月 12日上
午，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源头村文
化广场上，“寻找村宝、唱响村歌、齐秀村
艺”端午民俗文化艺术节火热开展，糖画、
盆栽、捏面人、书法、国画、古酒酿制……
各种手艺人端午齐聚，给群众带来了一场
民俗文化盛宴。

“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最早提出者
是谁？”“我知道，是蔡和森。”活动现场设
置的党史知识长廊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
地方之一。“端午假期第一天，不仅让小孩
感受到端午民俗的魅力，还答对党史题目
拿到纪念品，真是太有意义了。”专程带着
孩子参加活动的杨明兴奋地说。

主题活动热在基层、热在群众、更要
热在青少年。

两条“龙舟”模型摆放在道路两端，
1000多幅儿童书画、手工香袋、粽子模型
陈列在道路两边……在江苏省兴化市戴
南中心小学，“永远跟党走‘我们的节日·
端午’”主题活动在这里举办，这条由学生
们参与制作的“端午文化长廊”，成为校园
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校园另一侧，一场别开生面的文
艺汇演正在上演。小朋友们表演的《童心
赞端午》《走进屈原》等节目，从不同的侧
面表现了端午文化的内涵。

一场场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节日
氛围，一次次经典诵读让广大群众重温红
色记忆。

6月 11日，天津市西青区文化中心剧
场，“‘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诵读会”拉开帷幕。古风诗
歌《春望》以充沛的情感激发起观众的爱
国情，《丰碑》《长征组歌》用长征故事讲

述了红军战士不朽的英雄事迹。
朗诵者们慷慨激昂、情感真挚，现

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观众们在欣赏
节目的同时，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诵读党课”。
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县，来自

海峡两岸的嘉宾、屈氏后裔和当地民众，
也为了共同的节日聚到了一起。

11 日上午，庄重、古朴的开场乐舞
《英魂流芳》拉开了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的序幕。号角长鸣，鼓乐阵阵。大家一同
献上兰草，祭奠屈原爱国之情。

活动主办方表示，千百年来，秭归人
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传统端午习俗

结合起来，赋予端午节浓郁的家国情怀。
希望通过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起
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屈原的精神流芳百世，端午的意义
也更加深远。

在青藏高原上的日喀则，6月 10日，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我们的节日”在
德勒社区开展。

社区居民聚在一起，德勒社区党委
书记为大家讲述党史故事。居民们手
持党旗、拿起手机，拍起了“我想对党

说 与党旗合影”短视频，一同感受着节
日的快乐。

6月 11日，贵阳市修文县中国阳明文
化园，贵阳市 2021年“我们的节日·端午”
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这里开展。来自修
文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手持盘子跳
起了《光盘谣》，倡导大家践行光盘行动。

尽管下着雨，现场仍有不少群众前
来观看。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志愿服务展
台，志愿者们围绕理论宣讲、医疗健康、法
律服务、家庭服务等方面开展志愿活动。

我们的节日里，有粽香，有党恩，有
家国，有教益……吃一口香甜粽子，道一
声端午安康。（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弘扬端午文化弘扬端午文化 厚植爱党情怀厚植爱党情怀
————各地广泛开展各地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主题文化活动

诵读红色经典、举行端午诗会、举
办文艺演出、体验民俗文化……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各地以
端午节为契机，深入开展“永远
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连日
来，广大群众在活动中弘扬
端午文化、厚植爱党情怀。

▶▶66月月1313日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小浦镇方一村一家民宿小浦镇方一村一家民宿，，当地村民和游客当地村民和游客
一起制作当地传统美食一起制作当地传统美食““乌米端午粽乌米端午粽””。。

▲▲66 月月 1313 日日，，在湖南省汨罗市屈子文化园举行的龙舟在湖南省汨罗市屈子文化园举行的龙舟
表演赛上表演赛上，，参赛龙舟队员在比赛中奋勇争先参赛龙舟队员在比赛中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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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0日至 14日，宁夏黄河流域非遗美食大
赛在吴忠市举办。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吴忠
市政府主办，来自宁夏各地 45个美食相关非遗项目参赛，
55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

活动主题是“非遗进万家·文旅展风采”，突出传承、创
兴、融合三大理念，由非遗美食大赛、线上非遗美食节、宁夏
特色美食展销等美食单元组成。通过大赛，把最具地方风
味、文化内涵、群众公认的特色美食展示并推介出来，让百姓
更加直观了解非遗美食、品味非遗美食、欣赏非遗美食。激
励非遗美食传承人传承好传统技艺，弘扬传统文化，叫响“游
在宁夏吃在吴忠”品牌，展现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新亮点，打
造宁夏特色美食旅游品牌，助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升级。

吴忠市坐落在黄河之滨，属宁夏引黄灌区，文化底蕴深
厚，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交融。该市饮食文化独具特
色，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美食城”，被评为中国美食之乡，“游在
宁夏，吃在吴忠”有口皆碑。当地有滩羊肉、富硒米、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黄花菜、有机枸杞、圆枣等优质食材，非遗美食风味
技法众多，历经岁月沉淀，更加让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吴忠市围绕打造“文化创意、沿黄旅游、特色
餐饮、现代商贸、区域服务业”等十个集聚区，形成了“一核
多点（以利通区为核心，各县区为节点）”的餐饮产业发展
布局。目前，全市注册餐饮服务经营企业 6000余家，特色
餐饮占 75%左右，以吴忠市利通区为主的早茶文化发展迅
猛，形成了以传统正餐为主，各种新餐饮业态发展迅速、兼
收并蓄的良好势头，构建起美景美食、名街名店的“旅游+
餐饮”融合发展格局。 （马 军）

本报讯 端午小长假期间，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宁夏书画院承办，银川市美术馆协办的“千秋伟业 百年辉
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在
宁夏银川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经过严格评审，133件美术作品全新亮相，展
出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连环画、综合材料、书
法等多个艺术门类，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初
心使命，以艺术形式展现了宁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
美丽新宁夏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彰
显了宁夏各族儿女“传承党的百年历史基因、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心，体现了艺术工作者讴歌新时
代、礼赞新生活的家国情怀。

据悉，除展览外，全部展览作品还将结集出版。（马 军）

本报讯 6 月 12 日是我国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当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吴忠市政府，在吴忠
市黄河楼景区举办宁夏主会场活动。

本次活动以“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文物映耀 百年征
程”为主题，采取“1+3”模式，即黄河楼主会场、光耀美食街、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和董府旅游区 3个分会场，组织开
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歌联唱、“人民的非遗人民
共享”专场文艺演出、非遗项目作品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健
康生活义诊及非遗项目展演、非遗购物节、非遗美食大赛、

“逛文旅市集·拆非遗盲盒”非遗盲盒大赠送、《黄河谣》大型
实景演出、非遗花火光影夜游、线上线下非遗美食集市、文化
遗产宣传、红色文献文物主题展览、文化遗产及党史知识竞
答、“字”游“字”在文字拓印、皮影戏展演、包香粽、饮黄酒、系
福带活动、屈子黄河·一粽“忠”情、粽享祝福·红丝带送吉祥、
微购票·享优惠等 20余项文化旅游惠民活动，继续打造宁夏
多彩非遗品牌，让“人民的非遗”惠及万家。

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吸引了5个地
级市22个县（区）、100多项非遗代表性项目、600多位非遗讲
解员、传承人参赛、1000多名非遗传承人参与、3000多件展品
（作品）展出，活动期间吸引观众30余万人次。（马 军）

千秋伟业 百年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开展

“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打造多彩非遗品牌

宁夏黄河流域非遗美食大赛
打响“吃在吴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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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着军绿色上衣、
手持篾刀的花甲老人，把一
根十几米长的竹子从上到下
一劈为二，碗口粗的竹子瞬
间被剖撕成数不清的篾片。
老人选中度篾齿上最小的凹
槽，将柔韧结实的篾片一根
根地刮过小槽，篾片的表面
变得光滑圆润。再经过开水
煮、浸泡、染色，竹篾在老人
手中仿佛成为一根根丝线，
经纬交错中，演员胡歌的轮
廓逐渐显现……

这是篾匠李年根在抖音
直播间的画面。李年根喜欢
哈哈大笑，可只要戴上老花镜
编竹篾，瞬间一脸严肃，紧盯着
手指下翻飞的篾片。他接触
互联网1年，全网粉丝已经过
千万。“我一辈子不识字，干了
50多年篾匠，没想过60岁了还
能玩互联网，让这么多人知道
我竹编老李。”李年根感慨道。

李年根哽咽于吃过的苦，也
遗憾自己没有接受过什么教
育。但只要提到竹编手艺，他瞬
间自信起来：“我没有文化，但对
竹编全心全意。只要是竹子能
做的东西，都难不倒我！”

竹编生意并不好做，但李年根
却不愿意自己的手艺黯淡下
去。他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竹编
生活用品，开始试着编出更精美
的工艺品。不为赚钱，只是自己
离不开竹子，心里放不下竹编。

李年根最喜欢的作品是“婴
儿床”和“宝塔”，放在家里七八
年了，有人出高价也不卖。“我就
想让别人饱饱眼福，让他们知道
我的手艺不是一天出来的。别
人一句‘活了八九十岁，也没见
过这么好看的婴儿床’就让我觉
得这辈子值了。”李年根笑着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李年根的
好手艺终于被人看到了。洞村旅

游景区开业第一天，为了给游客展
示手艺，李年根推着作品在路边摆
摊。那幅《沁园春·雪》尤其引人注
目。这幅竹编字画上所有的汉字
都是用竹篾编出来的，长1.6米，宽
80厘米，竟然是由一个不识字的
篾匠耗时3个月做出来的。

“我不识字，但能编出《沁
园春·雪》。”李年根自豪地说。
这个消息一传开，县委宣传部来
了，市委宣传部也来了。

201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人建议李年根在互联网上展示
竹编手艺，他便尝试着“触网”。
没想到就做了几个作品，拍了几
次视频，他的抖音账号就吸引了
100多万粉丝。“我都 60了，怎么
可能会是网红呢？！”一开始，李年
根都不敢相信竹编这么受欢迎。
随着竹编生意越来越好，自己的
手艺被越来越多人看见，李年根
才体会到互联网的力量。

李年根对自己的手艺非常自
信，却有一个最让他操心的事——
选竹料。竹编需要 3到 6年的竹
子，做竹编的竹子一定要老、韧，煮
过以后，篾更软一点，不发霉，不起
黑点，不生虫。这样，制成的竹编
作品才能放百年以上。

有时候，李年根在山上找一
整天也找不到一根合适的竹
子。“每个作品都要出不同的料，
并不是 3 年以上的竹子都可以
用，”李年根说，“一件作品有的地
方需要用最硬的竹篾，有的地方需
要用不硬不软的。看起来可能差
不多，但是手一摸就知道不一样。”

洞村竹编已有 400 多年历
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李年根
家有一只祖上留下来的竹编篮
子，有 150 年历史，是当地人制
作夏布时专门用来绩纱的。

夏布是分宜县另一种传统
手工艺，是一种将天然苎麻纤维
通过手工纺织加工而成的平纹
布。李年根从夏布编织中获得灵
感，将柔韧硬挺的竹篾变成一股
股丝线，任凭自己天马行空地创

作。“我虽然不认识字，但不管你
怎么写，我都可以把它当成图画，
编出一模一样的来。”李年根说。

《沁园春·雪》就是通过编织
竹篾的经纬，勾勒每一处细节，形
成一幅完整的字画。远看如一张
平滑的麻布上书写的字，近看却
是无数根双色竹篾交织而出。这
便是李年根创作的篾织画。用同
样的手法，李年根还编出一张二
维码，而且当真能扫出来！

网络上，网友们不断地给
李年根出新点子：双肩包、行李
箱、大西瓜、手镯、文具盒……镜
头里，成百上千根竹篾在李年根
灵巧的手指下，蜕变成色彩缤
纷、花样百出的竹编作品。

如今，李年根作为洞村竹编非
遗传承人，积极地在各大平台展示
竹编手艺，还承诺“无论年龄大小，
只要你愿意学，我都免费教学！”50
多年的篾匠生涯里，李年根带过很
多徒弟，但只有他自己坚持了一辈
子。屏幕前的千万网友不仅赞叹
这门传统手艺，也感佩于这位“守
艺人”。（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李年根出生在江西新
余分宜县洞村乡。他 3 岁
丧父，6岁跟随伯父生活，8
岁半就开始跟着伯父做篾
匠，13岁就能带徒弟，15岁
自立门户。

“做篾匠好苦的。那
时没有电话，白天帮每家
每 户 做 工 ，晚 上 要 走 一
二 十 里 路 联 系 家 家 户
户 ，安 排 好 第 二 天 做 的
事。”李年根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李年根
正值 20 出头，也恰是篾匠
的好时候。那时分田到
户，家家户户都需要簸箕、
竹筐、竹席、竹帘、竹笥、竹
扇……所有篾匠都有忙不
完的活计。李年根记得，
那时候村里几乎每个篾匠
都带一二十个小师傅，给
成百上千户人家做事。

但好景不长，随着市
场化和机械化的推进，农

田被大规模承包，塑料、不
锈钢涌入千家万户，手艺
人规模慢慢缩小。上世纪
90 年代初，李年根有 20 多
个徒弟，没过几年，徒弟们
全都出去打工了。“新世纪
初，我就成了‘光杆司令’。
我一天最多挣 18 元，徒弟
在外打工一天能挣 40多元
呐。”李年根想过打工，却
又舍不下竹编手艺，“我去
不了。我从小做篾匠，一
生一世都是篾匠。”

实在维持不了生计，
李年根决定跑摩托车。他
坚持了 4年，但始终放不下
竹编手艺。“4年里，我白天
跑摩托，晚上拼命做竹编
作品。每天都是凌晨才睡
觉，就是为了编出精致的
竹编摆件。”李年根说，那
时候还年轻，就想把最好
的竹编作品做出来，让大
家都看得到。

▶ ▼

从小做篾匠的“竹编老李”

竹
编
老
李
的

◀

用竹篾编出《沁园春·雪》

令人感佩的“守艺人”

正在制作竹编的李年根。

李年根用竹篾制作的二维
码、演员胡歌画像、双肩背包。

本报讯 6 月 11 日，记者从银川剧院获悉，由苗圃、
马驭崧、张晞临、贾雨岚领衔主演的大型原创话剧《情系贺
兰》将于 6月 16至 20日在银川剧院上演，共演出 5场次。

据了解，大型原创话剧《情系贺兰》是银川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携手中国煤炭文工团共同创作一部反映闽宁脱贫
攻坚的大型话剧，已在北京成功展演 5场，受到业内专家和
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该剧取材于西海固群众搬迁到闽宁镇、福建援建宁夏
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通过全景式展现了脱贫攻坚致富
奔小康的生动实践，呈现了扶贫干部忘我付出、西海固人
民勇于开拓、携手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感人故事。创
作之初，中国煤矿文工团创作团队的足迹踏遍宁夏南部山
区、贺兰山腹地以及红寺堡区、永宁县等地，为创作一部优
秀脱贫题材艺术作品打下坚实基础。剧本经过反复修改
和排练后，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在北京二七剧场成功首
演。2021年初，中国煤矿文工团再次对剧情设置、舞美设
计、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和提升。

今年为营造浓厚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氛围，银川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不断大力引导培育精品力作。组织召开全
市艺术创作工作推进会议，制定 2021-2022年文艺创作规
划，开展精品文艺创作扶持计划。紧紧围绕建党 100周年、
脱贫攻坚等重大现实主题，修改提升原创话剧《情系贺兰》、
舞剧《不到长城非好汉》、杂技剧《岩石上的太阳》，推进宁夏
党史情景剧《初心》、儿童剧《我家有霸王龙》等一批新剧目
的创排，支持创作一批优秀的舞蹈、杂技、歌曲、小品、相声
曲艺节目。组织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实题材创作采
风活动，充分调动全市文艺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马 军）

苗圃、马驭崧领衔话剧《情系贺兰》
6月16至20日在银川剧院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