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 撒 人 文 馨 香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副刊部主办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9 聚焦
2024年 7月 5日 星期五

电话：0791-86847526
邮箱：privindance77@163.com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本版主编 周 颖
■实习编辑 李丝雨
■美术编辑 杨 数

热风冷眼

一方舞台，数套桌椅，伴随着大碗

茶的缕缕幽香，一场场“理论+文艺”的

宣讲活动在老祠堂的戏台上接连上

演。台上演员或唱或跳，台下群众一

边喝茶，一边听戏，在鲜活俏皮的俚语

方言中，文明新风潜移默化，深入人

心。

近年来，万载县创建“大碗茶”理

论宣讲品牌，打造万载“大碗茶”理论

宣讲志愿服务队，吸纳群众参与，鲜活

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以其鲜明的

地方特色，在“日用而不觉”的常态化

宣讲中让群众感同身受，产生共鸣，真

正让党的创新理论在百姓生活里落地

生根。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大碗茶里的大碗茶里的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

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

““理论理论++文艺文艺””，，
让宣讲有让宣讲有““形形””有有效效，，出出新新入入心心

婺源，是“中国歙砚（原产地）之乡”。国家

级非遗歙砚制作技艺“以刀为笔、以石为纸”，

一手绝活“落纸烟云”，勾勒万千气象。时至今

日，散落在婺源城乡的 2000 余名砚雕艺人、500

余家歙砚生产企业（作坊）仍薪火相传，形成了

大畈村、砚山村、济溪村等“一村一品”示范村，

带动了上万人吃上“砚台饭”。

走进婺源县江湾镇大畈村，一条“前店后

坊”的歙砚文化产业街，有制作工坊 200 多家，

艺术范儿扑面而来。在这个“省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一个个家庭作坊里频频传来“滋、滋、

滋”的砚石切割打磨声；展厅里，大小不一、形

态各异的歙砚作品令人应接不暇。

龙尾砚，即歙砚。歙砚石材产于婺源龙尾

山。因婺源曾隶属歙州，古时“物以州名”，故

婺源所产之砚称为“歙州砚”（简称“歙砚”），为

中国“四大名砚”之一。

据史料记载，唐开元中叶至今，婺源已有

1300 余年的制砚历史。歙砚以其温润的优良

材质、美妙的天然纹理、精美的图案纹饰，赢得

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赞誉。歙砚作为贡砚，明确

见于史籍记载的朝代有南唐、宋朝和清代。歙

砚 最 早 入 贡 的 成 说 ，见 载 北 宋 治 平 三 年

（1066），婺源县令唐积所撰的《歙州砚谱·采发

第一》：“婺源砚……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

守又献砚并斫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

官……”

游客看歙砚，不单欣赏一块石头，也在探

寻一种文化。

“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縠理，金声

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

不能随人以南北。”苏东坡所作的《孔毅甫龙尾

砚铭》，对龙尾砚极度赞誉。此铭由物及人，从

对砚石的赞誉转而抒发出对君子“厚而坚”“朴

而重”的赞叹，引人深思。

南唐后主李煜赞誉：“澄心堂纸、李延珪

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冠。”

李后主的赞誉和苏东坡的铭文让龙尾砚

赢得了世人的瞩目。2006 年，婺源歙砚制作技

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砚 山 名 篇 传 千 年 ，砚 雕 佳 作 润 人 心 。”

1979 年，龙尾砚被选为访日国礼。同年 10 月，

婺源龙尾砚在北京展出。享有“砚国明珠”“石

冠群山”盛誉的龙尾砚，声名鹊起，扬名海内

外。

如今，婺源砚山方圆 15 公里的不大区域

里，“歙砚发源地”砚山村、“中国歙砚第一村”

大畈村、“徽州文教科举世家”济溪村等歙砚名

村星罗棋布。大畈村还有“中国民俗文化村”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江西歙砚

艺术之乡”等称号。为了让沉睡的文物、大地

上的遗产、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大畈村于

2022 年建成了婺源歙砚文化博物馆，展品以歙

砚为主，并展陈了歙砚故乡进士、出土碑刻文

物等篇章，长年接待研学团队。如今，全村从

事砚雕行业人员达千人，可谓“一个展馆兴了

一个村庄”。

或许是受歙砚厚而坚、朴而重的熏陶，一

个 小 小 的 大 畈 村 ，历 史 上 竟 走 出 了 48 名 进

士。而一方龙尾砚，无疑是有着哲学意味的文

石：石硬却有柔性，石冷却含暖意；砚石上的精

美纹饰，就像一部“无字书”，不论是古苔幽径、

云影高梧，还是清溪一舟、世外渔隐，无不延续

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

“书外求书”“砚外求砚”，时至今日，一个

个婺源歙砚名村，仍源源不断地培养、锻造、输

送着点石成金的砚雕师傅。他们在方寸之间

独运匠心，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人雕

砚”，也是“砚雕人”。

清代王芑孙说：“‘我心匪石，忌贪墨’，宁

可三日不洗面，不可一日不洗砚，亦不可一时

不洗心。”看来，刻砚即刻苦、品砚即品格、洗砚

即洗心。

石滑如镜，可照见人，是为“砚”也。那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以砚为镜，时常照镜观己呢？

茶香里，宣讲声情并茂，浸润了

党员群众的心灵，激活了文明新风

的一池春水，汇聚起了民心民意民

情。

理论宣讲当随时代，做好基层

理论宣讲，是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的关键环节。如何积极探索方式

方法，以乡音传“党音”？如何将“文

件语”变为家常话 ，让老百姓听得

懂、喜欢听、记得牢？万载县以此为

切入点，打磨“理论+文艺”“理论+
故事”等宣讲菜单。通过 12 支“大

碗茶”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和 20 多

家民间文艺社团，围绕“谁来讲”“怎

么讲”“在哪讲”，讲全、讲透、讲实，

不断盘活宣讲资源、凝聚宣讲力量、

拓展宣讲阵地，让基层理论宣讲从

风景变风尚。

以湘鄂赣红色故事为题材创编

的花灯戏《李更探监》，在茶馆演出

获得很好反响后，又通过保利院线

进行全国巡演 87 场次，现场观众突

破 10 万人次，网络观看人数达 2000
万人次；《非遗传承：不一样的烟火》

《不要彩礼要幸福》等节目也深受群

众欢迎，运用快板、花灯戏、三句半、

情景剧等民俗文化形式，编排宣讲

作品 120 余个，形成了“接天线”又

接地气的“大碗茶”理论宣讲特色。

如今，“大碗茶”理论宣讲以古

城茶馆为中心，以“大碗茶”小舞台

撬动“百姓大舞台”，深入农村、学

校、工厂等地，开展屋场宣讲、古树

下宣讲、红色旧址宣讲等活动。

“这样的宣讲形式很生动，我们

坐得住、听得进。”常来万载古城从

泉茶馆“恰”茶看戏的市民张女士表

示。

在万载县茭湖乡上峰村，村民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骑

着摩托车，挨家挨户上门调纠纷、讲

政策。他就是村里的老支书、中国

好人胡克丰。

“我们上峰村是宜春红色名村，

是当年苏维埃革命政府的后方‘红

三’医院所在地，红色历史厚重、资

源丰富。”胡克丰说，为了让大家更

好地了解村史，他主动当起村里的

义务讲解员，只要有人来参观，他就

会第一时间到红色展览馆讲解，年

复一年。他还编创了红色歌曲 30
余首 ，以万载纸棚山歌独特的“说

唱”方式，把革命历史唱给大家听。

他 收 集 编 写 的 红 军 故 事《一 枚 戒

指》，曾引发各地媒体聚焦报道，掀

起了寻找红军烈士徐垂铨感人事迹

的热潮。

“ 红 军 战 士 不 求 名 利 ，流 血 牺

牲，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

是土生土长的上峰人，我要把这种

精神传承下去。”胡克丰说，为了让

更多人加入宣讲红色文化的队伍中

来，他发起成立了由 20 多人组成的

“大碗茶”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上峰

村分队，踊跃参与红色山歌传唱、红

色 文 化 讲 解 、红 色 文 旅 组 织 等 活

动。上峰的红色基因，找到了传承

的厚实土壤，汇聚起了澎湃的精神

力量。

茶 润 心 田 ，理 润 万 家 ；以 文 化

人，润物无声。几年来，万载“大碗

茶”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的工作卓

有成效 ，万载好人好事蔚然成风 。

近几年，全县有 19 名先进典型人物

入选“中国好人榜”，19人入选“江西

好人榜”，1 人获得江西省道德模范

称号。

江 西 省 委 党 校 哲 学 教 研 部 主

任、教授王仕国认为：“万载县以‘大

碗茶’式‘理论+文艺’的微宣讲方

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

因，倡导移风易俗，宣扬文明之风，

让宣讲有温度，接地气，见神采：让

理论有美感，更鲜活，更具体。这样

的宣讲，把‘大道理’转化成通俗易

懂的家常话，使理论宣讲‘宣’出了

特色、‘讲’到了深处，这样的宣讲，

余味悠长、直抵人心，更具烟火味，

真正实现了宣讲者与听众的双向奔

赴和精神共鸣。”

一方砚台里的
文化景观

□ 吕富来

坐下来坐下来““恰恰””碗茶碗茶 听着戏听着戏 把理讲把理讲
□ 李 戈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本报全媒体记者 梁 健

仲夏的山峦，草木葱茏，满眼青翠。

2024 年 6 月 19 日，万载县仙源乡（旧称“小源”）湘

鄂赣革命根据地王家祠堂里，一节别开生面的“大碗茶”

理论宣讲“微课堂”正在进行。“90 后”万载县湘鄂赣革命

纪念馆红色故事宣讲员陈胥将一张泛黄的《工农兵》红

色报刊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一排排横条长凳上，坐满

了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聚精会神听讲的群众。

1932 年 4 月 15 日，湘鄂赣省委机关报《红旗》报在小

源王家祠堂创刊。带着油墨芳香的报纸新鲜出炉，不少

群众和红军战士聚集在祠堂里，争相传阅。

红旗报社旧址的后厅正中，就是被苏区群众称道的

红军戏台。它既是当年中共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

埃政府领导给军民宣讲革命知识的讲台，又是省级机关

和部队文艺团体表演革命戏剧、演唱红色歌曲的舞台。

1932 年至 1934 年间，这里是苏区群众喝茶看戏的

好去处，大伙儿坐在长条板凳上，一边摇着蒲扇喝着茶，

一边为红军宣传队的精彩节目大声叫好。

“1980 年 7 月，万载县仙源乡横岭村田心组的一户

村民，在重修祖屋时，从窗户横枋的缝隙中发现了一张

报纸，正是《工农兵》报。”陈胥说，报纸为石印，四开二

版，施红色油墨，刊头直书“工农兵”三字，版面刊有《中

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原来这样好》等文章。当时，

由于机构、人事变动等原因，此报仅出版两期，于同年底

停办。

“虽仅刊发两期，但它很好地向民众宣传了我党的

政策主张，宣示了红色革命政权的建立，使广大民众备

受鼓舞，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陈胥说，当时除了报纸宣

传，还会根据农民的特点，采用如标语、口号、图画、演

戏、红色歌谣、化装讲演等方式。其中，通过王家祠堂戏

台，用大碗茶式的方法做宣传鼓动，尤为鲜活亲切，使很

多革命主张家喻户晓。

王家祠堂，从此种下了“大碗茶”理论宣讲的基因。

如今，时空仿佛穿越，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景，红色宣

讲的朗朗之声，在祠堂久久回荡。

茶馆有浓浓烟火气，对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万

载县的茶饮文化有上百年历史，去茶馆喝茶是当地群

众喜爱的生活方式。”万载县社联副主席袁鹤鹏说，自

2019 年开始，万载县以“大碗茶”为载体，将城市最繁华

地段——万载古城的从泉茶馆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并作为“大碗茶”宣讲的主阵地。“喝茶”“看戏”“学理

论”的茶馆，已然成为传播党的政策的前沿阵地，切实走

进了群众生活。

万载组建了 12 支“大碗茶”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

契合群众生活习惯，以茶为媒，利用茶余饭后和周末时

间常态化开展宣讲，吸引了大批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

如今，走进古城茶馆，飘荡的不仅有传承百年的茶香，还

有大政方针、凡人善举的时代强音。

坐下来、“恰”碗茶、看场戏、听宣讲。群众相聚于茶

馆，用一盏茶的时间、听一场微宣讲，让“流量”变“留

量”。一道凝聚人气、汇聚民心的亮丽风景正在形成。

6 月 14 日，万载县赤兴初级中

学开展了一堂生动热烈的思政课。

万载“大碗茶”理论宣讲志愿服

务队龙河之声艺术团带来的思政课

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有情景剧《江

姐的托孤信》《万载好人故事》《防溺

水歌》等内容。同学们一个个聚精

会神，被精彩的故事感染。“江姐的

故事从小就知道，这次感觉江姐就

在我身边。”演出结束后，赤兴初级

中学的孩子们和江姐扮演者积极互

动，表露心声。

王超英，龙河之声艺术团团长，

退休前任万载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2013 年退休后，她怀着极大的

热情，加入“大碗茶”理论宣讲志愿

服务队。几年来，艺术团吸引了 150
多名团员，编排了快板、小品、诗朗

诵、情景剧等 100 多个节目，公益演

出足迹遍及城乡各地，深受欢迎。

“基层理论宣讲的对象是人民

群众。人民群众在哪里，宣讲就开

展 到 哪 里 。 讲 什 么、谁 来 讲、怎 么

讲？一开始我们也没主意。”王超英

说，大家摸索了很久，最后结合县文

化馆、文艺爱好者们文艺创作的优

势，将党的创新理论结合到宣讲节

目中，然后通过领导干部带头讲，并

在中国好人、道德模范、乡贤“五老”

等 群 众 典 型 中 挖 掘 和 培 养 宣 讲 能

手 ，让“ 大 碗 茶 ”理 论 微 宣 讲 不 断

“声”入人心。

张包春，万载县双桥镇龙田村

村民，中国好人，江西省道德模范。

7 月 1 日 上 午 ，在 张 包 春 家 一 楼 的

“好人工作室”，10 多位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齐聚一堂，一边喝着张包

春亲手泡好的大碗茶，一边听他宣

讲题为《坚守底线，忠诚担当》的廉

政党课。课后，他还为大家放了一

场电影《英雄儿女》。

31 年里，张包春走遍万载县 17
个乡镇 206个村（社区），义务宣讲党

的方针政策，开展各类宣讲 2万余场

次，40 余万群众从中受益。“对待群

众就要像春天般温暖”，如今，张包春

组建了一支 20 余

人的“大碗茶”理

论宣讲志愿服务

小 分 队 ，他 们 走

村 串 户 ，用 通 俗

易懂的语言和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宣讲党的创新

理 论 、党 史 故 事

等。

为弘扬好人

文 化 ，推 动 乡 风

文明，近年来，双

桥镇在 16 个村（社区）打造了“张包

春好人工作室”，倡导常态化组织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曾在龙田村担任

10 多年村支书、今年 76 岁的严根圣

说：“张包春义务宣传 30 多年，用自

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群众，真的了不

起！”

“ 一 切 为 了 群 众 ，一 切 依 靠 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

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这是党章中对于群众路线的表述。

万载“大碗茶”理论宣讲志愿服

务队遵循的，正是我们党常用常新

的这件群众工作法宝。于是，人们

在茶馆舞台上欣喜地看到，当地的

身 边 好 人 、百 姓“ 名 嘴 ”、乡 贤“ 五

老”、致富能手等纷纷亮相。通过组

建贯通县、乡、村三级，多层次、广覆

盖、专兼职结合的 600 余人基层宣

讲 员 队 伍 ，万 载 打 造 了“干 部 讲 政

策、专家讲理论、百姓讲故事、先进

模范讲奉献、创业者讲创新、文明实

践员讲新风”的宣讲矩阵。

不仅在茶馆讲，宣讲志愿服务

队还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走进校园、企业工厂、农家院落、田

间地头，与群众拉家常，做好政策解

读和思想引导，将理论宣讲延伸到

基层一线。

至今，“大碗茶”宣讲队伍已组

织线上线下宣讲 300 余场次，在抖

音、微信视频号等创建话题，吸引市

民百姓上传相关作品 2 万余个，转

发播放量达 2000 万次。正是在一

次次春风化雨般的宣讲传播中，广

大群众受益匪浅，纷纷点赞。

“大碗茶”宣讲队员表演间隙与同学们热烈互动。

“大碗茶”理论宣讲走进古城。

万载古城茶馆里，不仅有百年

茶香，还有时代强音。

（图片由丁斌祥、邓龙 摄）

“大碗茶”宣讲队员表演间隙与同学们热烈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