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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灵川县公平乡联合村驻村工作队
以科学“就近”选址、建立“导师”制度、凝
聚“社会”力量等措施，以村级“同心·画
室”（以下简称：画室） 为平台助推乡村民族
文化产业振兴。

科学“就近”选址，加强“文化实体”建
设。后盾单位联合组织、财政、乡镇等部门召
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村级画室建设，明确专项
建设资金，提出“多点灵活作画、传承乡村文
化”总体要求，以“现场调研+实地评估+征求
意见”等方式确定村级画室选址。坚持村屯

“就近”原则，以乡、村（自然村）文化室、农
家书屋为载体，进行规划、布局、添置、展示

等6个阶段建设，推动待业青年、脱贫户、留守
妇女等群体增加收入。联合村委山口村画室使
用以来，吸纳留守妇女23人绘画（其中脱贫人
口12人），销售成品画10万余幅，年人均收入
约2万元。同时，画室内设乡村文化墙、会员书
画展等5个主体部分；外设乡村振兴标语、驻村
工作故事会和儿童“同心·文化娱乐”广场，全
乡100多个留守妇女实现家门口挣钱。

建立“导师”制度，发挥“以老带新”作
用。后盾单位、驻村工作队采取“外聘导师+
内育导师”模式，聘请高校和行业企业等领域
专业人才和书画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建立村级
画室导师数据库，每半年从导师数据库按照专

业类型、绘画特点等条件筛选、邀请书画专家
教授和党外知识分子到村级画室开展技术指
导。近年共建立18个导师数据库档案，培训指
导1000余人次；县委统战部、公平乡党委利用
画室现有人才，通过县 （区） 统战部桥梁纽
带，强化与象山区、五通镇等地书画协会联
系，每年选派 2名村级“现有画师”到桂林市
藏流阁等画室培训 1个月，培育各类绘画技巧
导师，推动“现有画师”向“本地导师”转
变。目前，共培育本地导师 12人，考察学习
200余人次。

凝聚“社会”力量，放大乡村振兴效
应。建立“问题清单”制，领导不定期到画

室了解成品销售、存在问题等情况，组织爱
心企业、基层商会、书画协会、两新组织等
行业协会为画室捐赠拷贝台、宣纸、笔墨等
材料，推动留守妇女、创业青年、脱贫人口
实现“定点+居家”绘画模式，确保拷贝台

“画室一个、居家一个”。同时，驻村工作队
加强对接高校书画学院或书画工作室，与 3个
书画学院商谈签订双向交流合作协议；并且
以寒暑假为契机，组织返乡书画专业学生指
导绘画技巧。目前线上“云销售”成品画 5万
余张，直播带货 15 场，在公众号平台设置

“同心·画廊”展示国画 100余幅，留守妇女每
月收入约 2000元。 （周 澄 梁 涛）

灵川联合村：“同心·画室”助力民族文化振兴

近日，贺州学院义务支教服务队走进平桂区黄田镇担石小学，开展以“书香浸润童心 阅
读点亮未来”为主题的阅读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活动中，支教队员挑选 200 余册涵盖文学、科普、传统文化等类别的图书到校，通过读书
主题班会、阅读分享会、好书推荐卡等多元形式，引导学生们参与阅读、享受阅读。同时还指
导学生们制作个性化书签和读书笔记，为他们带来了一场充满趣味与启迪的阅读文化之
旅。图为学生们制作个性化好书推荐卡。 （李剑梅摄影报道）

平桂区：乡村儿童阅读“活”起来

5月10日，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上古陈村，当地瑶族群众为游客表演一项古老的传统
舞蹈——黄泥鼓舞。近年来，当地瑶族群众怀着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传承的使命感，成立黄泥
鼓舞表演队。表演现场，队员们身着色彩斑斓的瑶族传统服饰，手持精心制作的黄泥鼓，以矫
健的身姿、灵动的舞步，将黄泥鼓舞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泥鼓舞又称瑶族长鼓舞，最初作为祭祀舞蹈，随着时代的变迁，它逐渐演变为表演性舞
蹈，并在2011年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瑶族文化的一颗璀璨明
珠。图为村民在跳黄泥鼓舞。

（谭凯兴摄影报道）

金秀：黄泥鼓舞击响新乐章

5月9日，藤县中等专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在专心致志“画”狮头，传承非遗文化。
藤县狮头扎作技艺是随着狮舞这项传统而产生的，也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技艺。藤

县狮舞所用的狮子属“南狮”，又称“醒狮”。在狮舞文化不断绽放魅力的基础上，藤县开发了一
系列文创产品，将传统狮舞艺术与现代文化、创意设计相结合，走进群众日常生活。图为师生们
在制作“扎狮”。 (颜金昌摄影报道)

藤县中专师生传承“扎狮”技艺

5 月 11 日，在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
江城村吞禁屯，一支由20多名中老年人组
成的业余文艺队走进山村，为留守老人献
上了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演出。

当天，文艺队员带着二胡、笛子、锣
鼓等乐器走进屯里，演唱歌曲、表演小
品、快板等20多个节目。这些节目以乡村
生活为素材，语言诙谐朴实，既展现了民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
蓬勃生机。

据悉，高岭镇业余文艺队员大多是退
休干部和文艺爱好者，他们深入各乡镇村
屯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举办活动 30 余
场。下乡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村留守群体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为传承民族文化、促进
乡风文明提供了新路径。 （韩金秦）

都安：用文艺点亮幸福生活

近日，由西林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
作中心组织收集整理的 《西林壮族山歌续
集》正式出版。

西林壮族山歌内容丰富，涵盖了生
活、劳动、爱情、风俗等多个方面，反映
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山歌以朴素自
然、真实生动的乡土气息为特色，结构短
小精悍，韵律和谐，易于传唱和记忆。根
据内容分类为：诉苦歌、情歌、风歌、赞
美歌、生产劳动歌、盘歌、历史歌、时政
歌和童谣等。西林壮族山歌至今仍在当地
流传，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传统文化的珍视。

《西林壮族山歌续集》一书收编了近年
来整理和创作的西林各地壮族山歌，包含

迎宾、赞歌、节庆、酒歌、情歌、盘歌、
嫁女、感怀、民谣等9个系列的内容。本书
共收录山歌 106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好的欣
赏和参考价值。歌集采用壮文、汉字壮
音、汉译文等3种形式进行对照排版，其中
汉字壮音是西林壮语山歌的原生态语音，
记录了当地群众传唱山歌的真实口音，体
现了当地的民族语言特色和情感表达风
格，是歌集的原创部分。

《西林壮族山歌续集》的出版面世，对
于保存壮族原生态民歌、传承壮族文化遗
产、弘扬民族文化，培根铸魂，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等都具有深远意义。

(罗兰花)

《西林壮族山歌续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