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 月 30 日，夜幕降临，石洲

管理处刘家祠堂灯火通明，热闹喜庆，

300多把椅子座无虚席。筹备数月，石洲

2025 年元旦“村晚”精彩亮相。音乐欢

腾、灯笼高擎、红绸飞舞，开场歌舞《欢聚

一堂》一上来，就把节日氛围感拉满。

“晚会 16 个节目，都是石洲舞蹈队

自编自演，你看村民多欢喜。”石洲管理

处党支部书记刘阿永告诉记者，“石洲农

民舞蹈队成立十年来，越跳越响亮，丰富

了大伙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人心。”

石洲舞蹈队为何葆有生机活力？

队 长
—— 农 村 文 艺 爱 好 者 的

积极参与、热心操持

踩着节拍走上舞台，49岁的刘绍育瞬

间成为焦点，瘦小的个子，灵活的肢体，丰

富的表情，深深吸引了台下观众。白天是

木工、油漆工，晚上是队长、领舞，这种“激

情燃烧”的快乐生活，刘绍育已有十年。

当年务工返乡，刘绍育见村民跳广

场舞，便跟着“捣”几下。这一“捣”，就被

大伙相中：正缺一个领舞的呢。于是，你

一言我一语，要拉刘绍育当教练。最后

实在拗不过，他便答应了。“我从不打麻

将扑克，对文艺还真有些兴趣。当教练，

既可以充实自己，也能够服务大家。”

从此，刘绍育每晚在手机上找广场舞

视频，反复练习，近乎痴迷。吃饭时也在

琢磨，常放下筷子练动作。好几次炒菜，

记起动作要领练起来，结果菜都烧煳了。

妻子责备他：“就知道跳舞，能当饭吃么！”

说归说，但妻子是真心支持。他若收工晚

了，腿脚不便的妻子，会慢慢帮他把音响

推到广场。

就这样，刘绍育一年下来学会 80 多

支广场舞，并教给队员。

2014 年，石洲舞蹈队成立，有 50 多

名队员，刘绍育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队

长 。 当 队 长 ，对 刘 绍 育 来 说 意 味 着 责

任。“一个团体，你不能让它散了，而且还

要搞得更活跃，这并不容易。”不过他有

想法：练好自身本领、培养骨干队员、参

与社会活动。

这不，爱琢磨善学习的刘绍育，受邀

加入本地两个民间艺术团，经常随团参加

义演。舞蹈队培养了胡芳梅、胡金芳、丁

小梅等六七名文艺骨干，设了副队长、领

舞。在队长影响带动下，大伙热心操持，

相互搭台，每天开展活动。刘绍育带队参

加各种义演、商演活动，次数多得数不过

来。

新余市广场舞协会副会长董平告诉

记者，石洲舞蹈队队员很朴实，非常热爱

这门艺术，一支农民舞蹈队能达到这样

的专业水准，非常难得。

拜 师
—— 专 业 艺 术 人 才 的 热

情帮扶、精心指导

2024 年 12 月 23 日晚，石洲舞蹈队元

旦晚会节目排练现场，来了几位文艺“大

咖”，可把队员们高兴坏了，新余市文化

馆馆长李根华、市文化馆活动部负责人

黄瑛、市采茶歌舞剧院院长曾嵘、市广场

舞协会副会长董平来到现场指导。

“《斗笠舞》别光在台上演，可以走下舞

台，在观众席中间的红地毯上跳一段，再返

回舞台，这样与观众有互动，更接地气。”

“舞蹈《根脉万年长》可以让孩子加

入，并在结尾设计大人托举孩子的动作，

体现根脉的传承。”

…………

黄瑛回家后，还不断给队员发微信

语音：舞蹈节目不能板着脸，要保持微

笑；有的动作不到位，要一个八拍一个八

拍去练；演员上场和下场，要保持自然，

干净利索；主持人一定要等演员撤完后，

才能上场报剧目。

“好解‘渴’。”专家直达基层手把手

教，让石洲舞蹈队队员们直呼过瘾。

2018 年，石洲舞蹈队首次筹办“村

晚”时，曾邀请董平进村指导。“当时共排

练 13 个 节 目 ，董 老 师 每 个 节 目 都 不 落

下，进行专业点评，提出修改建议。”刘绍

育就是在那时，与董平结下师徒之缘。

董平坦言，看到石洲舞蹈队对艺术

的热爱，就喜欢上了这些纯朴的农民，并

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我经常会进

村指导，特别是舞蹈队参加比赛或外出

表演前，天天跟他们在一块。”

专业的指导，让石洲舞蹈队“脱胎换

骨”，成为新余市有名的乡村舞蹈队。

这些年，舞蹈队得到各方支持：除了

专业老师的指导，市文化馆还免费提供

场地排练，受邀参加文化下乡活动。石

洲管理处给予舞蹈队大力支持，热心村

民也会捐赠活动经费。

“你看，刘家祠堂里这个新剧场，可

以容纳四五百人，舞台灯光音响设备齐

全。队员们劲头十足。没有大家支持，

哪里办得成？”刘绍育说。

上 台
—— 新 时 代 农 村 群 众 的

精神追求、形象展示

“跳广场舞，也能跳出名堂。它现在

是 我 们 的 精 神 追 求 ，人 就 要 活 出 精 气

神！”石洲舞蹈队副队长胡芳梅笑着说。

群众跳广场舞，始于锻炼身体、自娱

自乐。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群众体育事

业的发展，广场舞也开始走上竞技舞台，

成为群众新的精神追求。

刘绍育他们懂得这个理——石洲人

要活出精气神，舞蹈队要走到台上，去展

示新农村、新农民的崭新形象。

2020 年，是石洲舞蹈队的丰收之年：

参加全省首届乡村广场舞大赛，获渝水区分

赛区一等奖；参加新余市乡村广场舞大赛，

获二等奖；代表新余市参加江西省第六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获乡村组广场舞二等奖。

2022年，石洲舞蹈队代表新余市参加江

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农村乡镇组广场舞大

赛，获得规定套路、全能2个项目的二等奖。

…………

每次捧回沉甸甸的奖杯，队员如将

士凯旋，村民皆啧啧称赞。

石洲舞蹈队名气渐大，经常受邀参

加“红色文艺轻骑兵”等各级各类公益演

出，在舞台绽放光彩。

“最激动的，是那年在深圳海雅大剧

院表演。”队员丁小梅说，“第一次走进大

城市的剧院，同全国各地的舞蹈队一起

表演，兴奋又自豪。”丁小梅还记得刘绍

育带着 22 名队员，跳了舞蹈《过河》，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那时我就在想，咱石

洲农民也能登上大舞台呢！”

从喜欢，到热爱，再到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石洲舞蹈队的队员从中找到了快

乐、自信、健康，也活出了精气神。58 岁

的丁小梅白天在菜市场卖牛肉，晚上到村

里跳广场舞，遇到舞蹈队外出表演，说啥

也不错过。她坦言，除了跳舞，就没别的

爱好了。

说到民间文艺团体的难处，刘绍育

希望在相关政策和资金上得到更多支

持。这也是新余市文化馆馆长李根华在

思考的事儿。他说，这些年，文化馆尽可

能给石洲舞蹈队这样的民间文艺团体提

供支持，目前有 15 个团体免费使用馆内

场地排练，政府购买文艺服务也尽量向

符合条件的团体倾斜。

“今后，一方面要挖掘有基础、有条

件的文艺团体，向他们提供艺术指导下

基层活动，加大对农村文艺爱好者培训

力度；另一方面多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利

用‘村晚’等平台，带动文艺爱好者投身

农村文化事业。”李根华说。

1 月 1 日 ，赣 州 国

际陆港一列满载家具、

服 装 和 百 货 等 货 物 的

班 列 ，缓 缓 驶 出 陆 港 ，

前往俄罗斯。据悉，这

是 今 年 江 西 省 首 列 发

车的中欧班列。

特约通讯员 胡江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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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麻山

村，活跃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

萍乡市公安局湘东分局麻山派出

所 的 帮 助 支 持 下 ，成 为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化 解 领 域 的 重 要 力 量 ，为 构

建 和 谐 幸 福 麻 山 添 砖 加 瓦 ，她 们

便 是 麻 山 镇 妇 孺 皆 知 的“ 幸 福 十

姐妹”。

今年 94 岁高龄的刘辉兰是第

一代“幸福十姐妹”带头人，是麻山

村 的 热 心 肠 ，她 说 ：“ 我 生 长 在 这

里，喜欢与人打交道，也擅长化解

邻里纠纷。”

1958 年 ，刘 辉 兰 在 村 里 组 建

了 一 支 互 帮 互 助 的 队 伍 ，帮 助 村

中 独 身 妇 女 的 同 时 ，维 护 村 中 治

安 秩 序 和 环 境 卫 生 。 有 一 年 ，麻

山 村 争 创 全 国 文 明 村 ，家 家 户 户

都 在 评 比 十 星 文 明 户 ，作 为 卫 生

监督员的刘辉兰在检查中发现一

户 人 家 卫 生 不 过 关 ，便 给 这 户 人

家 扣 了 一 颗 星 。 没 想 到 ，这 件 小

事竟然让这户人家的婆媳关系紧

张起来，婆婆埋怨儿媳妇偷懒，儿

媳 妇 说 婆 婆 不 理 解 自 己 ，两 个 人

吵得不可开交。刘辉兰看到这一

幕 ，没 有 撒 手 不 管 ，而 是 耐 心 劝

导，同时承诺择日重新检查，婆媳

矛盾得以化解。

1986 年 ，当时 24 岁的陈芝连

嫁 到 麻 山 村 后 ，受 到 刘 辉 兰 的 感

召，主动接过接力棒成为“幸福十

姐妹”的一员，后来还成为第二代

“幸福十姐妹”带头人。

2024 年 6 月 ，麻 山 派 出 所 副

所 长 刘 辉 武 接 到 村 民 刘 某 某 报

警 ，称 其 排 水 沟 下 游 被 邻 居 涂 某

某用土石堵住，造成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

经 了 解 ，两 家 共 用 一 个 排 水

沟，家住上游的刘某某摆酒席，污

水中的垃圾排放堆积在住在下游

的涂某某家门口。而涂某某今年

已经 70 多岁，又是留守老人，无力

清理，双方沟通未果便发生争吵，矛盾愈演愈烈。

考虑到两个人都为女性，刘辉武便喊来陈芝连参与调

解，刘辉武摆事实、讲道理，陈芝连则更多打起感情牌，叫

来涂某某在外地务工的儿子一起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

老母亲一个人在家，万一有什么事，还得靠邻居。”经过一

周的调解，涂某某终于同意搬走土石，而在刘辉武的建议

下，以后若有生活垃圾，大家一起清理。两人的矛盾得到

化解。

麻山派出所教导员郭斌说，为发挥“幸福十姐妹”独特作

用，他与同事们一道，邀请村里组建了第三代“幸福十姐妹”，

发挥女性的亲和力、共情力，引导她们参与家庭婚恋、邻里矛

盾调解中。

守护幸福，三代传承。2020 年，80 后李玲也加入这支光

荣的队伍，成为第三代“幸福十姐妹”的一员。村里老人不会

操作智能手机，每年 1 月，李玲便主动上门帮助他们在网上

进行养老认证，领取农村养老金；每年 7 月，帮助他们缴纳电

话费、有线电视费等。

除了李玲，越来越多的年轻血液也加入进来，“我们是年

轻一代的‘幸福十姐妹’，我们要向前辈学习，将矛盾纠纷化

解的智慧和美德传承下去。”00后刘丽娟说。

从刘辉兰、陈芝连，到李玲、刘丽娟……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巾帼之花，正在麻山村加速绽放。

2024 年，麻山派出所共化解矛盾纠纷 560 余起，化解率

达 99.8％，无一起矛盾纠纷升级，全部稳控在当地，实现个人

极端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民转刑”案件“零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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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您这么晚跑来帮忙卸货，辛

苦了！”

“应该的，这是我们村生产的大米，我

们必须安全护送。”

2024 年 12 月 9 日凌晨 1 时许，熊艳和

村民曾春辉终于把一整车的大米顺利送

往 最 后 一 站 —— 省 妇 幼 保 健 院 东 湖 院

区。2024 年 12 月 13 日，她又负责把蜜橘

运送到省妇幼保健院各个院区。

“这些大米和蜜橘，来自省妇幼保健

院 乡 村 振 兴 帮 扶 点 南 丰 县 洽 湾 镇 长 岭

村。”46 岁的熊艳是南丰县洽湾镇长岭村

第一书记，她还有一个身份——省妇幼保

健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去年以

来，她和驻村工作队为长岭村销售农副产

品 ，争 取 医 院 帮 扶 资 金 、社 会 捐 赠 物 资 。

此外，护士出身的熊艳还细心照顾长岭村

的村民们。

她守护村民的健康

“周大妈，颈椎好些了吗？这两天降

温了，要注意保暖。”

“大姐，你在做什么菜啊？注意少放

盐。”

…………

日 常 ，熊 艳 坚 持 入 户 走 访 ，关 心 、问

候、询问村民的生活情况，观察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为村民科普医疗知识，帮助中

风瘫痪在床的村民换尿不湿，她甚至把医

院的 B 超影像机搬到村卫生院，免费为村

民做疾病筛查。每次入户走访，她的口袋

里都会揣着感冒灵和风油精等日常备用

药 ，“ 村 里 有 些 腿 脚 不 便 的 老 人 总 会 需

要。”熊艳说。

有一回，村里义诊现场，正在为村民测

血氧、摸脉搏的熊艳发现，村民吴小荣的脉

搏只有 50多次/分，她立即询问：“你平时干

活的时候喘气重不重？”“没有，但我有心脏

病，而且一直在吃药。”吴小荣回答。熊艳

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可是你的脉搏现在

比较弱，建议你赶紧去医院做个动态心电

图，检查下具体问题，一定得去！”数日后，

熊艳又打电话追问吴小荣检查结果。得知

对方正在积极接受治疗，她这才放心。巡

看之外，熊艳经常和驻村工作队一起为留

守儿童开展活动，为村民检修电器、更换老

旧路线，农忙时帮村民下田插秧，定期为村

民播放露天电影。“只要能为村民们办实

事，看到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日益增多，我就

很开心。”熊艳说。

村民温暖着她的心

人生就像山谷，发出声音，回音终究会响

起。熊艳悉心帮助村民，村民也温暖着她。

去年 9 月，熊艳和同事结束走访后一

起骑电动车途经一段坡度较高的砂土路

时，她不小心摔倒，右脚扭伤，脚背两处大

面积擦伤破皮。

去年 9 月 25 日，省红十字会志愿服务

队即将前往长岭村开展生命健康安全宣

教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作为活动发

起人，熊艳坚持一瘸一拐参加活动，结束

之后照例去村卫生室打点滴。下午 4 点

多，输液瓶滴了一大半的时候，村民周才

英忽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到熊

艳面前，“熊书记，我给你煮了一碗面，快

趁热吃了。”

“ 我 当 时 几 乎 是 流 着 泪 吃 完 这 碗 面

的，心里暖暖的。”回想起那天的场景，熊

艳取下眼镜，用纸巾压了压湿润的眼睛。

“得知我受伤，有的村民特地送来消除脚

肿的土方子，有的村民把家里最坚实的木

棍拿来给我当‘拐杖’……点点滴滴都让

我感到特别温暖。”

采访快结束时，熊艳领着笔者来到她

的房间，小小的卧室，刚好容纳一张床、一

张书桌和一个小衣柜，窗外就是一大片庄

稼地，异常宁静。

“您离开家来这么偏远的地方驻村，

孤单不？”笔者忍不住问。

“刚来的时候觉得蛮孤单的，现在和

村民熟悉了，慢慢地我觉得待在长岭村很

踏实、很温暖。”熊艳微笑道，这是一场温

暖的双向奔赴。

冬日暖阳，和煦宜人。1 月 1 日上午，南昌市第十三届迎

新健步行活动在洪州大桥举行。9 时整，随着发令枪声响起，

超 16 万名群众从洪州大桥两侧出发，昂首阔步一起迎接新年

的到来。

独特的行走路线将南昌市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城

市 魅 力 完 美 地 串 联 在 一 起 ，群 众 沿 着 精 心 设 计 的 路 线 前

行，共同见证城市发展新成果，感受南昌发展新变化。

南昌县广泛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本次健步行活动，共

组织本土企业、机关单位、民间运动团体共 4100 人参与其

中。“新年的第一天用这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启，感觉很

有意义，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祝愿我们

南昌能够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南昌县党员干部钟雨书说。

为 增 强 活 动 的 趣 味 性 和 互 动 性 ，南 昌 县 在 活 动 东 线

起 点 开 设 了 昌 南 集 市 ，涵 盖 房 产 、体 彩 、酒 业 、乳 制 品 、

糕 点 、文 创 产 品 、特 色 小 吃 、非 遗 糖 画 等 多 种 业 态 ，市 民

和 游 客 可 以 在 这 里 购 买 到 各 种 特 色 商 品 ，体 验 传 统 的 手

工 艺 品 制 作 乐 趣 。

同 时 ，该 县 组 织 舞 龙 舞 狮 、戏 曲 、舞 蹈 、得 胜 大 鼓 、独

唱 等 节 目 助 力 此 次 健 步 行 活 动 ，有 效 提 升 了 活 动 的 观 赏

性 和 参 与 度 ，丰 富 了 市 民 和 游 客 的 健 步 行 体 验 。“ 沿 途 有

非 遗 产 品 展 示 、体 彩 展 销 、有 奖 打 卡 、美 食 展 示 、尾 箱 集

市 等 活 动 ，我 是 和 朋 友 结 伴 来 的 ，边 走 边 玩 ，十 分 有 趣 ，

不虚此行。”参加此次健步行活动的南昌县群众万晓琴笑

着说。

当天，南昌县安排了公安干警、交警、社区干部近千人

负责活动交通和安全保障工作，并安排 200 名安保人员和

300 名 志 愿 者 共 同 协 助 维 护 洪 州 大 桥 东 侧 交 通 秩 序 。 同

时，该县对活动沿线环境卫生、非机动车（共享电动车）等

进 行 全 面 整 治 ，并 在 沿 线 设 置 了 133 个 移 动 厕 所 ，安 排 了

80 辆公交车在接驳点循环接驳，全力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胡雪萍 刘 婧）

万人健步行
共启新华章

成立十年来越跳越响亮，不断走向更大的舞台——

这支新余农民舞蹈队活力何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胡光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在新余市

渝水区仙来街道石洲管理处，

一支由农民自发组成的舞蹈队

备受关注，因为得到各方面的

帮助支持，十年来长跳不歇充

满活力，不断走向更大的舞台。

双向奔赴的温暖
郭 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