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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破
袁明东

秋天才开头，叶儿慵懒地
蜷曲着，轻轻弯了腰
村庄燃起炊烟，扭曲着
从夏天的后背穿过

不说树，不说稻田
不说村头那几处池塘的莲
就说一声高过一声的蝉吧
也日渐地丰满，这丰满
长出五彩的翼翅，被风覆盖
多美妙啊！再也没有什么
能超越这样的，让人满心欢喜
如此这般地轻如鸿毛

那天，季节制造的纱幔
被母亲额头滴落的汗水湿润了
从此家乡便多了雨
一切皆由朦胧而清晰
鸟儿带着音乐飞来
停在湖畔的上空
清脆的声音和光线在山水间
摇摇晃晃，黑白的

反复揉捏，便有了嚼劲
风落下来，砸在湖面上
开出无数细碎的花儿
说出的絮语，只有森林明白
和解的事情，被风发现了
云朵一团一团地向远方游走
母亲撕下的旧日历
像一个滚圆蓬松的球

总得想一想与秋天有关的事情
时光隐藏其中，那么多缝隙
却视而不见，悲伤、喜悦
在田野和村庄里
在远方隐约的街道
静静地，静静地潜伏着
像一朵花准备开放
又像一场雨即将来临
（作者系湖北省鄂州作家

协会全委会委员，鄂州市鄂城
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近日，四川省乡村文化建设公共
服务现场交流活动在资阳举行，总结
全省上半年“乡村文化建设年”工作
任务完成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工
作。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乡村文化建设
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做法，改进提升
工作，推动全省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再
上新台阶。

绘就乡村文化新面貌
硬件支撑和软件填充更为扎实

会议期间，来自全省各市州文旅
系统的负责人、文化馆参会代表等步
入村子里的文化小院、坝子、展厅等
处，实地了解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晏
家坝村乡村文化建设案例，并观摩资
阳市“天府百姓大舞台·才艺大比拼”
文艺展演。在交流分享的会场，多名
代表着眼乡村文化建设分享经验和
成效，解读从乡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
硕果的培育之路，进一步为四川的乡
村文化建设凝聚合力。

会上分享了四川推动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的最新数据成效：全省
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 4个、示范项目 8个；拥有“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62 个、“四川省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340个；平均每
年开展戏曲进乡村 1.4万余场次。
会议强调，乡村文化建设对于满

足群众文化需求、推动乡村振兴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省来看，市县公共图书馆和文化
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
区）综合文化室实现全覆盖，初步形
成了以省级为龙头、市级为骨干、县
级为枢纽、乡镇（街道）为支点、村（社
区）为网点的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

丰富基层品牌文化活动
文旅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

在下半年的行动部署上，今年四
川原创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天府百
姓大舞台”成为重要抓手。“天府百姓
大舞台”为民间艺术提供“秀出来”的
阵地，把话筒和舞台都交给群众。

会议明确，今年四川从全省五大
片区遴选出邛崃市、盐亭县、天全县、
隆昌市、仪陇县、米易县等 6个县
（市、区），开展 12场（次）以上片区汇
演活动，并遴选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参
加全国“百团汇演”和中国民间艺术
节活动，帮助乡村文化能人迈向更大
的舞台。
按照全省“乡村文化建设年”总

体安排，会议也对四川下半年重点
活动进行了部署。下半年四川还将
承办全国“四季村晚”秋季、冬季示
范展示活动，其中，全国“四季村
晚”冬季主场活动将在米易县举
办；承办第九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
术展演、全国“和美乡村”文化旅游
推介活动等全国性文化活动。参会
代表也在交流分享环节分享了各
地的原创活动组织情况，结合中
秋、国庆等节点，四川将为群众带
来更丰富的文化活动。
立足乡村资源，乡村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的脚步将加快。会议指出，
四川将依托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乡
村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提供乡村旅
游、乡土文化展示展览、宣传推介等
服务，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文化
和旅游品牌。同时，深度挖掘全省各
地四季特色文化内涵和旅游资源，开
展四川乡村文化旅游四季推介活动，
围绕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文化传承、
消费集聚等主题，策划开发新形态的
文旅产品。

抓好文化阵地和文化人才
激发乡村文化更大活力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在会上表示，目前，乡村公共文化
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部分
偏远乡镇综合文化站、人员较少的村
民阅览室以及村民活动中心等利用
率不高。在人才使用上，乡村文化能
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乡村文化人才
发现培育管理机制还有待完善。

为破解上述难题，会上明确，四
川将积极探索行得通、做得实、长
期管用的本土乡村文化建设制度
机制，其中首要的机制便是阵地效
益发挥机制。四川将探索乡镇综合
文化站建、管、用分离，提高使用效
率，因地制宜与当地基层党建、乡
村治理、产业发展相互融合，为当
地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在激发文化人才的活力上，四川

一方面将健全市、县专业人才下沉机
制，常态化引导专业人才下沉镇村，
对基层开展现场文化辅导培训，以职
称评定、提拔使用等激励手段，形成
专业人才动态使用机制。

另一方面，民间的乡村文化活动
队伍尤其是带头人将得到更大的支
持。有热心肠、有文化情怀、有组织能
力的牵头人将在资金、文化资源，专
业培训、荣誉宣传等方面得到配套扶
持，为乡村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常态
化提供有力保障。

成都王家塘街，在八宝街以北、
江汉路以南，东起青龙巷，西止北较
场西路。据《成都通览》记载，王家塘
街过去有 3个池塘，其中最大的一
个面积有两三亩，又因此处有“王
姓”大户人家聚居，当地百姓就把这
3 个池塘叫做“王家塘”，于是所在
的这条街被命名为“王家塘街”。

因旧城改造，这三个池塘被填
平，改修成了房屋。与青羊区很多
街道一样，王家塘街也曾居住过
著名人物———著名学者、诗人、书
法家谢无量就曾在此街居住。如
今的王家塘街，是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政府西南门所在地。街的西
头有一座红色砖墙的建筑，是
1987 年就成立的成都铁路文化传
媒公司办公楼。

走进王家塘街，行道树树高且
直，两边是 20世纪 90年代修建的
旧小区，外墙面和树影一样斑驳。这
些历经风霜的楼栋，陈旧却更显亲
切。楼下是一排排小店面，弥漫着柴
米油盐酱醋茶的味道。这里的住户

和摊主，通常有着几十年的交情，彼
此都是互相熟悉的老街坊。经常有
店门大开，老板只需挂一个“吃饭去
了”的牌子，也不怕货物丢失。

此外，这条街还藏着不少老店，
往往都是门脸小巧，推门往里走才
发现大有乾坤。如有家咖啡店，位于
王家塘街和青龙巷交汇处，透过玻
璃窗户往里望，空间似乎并不大。推
门进入，才发现十分宽敞，座位选择
颇多。木质桌椅，暖黄色灯光，各种
杯盘摆设……小店环境相当惬意，
看得人很舒心。这家店不仅有好喝
的咖啡，还有各种料理与甜品可选
择。安安静静的小店，是日常的去
处，也是偶然的惊喜。

沿街的餐馆不多，但仍有可圈
可点的餐馆。有家餐馆号称“重庆江
湖菜”流行鼻祖，源自重庆璧山区的
来凤鱼、璧山兔。还有一家南泥湾饭
店，店内装修很有风格，以“芋儿笋
子烧”和“干锅烤鱼”为特色。街中间
位置的骆记特色冒菜，很有家常的
妥帖感。作为社区店，已经开了 10

多年。招牌不明显，很容易走过，外
面看着小小一间店，走进去才发现
里边还有一间，空调开得足，不担心
吃得大汗淋漓。墙上挂着一幅书法
作品，上写：骆记冒菜，家常可口。

而路口处的成铁 1435 文创形
象店很难让人忽视。踏入店内，首
先被中间摆放的沙盘吸引，一位
小朋友正专心地在上面跑火车。
左边的玻璃柜子里珍藏着不少火
车模型。两款联名珍藏版火车模
型：“韶山 3 ‘5151 扶贫先锋号’”
与“韶山 3B 型电力机车”摆在“C
位”。一位爸爸带着儿子在柜子前
欣赏了很久，小朋友问了许多专
业的问题，这位爸爸一边回答一
边在手机上查资料。
这些街景就是“熟人们”共建的

和谐温情。在王家塘街，可以触摸到
普通日子的真实模样。它陈旧，已在
时光浸润下滋生了最朴素的怡然自
得，可正因为它陈旧，则有了时间留
下的沉淀和印痕，绘就了隐藏于繁
华都市中动人的生活画卷。

“如果不是回来确实有事，我都准
备长住曾家山了。”九月初，在四川省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山避暑旅居近一月
的网友“虎妞看四方”恋恋不舍地离开
曾家山返回成都，从她最新的视频文
字里得知，她已经有在曾家山买房定
居的念头了。

翻阅“虎妞看四方”发布的视频不
难发现，在曾家山旅居的这段清凉时
光里，她前后发布了 20多条与曾家山
避暑相关的视频，从个人体验的角度
对曾家山“吃住行、游购娱”进行了全
方位解说，字里行间都是对曾家山气
候、美景、美宿、美食以及淳朴热情的
曾家山人的满满心折。

从爱上曾家山 23℃的夏天、到爱
上曾家山、再到定居曾家山，与“虎妞
看四方”有着同样想法并且进行了实
施的人不在少数。

在曾家山荣乐养生谷，记者邂逅
了在此定居的重庆的李先生和他的朋
友们。“退休后，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出
去避暑，川西等好多地方都去过。前些

年，我们听别人介绍来到曾家山，一下
就爱上了这里。”“配套设施完善，物资
也很丰富，特别是当地群众自己种的
菜，我很喜欢。”“山好、水好、空气好，
每天在养生谷和吊滩河之间走个来
回，一两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谈
起退休后在曾家山的避暑生活，李先
生和他的朋友们话语间不时响起愉悦
的笑声。

如何用“凉资源”撬动“热消费”，
做大、做活“避暑经济”？

坐拥“平均海拔 1300 米、夏天平
均气温 23℃、负氧离子 33000 个／
立方厘米”的宝藏曾家山，近年来，
朝天区围绕“文旅兴区”发展思路，
将曾家山作为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
引擎，以“生态康养”为主题，以融合
发展为路径，创新活动供给、丰富文
旅业态，文旅消费新场景迭出，夏季
旅游市场不断“破圈”，受到众多游
客青睐。

特别是今年夏天，朝天区对汉王

老街、原乡商业街等 5个特色商圈进
行了全面升级，鼓励特色小吃、酒吧等
商铺延长夜间营业时间，采取现代声
光、特色雕塑等方式新打造怀旧体验
店、老街夜景观赏台等 10个打卡点，
增加街头艺术、小型演艺、风情篝火晚
会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入夏以来，“清
凉夜市”吸引了超过 10万人次的游客
体验夜游。

同时，推出曾家山文旅体系列活
动，配套嗨夏啤酒音乐节、全民健身挑
战赛、相约七夕等 10余个特色活动，
设置“装满后备箱”采摘体验、星空露
营等体验项目；依托“避暑名山曾家
山”定位，盘活当地闲置民房，升级打
造田园风情、森林隐居等 10种类型主
题民宿，配套推出静心瑜伽、三伏中医
养生等体验产品 12个。

今年以来，朝天区新打造拾山院、
听风吟等精品民宿 18家，入夏以来民
宿入住率达 86%；共接待避暑游客
82.36 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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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艳

绘就乡村文化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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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基层品牌文化活动
文旅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

抓好文化阵地和文化人才
激发乡村文化更大活力

王家塘街 知足常乐的旧时光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山：

抢抓 冲刺清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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