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式 中 型 坦 克 、63A 水 陆 两 栖 坦 克 、

歼-7 战斗机、歼-8 战斗机……在芦溪县上

埠镇山口岩村的鹰击长空广场上，这些货真

价实的退役武器装备静静安卧在青山绿水

之间，十分壮观。

沿广场前行，一组组再现秋收起义场景

的人物雕塑栩栩如生，庄严伫立在道路一

旁，一阵微风吹过，那高擎的红旗仿佛在飒

飒作响。

山口岩村是 95 年前秋收起义总指挥卢

德铭的牺牲地。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

领，围绕“三化”建设样板村、红色基因传承

村、秀美乡村示范村“三位一体”目标，大力

夯实红色堡垒、挖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产

业，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别是自 2020年被

列入中组部“全国红色名村”创建名单后，山

口岩村这片浸染英烈鲜血的红色热土，更上

层楼，活力迸发。

“党中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

是我们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在上

埠镇党委书记王春妍看来，充分运用好山口

岩村丰富的绿色和红色资源，做活红色文

章，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记者了解到，

该镇将把山口岩村打造为袁水源城乡融合

发展实验区，以及赣西地区以秋收起义为主

题的红色名村示范点。“我们将立足山口岩

村的自然禀赋和红色底蕴，把它建设成为过

去有红色故事、现在能绿色发展的名村、强

村。”王春妍充满信心地说。

打的是“红色牌”，吃的是“绿色饭”。通

过激活“地”的潜力、激发“产”的动力、打造

“乡”的魅力，山口岩村已然加快了绿色崛起

的步伐。作为袁河的发源地，当地正致力把

山口岩村打造为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试验

区，作为芦溪县城延伸扩区的重要承载地。

当下，该村已经实现电、气、路、供水、排污、

绿化一体化，并沿河道建成了长达 3 公里的

亲 水 体 验 区 、低 密 度 康 养 区 、绿 色 休 闲 长

廊。同时，该村充分发挥山水林田的资源效

益，流转土地近 700 亩，打造了蔬菜基地、马

家柚、梨子园等“六个百亩”产业基地，成立

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一湖碧水翔白鹭，两岸青山起云烟。如

今，美起来的山口岩村，已成为萍乡乡村旅游

必不可少的网红打卡地之一。依靠水上乐园、

土地流转、水利资源分红等方式，该村终于摆

脱了过去“一穷二白”的窘境，村级集体经济水

涨船高，经营性收入年均在25万元以上。

以红促绿，以绿养红。在山口岩村，除

了赏美景，游客还可以穿红军服、吃红军饭、

走红军路，在体验式旅游中穿越秋收起义的

历史烟云。山口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必清告诉记者，借力卢德铭纪念馆、秋

收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烈士陵园等“一园

两馆多基地”，山口岩村已形成红色教育、休

闲娱乐、田间采摘、特色民宿等多种业态，成

为农民发家致富的源头活水。村民刘开文

曾在外地打工多年，去年 8 月返乡创办了一

家红色民宿，高峰期一房难求。“家乡红起来

了，我们回来就有底气了。只要肯努力，我

们往后的日子，肯定能火起来。”刘开文满怀

憧憬地告诉记者。

短 评
山口岩村有着优良的红色基因和厚重

的红色文化。如何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文

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该村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在叫响红色名片的基础上，做足红

色文章，加快绿色崛起步伐，围绕红色主题

发展多种业态，有力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壮大，更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形成了

以“红”促“绿”、以“绿”养“红”的良好局面。

山口岩村的实践，不失为当前乡村振兴的一

个生动范例，也为红色名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了借鉴。

老 区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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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是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首个“非

遗美好生活街区”南昌市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迎来第一波

非遗热。

“这种中国画中罕见的画种叫颖拓。颖，指笔尖。颖

拓，就是用笔尖画、抹、点、拓出来的拓片画……”位于街区

J09区 581号的黄宾辉非遗艺术馆内，“南昌颖拓”代表性传

承人黄宾辉兴致盎然地向游客介绍他的作品，边说边演示

一小段制作过程。“这样一幅颖拓作品要耗时 3个月才能完

成，对传承人的眼力、体力、耐力都是不小的考验。”听了黄

宾辉的介绍，游客们纷纷为非遗传承人的工匠精神点赞。

从黄宾辉非遗艺术馆出来，穿过西北角的街巷，就来到

宣纸刺绣工坊，传承人顾玉纯正在给学习刺绣的听障学生们

一针一线地做示范。“只看过在丝绸和布上刺绣，没见过在宣

纸上刺绣的，原来把花鸟鱼虫绣在纸上这么好看。”观展的游

客们啧啧称奇。据介绍，宣纸刺绣工坊不仅是一处常设的非

遗作品展示馆，还是西湖区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点，经常开

展“小小传承人”研习活动，让非遗传承走出家族，走向大众。

这样的非遗展馆，在街区内共有 22 个。据绳金塔历

史文化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非遗美好生活街区”以全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石，引入国家级、省级、市县级的非

遗项目，其中国家级 4个、省级 7个。经过对这些非遗项目

的挖掘、传承、创新和再造，实现了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良性互动，使非遗文化真正做到看得见、摸得着、

可传承、可体验、可发展。

除了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非遗手工艺品外，客家擂茶、

金溪藕丝糖、金塔瓦罐汤等非遗小吃、食品也颇受游客青

睐。经过传承人的创新，兼顾了美味与潮流，品尝购买的游

客络绎不绝。“来到这里，能看、能品、能吃，能‘一站式’体验

江西非遗民俗文化，感觉非遗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距离更

近了。”市民王先生说。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底

蕴深厚，精湛的古老技艺世代相传。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记者来到井冈山、丰

城，实地探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井冈山全堂

狮灯、丰城岳家狮的传承发展之路，领略我省传统体育类

非遗项目绽放出的迷人风采。

井冈山全堂狮灯：威猛刚劲 尽显非遗魅力

6 月 7 日，井冈山市西南部的东上乡虎爪坪村田间秧

苗泛着青绿，生机盎然。在当地 200 多年的文化传承中，

人们将武术与舞狮、舞龙等民俗表演相融合，逐渐形成井

冈山全堂狮灯。它由龙灯、舞狮、拳术、棍术、器械、对练以

及盾牌舞等七大项目组成。2014 年 11 月，井冈山全堂狮

灯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年 61 岁的林文辉是井冈山全堂狮灯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得益于祖辈的熏陶，林文辉早早接过

了井冈山全堂狮灯传承的重担，训练、教学、表演、活动等

都是由他来组织安排。在井冈山全堂狮灯传习所，林文辉

穿上杏黄色演出服，向记者表演井冈山全堂狮灯舞狮环

节：分别向左右前三个方向行礼后，他配合脚步依次踩出

“少”字和“洪”字，分别代表少林和洪拳。这开场动作，既

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也表示了自己的流派和起源。身披狮

衣，手握狮头，腾、扑、挪、闪、蹿、跳、滚，林文辉模仿狮子的

动作习性，把雄狮威猛刚劲的特点演绎得活灵活现。

林文辉介绍，井冈山全堂狮灯至今已传承了十三代。过

去，井冈山全堂狮灯的传承形式非常单一，通常是以一个家族

村落父传子的形式存在，目的是防止技艺外传。随着现代社

会发展，愿意学习武术的人越来越少，使得井冈山全堂狮灯的

传承出现了困难。“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把祖辈

传授的技艺教给想学的人，虽然培养了一批年轻人，但最终因

工作或学业他们并没有坚持下来。”林文辉非常感慨。老祖宗

留下的文化不能丢！幸运的是，林文辉想把井冈山全堂狮灯

传承下去的想法得到了井冈山市东上学校的支持。

6 月 7 日，在东上学校，记者看到课后活动上，六年级

学生正在进行井冈山全堂狮灯盾牌舞环节的练习。学生

们沿着“八”字形穿梭过场，变换阵式，边舞动边发出阵阵

呐喊声，威武雄壮，英气逼人。校长刘明玉告诉记者，2016
年学校引入全堂狮灯非遗项目，并成立校龙狮队，聘请林

文辉担任总教练，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井冈山全堂狮灯

这朵“国字号”艺术之花得到较好的传承。目前，东上学校

已被批准为井冈山全堂狮灯传承教学基地。

除了教学基地，井冈山市近年还不断加大对井冈山全

堂狮灯的抢救和保护力度，已取得较好成效。每逢春节、

元宵和各种庆典活动，村武术队都会组织龙灯、狮头进行

表演，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了红色旅游内容，

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丰城岳家狮：气宇轩昂 传承厚重文化

鼓点紧凑，锣声洪亮。6月 8日，在丰城剑威学校，身着

狮衣的少年，一个打狮头一个打狮尾，两头狮子伴随锣鼓节

奏做出跳、吼、滚、腾、跃等高难度动作，充满仰天长啸的豪

迈气概。学生们表演的，就是传统民俗丰城岳家狮。据记

载，丰城岳家狮是由岳飞所创的岳家拳与传统舞狮相结合

的一种民间舞蹈，以拳术显示书法，以舞艺表现剧情，蕴藏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示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要将舞狮展示得惟妙惟肖，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和数

十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但传统的舞狮技艺很难留住年

轻人，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的相继离世，丰城岳家狮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野。

2012 年年底，从国家散打队退役的熊志柱回到家乡

丰城，他发现丰城岳家狮不再是当地群众节日里的流行节

目，对它的感情，只有中老年人依然深厚。丰城岳家狮该

何去何从？许多个日夜，熊志柱辗转反侧。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必须有人来传承、延续。在江西省武

协的支持下，熊志柱创办了武校潜心研学，挖掘整理岳家

狮（拳），还重金聘请民间拳师来校担任武术顾问。

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在熊志柱精心组织下，丰城岳

家狮陆续走进丰城市 20多所城乡中小学，有近 3万名学生

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熏陶，丰城岳家狮迅速“出圈”。在专

家指导下，熊志柱将传统舞狮与舞台表演相结合，创作出

大型狮舞《岳狮布阵》并在 2018 年全省第十二届“龙腾狮

跃闹元宵”活动中摘得金奖。

2019年11月，经丰城市教体局批准，熊志柱创办了“文为

基础、武为特色”的丰城剑威学校，走出了一条培养文武兼修

复合型人才的路子，该校也被批准为丰城岳家狮传承基地。

结束训练，脱下狮衣换上校服，“精忠报国”四个字在

少年们的校服上特别显眼。“学校的同学人人都会舞岳家

狮、打岳家拳，我们作为一个小小传承者，有义务把它发扬

光大。”高二学生俞超神情坚定。

为营造了解、学习和传承丰城岳家狮氛围，丰城市文

化主管部门不仅把丰城岳家狮写进了多种读本，还向社会

分发了百余套丰城岳家狮表演服装道具，进一步调动人们

参与传承的积极性，从而确保传承队伍不散、热情不减、活

动不停、传承不断。

在丰城人心中，武术英雄的侠义与傲骨都凝结在丰城

岳家狮气宇轩昂的表演中，一招一式间散发的尚武精神更

有着教化人心的力量。今年 3 月，熊志柱被宜春市文广新

旅局确立为丰城岳家狮传承人。“我们传承的不单单是丰

城岳家狮这项技艺，更是厚重的文化内涵和岳飞的精忠报

国精神。”熊志柱深感任重而道远。

红色名村的绿色崛起
本报记者 刘启红 文/图

进 企 业 、入 园 区 、跑

县区……连日来，景德镇

陶 瓷 大 学 组 成 由 校 领 导

以 及 科 技 、工 程 、材 料 等

领 域 骨 干 构 成 的 高 层 次

人才服务队，在景德镇市

广泛开展调研，分别与多

个县（市、区）签订校企合

作协议，与一批重点企业

确立了合作共建关系。

这是景德镇陶瓷大学

积极推进新形势下校地融

合 与 校 地 合 作 的 生 动 实

践。近年来，作为全国唯

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本科

高校，以及全国乃至世界

陶 瓷 文 化 与 陶 瓷 艺 术 交

流、陶瓷人才培养和科技

创新的重要基地，景德镇

陶瓷大学始终扎根地方办

学，充分发挥学校人才与

科研优势，聚焦国家战略

和地方需求，积极服务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校企共建推动
产教融合

5 月 24 日至 25 日，景

德 镇 陶 瓷 大 学 现 代 陶 瓷

材 料 产 业 学 院 和 现 代 设

计 产 业 学 院 先 后 向 景 德

镇 景 华 特 种 陶 瓷 有 限 公

司、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

限公司、景德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景德镇赛

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景德镇玉柏瓷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伸出橄榄枝，授予合作企业铜牌，正式开

启“一流专业+知名企业”协同育人试点之路。

为贯彻落实国家对深化产教融合以及加快实

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景德镇陶瓷大学结

合自身在陶瓷工科领域及产业化应用中的成果成

就，进一步发挥国家工程中心、中国轻工业陶瓷研

究所、华夏建陶研发中心等平台优势，积极探索适

应地方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在现代陶

瓷材料产业学院和现代设计产业学院开展“把企

业办到学校、把学校办到企业”的校企协同育人新

模式。即，依托学校在陶瓷材料领域人才培养的

特色与优势，大力发展新工科，与陶瓷企业共建融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社会服务与创新

创业于一体的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培养支撑和引

领现代陶瓷材料产业发展以及地方需求的创新应

用型高级人才；依托学校设计学科办学优势，不断

优化产业设计的专业结构，积极探索产业链、创新

链、教育链有效衔接，构建设计学科高等教育与产

业集群联动发展机制，致力于构建区域陶瓷产业

设计和开发服务新平台，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技

术创新与革新精神的特色人才。

“硬核”技术推进产业发展

4 月初，新型碳化硅特种陶瓷项目在景德镇昌

南新区陶瓷产业区点火投产。这是景德镇陶瓷大

学科技成果在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三环）转化、孵化后，该企业再反哺

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

广西三环是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集科、工、

贸于一体的企业集团公司，多年位居行业出口第

一。早在 2017 年，该公司就专门来到景德镇陶瓷

大学寻求技术合作，经学校科研团队研发出的三

元复合碳化硅质耐火材料成功帮助公司将窑具寿

命提高了 6 倍以上。此后几年间，双方又开展了多

项合作。在深切感受到景德镇陶瓷大学技术实力

与人才魅力，以及学校与地方良好政策推动下，广

西三环决定在景德镇投资设立子公司，并与本地

企业联合组建景德镇三圆华鑫特种陶瓷有限公

司，启动新型碳化硅特种陶瓷项目。目前，该项目

已配置 12 条生产线，预计全部投产后年产能将达

2000 吨，工业产值将突破 1.5 亿元，年创利税将超

2000 万元；到 2023 年，还将进一步扩大产能，实现

工业产值和利税翻番。

卫浴陶瓷作为耗能大户，在新形势下如何实

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对此，景德镇陶瓷大学国

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团队与景德

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就“卫生洁具轻量化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进行了深度产学研合作，研发出

陶瓷坯体薄壁轻量化技术，并成功进行了中试及

小批量生产。据乐华陶瓷洁具公司相关人员介

绍 ，该 项 技 术 应 用 每 年 可 为 公 司 节 约 原 料 成 本

2400万元以上，节约燃气成本 1200万元以上，真正

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此外，学校还围绕地方产业技术壁垒，组建跨

学科、全领域的科技特派员团队，由 40 多名博士、

教授专家带着科研成果深入企业、服务企业，加快

科研成果本地化应用转化。其中，解决了困扰许

多企业的产品易开裂、热稳定性差等技术难题，转

让专利技术 2 项；“大功率超声波聚能陶瓷片”的研

发与应用成果在企业顺利投产，日产近 2 万片，累

计产值超 2000 万元；为景德镇金意陶陶瓷有限公

司解决了陶瓷固废原料资源化利用问题，为企业

增效约 5000 万元；为景德镇平窑陶瓷文化有限公

司新开发 4类产品，使其降低生产成本 60%以上。

据统计，今年以来，景德镇陶瓷大学共向景德

镇市推荐 29 项可转化技术成果，并在一批企业中

实现成果转化 14项。

不仅服务地方，在服务全省乃至全国陶瓷行业

发展中，景德镇陶瓷大学也将展现新作为。当前，该

校正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在去年学校陶瓷设计

与美术入选江西省“十四五”高峰优势学科、材料科

学与工程入选江西省“十四五”潜力发展学科、2项科

研成果分别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江

西省自然科学进步奖三等奖的基础上，今年，学校还

将成立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能力建设，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和渠道。

﹃
校
地
合
作
﹄
结
硕
果

—
—
景
德
镇
陶
瓷
大
学
深
化
产
教
融
合
助
力
地
方
产
业
发
展

本
报
记
者

邱
西
颖

古街区迎来非遗热
本报记者 蔡颖辉

焕然一新的山口岩村。

▲丰城剑威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丰城岳家狮技艺。

▶井冈山全堂狮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林文辉在表演狮舞。

非遗非遗““狮狮””劲劲““武武””传统焕新辉传统焕新辉
本报记者 李 征 实习生 王仕聿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