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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 8岁那年，街头舞龙巡游的热闹场
景深深吸引了我。那生动的表演，特别是鼓手
敲击出富有韵律与力量的打鼓声，令我震撼又
陶醉。从那时起，我便迷上了打鼓，开始跟着
舞龙队学习……”回忆起与打鼓结缘的起点，
德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的老党员邓礼奎眼中依
然闪烁着光芒。

如今，84岁高龄的邓老，投身舞龙锣鼓
事业已有整整 76 个年头。岁月虽染白了双
鬓，却丝毫未减他对打鼓事业的传承热情。

“是打鼓给了我活力，身体倍儿硬朗，人也精
神！”他打趣地说道。曾经，邓礼奎饱受肩周
炎困扰，没想到坚持打鼓让肩部得到充分活
动，病痛竟慢慢痊愈。也正因如此，如今他身
体硬朗，精气神十足。

作为一名有着3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邓礼
奎深知传承文化是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
让舞龙锣鼓技艺代代相传，他倾注心血，每年
社区举办的舞龙锣鼓夏令营培训班，都由他主
动请缨执教，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学打鼓，眼
要看、手要动、脑要转，必须全身心投入。”邓
老不仅强调技巧，更看重兴趣与天赋的培养，
每一次培训都能带出60多名新苗。兴安社区党
委书记龙浩由衷赞叹：“优秀的鼓手不少，但像
邓老师这样能倾囊相授、教会学生的，实属难
得。”

打鼓，早已融入邓礼奎生命的血脉。从 8
岁初识至今，无论工作生活如何变迁，他从未
真正放下鼓槌。数十年来，他和舞龙队多次代
表德保县和兴安社区参加各级重要活动：90
年代的百色市矮马巡游、2011年百色市民俗
巡游表演、德保华银铝奠基开幕式、荣华乡慰

问立功消防员、欢送入伍新兵……他用铿锵鼓
点诉说文化的延绵不息，是德保传统文化脉络
里跃动的音符。

1988年入党的邓礼奎，始终铭记党员初
心，将服务人民奉为圭臬。退休后，为了更有
效地传承打鼓技艺，他发挥党员的钻研精神，

反复钻研教学方法，亲手绘制虽质朴却清晰实
用、干货满满的教学步骤图，学员们在他的手
把手教授下，按图解要领勤奋练习，很快就能
掌握打鼓的诀窍。为了让学员练习打鼓顺手，
他甚至亲手制作、反复打磨鼓棒，制作出了大
小不同的鼓棒，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正是有邓礼奎和舞龙队员们的坚守和传承，德
保县兴安社区获得了“广西特色文艺之乡”的
荣誉。

“社区能有邓老师这样的党员，是我们的
荣幸。”社区党委书记龙浩感慨道，“他随叫随
到，不计报酬。特别是教孩子们打鼓，他想的
从来都是如何倾囊相授。这样的精神，难能可
贵！”最让邓礼奎欣慰的，是每年培训班里那
些充满好奇的新面孔——孩子们对这门古老技
艺的兴趣和学习的热情，让他深感这是自己今
生做的最有价值的事。

翻开邓礼奎的笔记本，一行字清晰而坚
定：“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为能服务社区文
化活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尽一份力而感到无
比高兴和无限光荣。我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余热。”正是这份初
心与坚守，让古老的舞龙锣鼓文化薪火相传。
而他身上闪耀的真诚、专注与无私之光，更是
值得我们传承弘扬的宝贵精神。

（盘 京 李淑萍/文、图）

只需手机轻轻一扫，树立在
街头的路牌即刻化身“文化讲解
员”，将地名故事娓娓道来。目
前，西林县那劳镇9条主要道路
19 块智慧路牌升级项目全面完
成。这标志着西林县深化民政部

“乡村著名行动”、以数字技术赋
能地名文化保护与传承取得又一
扎实进展。

今年智慧赋能的重点，投
向了拥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宫保府”（岑氏家族建筑群）
与 自 治 区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欧贵婚俗”的那劳镇。如今，
漫步那劳街头，游客和居民惊
喜地发现，路牌多了一个小小
的二维码。举起手机扫一扫，
关 于 这 条 道 路 名 称 的 精 确 由
来、丰富含义以及背后承载的
独特历史文化知识，便清晰呈
现在方寸屏幕之上。

“以前听老人讲路名的故
事，总感觉云里雾里，一知半

解。”那劳镇居民陆先生现场体
验后感慨道，“现在用手机一
扫，信息写得明明白白！以后不
仅能给孩子讲清楚家乡路名的根
脉，也能向外地朋友自豪地介绍
咱们的文化了，这才是把家乡的
故事真正装进心里了！”

对于游客而言，这方小小的
二维码更是开启深度文化体验的
便捷钥匙。它提供了自助式、沉
浸式的文化导览，极大丰富了旅
游内涵，让游客在行走间便能触
摸到那劳深厚的历史文脉。同
时，它也有效解决了以往文化传
播依赖人力、覆盖面有限的痛
点。

“为路牌赋予二维码功能，
是今年‘乡村著名行动’的核心
任务之一。”西林县民政局地名
工作负责人介绍，“我们围绕
2024 年 已 完 成 科 学 命 名 的 道
路，有重点、分步骤地推进实体
路牌设置并同步赋予其‘智慧功

能’。” 该县的目标是持续提升
路牌覆盖率和智慧化水平，力争
让每一块路牌上的二维码都成为
地名文化权威、生动的“讲解
员”。

“路牌不仅指示方向，更能
‘讲述’地方故事。”该负责人强
调，“这是深化乡村地名服务效
能、活化传承地域文化、提升基
层治理智能化水平的关键一步。
下一步，我们将在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有序向其他乡镇和景区推
广。”

当游客驻足扫码探秘，当乡
亲们将路名背后的故事传给子孙
后代，那些沉睡在道路名称中的
乡土记忆与独特文化，正借助这
一方小小二维码，在数字时代被
重新唤醒、广泛传播，焕发出持
久而旺盛的生命力。智慧路牌，
正成为西林县唤醒乡土记忆、解
码文化基因的创新名片。

（岑敏文）

6月30日，融安县长安镇安宁村大袍苗寨迎来一年一度的“闹鱼节”，
通过芦笙踩堂、水上竞技、徒手捉鱼等民族特色活动，生动展现了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图景。

据记载，“闹鱼节”自明代万历年间流传至今，是苗族群众预祝丰收的
重要节日。近年来，融安县创新“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模式，将这场传承
百年的民俗活动，以文旅融合等新方式，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图为人们
在进行水上篮球比赛。 覃庆和 卫纲 摄影报道

近日，“锦绣丝路 华彩霓裳”丝绸服装设计大赛总决赛在宜州区举
行。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各地48名设计师踊跃参与，共收到140多组投稿
作品。最终总决赛展出作品共 12 组，分为自然山水、壮锦文化、人文历
史、丝绸视觉四大系列。设计师们将非遗技艺、民族文化巧妙融入时尚设
计，让古老丝绸文化绽放新时代光彩。

比赛极大推动了宜州茧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提升了“中国
丝绸新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大赛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优秀奖6名。图为模特展示精美的民族服饰。

黄吴芳晓 侯 康 摄影报道

近 日 ，三
江侗族自治县
良口乡和里村
举 办 首 届“ 和
里 荷 花 文 化
节”活动，当地
各族群众齐聚
荷花园开展民
俗走秀、多耶、
琵 琶 歌 、芦 笙
表 演 、油 茶 百
家宴等多彩节
目 ，吸 引 桂 黔
各民族同胞和
游 客 游 玩 赏
花。图为侗族
姑娘在表演梳
妆打扮。

兰 堃 摄
影报道

邓礼奎：舞龙鼓韵传薪火 党员初心映赤诚

▲邓礼奎展示鼓艺。 （兴安社区供图）

西林那劳镇：扫码路牌读懂地名故事

三 江 ：侗 寨 荷 花 引 客 来

融安：苗寨“闹鱼节”庆丰收促团结

宜州区：丝绸服装焕新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