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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 ，正 月

初六，雪后的庐山银

装素裹 、玲珑剔透 。

大量游客上山游玩，

在 冰 雪 世 界 许 下 对

新春的美好祝福。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摄

瑞
雪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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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正月初三，小雨淅沥。在婺源县

城，一场场民俗活动轮番上演。豆腐架、花灯、傩

舞、徽剧等非遗代表性项目上街巡游，让广大游客

和当地居民乐享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大餐。

当天下午，在婺源县城文化广场通往武营广

场的路上，抬阁和豆腐架表演队伍吸引了众人的

目光。伴随着音乐节拍，身穿古戏服的孩子站在

架子上穿街而行，欢庆新春。民俗队伍表演者神

采飞扬、英姿飒爽，吸引大批游客观赏拍照。

“ 有 一 种 年 味 叫 婺 源 ”“ 最美乡村过大年”，

已成为继“油菜花海”“晒秋赏枫”“梦里老家”“婺

源乡宿”之后又一有影响力的婺源旅游新 IP。此

次非遗巡游活动，在去年两天的基础上增加至四

天，总参演人数 700 余人。除了在城区集中展示

的活动外，该县各乡村也有许多新春活动。整个活

动内容丰富多彩，汇集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徽剧、傩舞，省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甲 路 抬 阁 、江

湾 豆 腐 架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项 目 龙 灯 、花 灯 等 。

巡 游 途 中 ，还 安 排 了 精 彩 的 徽 剧 选 段《梳 妆》

《淤 泥 河》、傩 舞《开 天 辟 地》、婺 源 茶 艺《新 娘

茶》、晒娘伞艺、弋阳腔高腔、灯彩舞仙鹤等精彩

表演。

夜幕降临，一条近百米的板龙灯惊艳亮相，沿

着该县文化广场、旅游集散中心路口、武营广场等

城区主干道巡游，穿街过巷。随着灯手跑动，龙头

追逐龙尾，巨龙盘旋腾飞，场面十分壮观，引得众

人纷纷喝彩。

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处的婺源徽风赣韵，特

色鲜明，徽、赣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形成了独特

的地域文化。“没想到雨夜也出现人山人海的景

象，这是婺源的专属浪漫，真的是不虚此行！”一名

来自湖南的游客惊叹道。

非遗巡游年味足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春节期间，宜春市推出小吃万千·宜春领“鲜”——宜春

拾味小吃新春游园会暨新春焕新消费特惠季，举办一系列新

春年俗活动。图为网红达人在袁州区鼓楼广场新春年俗市

集直播带货。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摄

1 月 31 日，正月初三晚上 7 时整，兴国县永丰

镇果溪村以“共赴新春、同谱华章”为主题的第 17
届春节联欢晚会，在果溪小学操场准时举行，现场

吸引了 2000多名村民观看。

晚会以舞狮表演拉开序幕，舞狮者时而蹲行、

时而跃起，以活泼、轻盈的步伐点燃了“村晚”的喜

庆氛围。紧接着，舞蹈、独唱、配乐诗朗诵、山歌表

演、方言小品等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

番上演，台上热热闹闹，台下喜气洋洋。

“这是我参演‘村晚’的第 17 个年头了，记得

第一次是表演小品，村民都说我演得好、接地气。

现在，每年正月初三大家都期待我表演小品。”村

民钟天祥开心地说。

除了举办“村晚”，春节期间，果溪村文化协会

还牵头组织志愿者走访慰问 119 名 75 岁以上的老

人，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自 2011年开始，

果溪村文化协会还设立奖学基金，对村小学优秀学

生，考取院校的大学生及硕士、博士进行奖励。截

至目前，共发放奖学金 14 万余元，对 310 名优秀学

子进行了奖励。如今，果溪村已经走出 16名博士，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博士村”。

当“村晚”落下帷幕，村民们仍沉浸在新春的

喜悦之中，久久不肯散去。“把舞台设在乡间，把话

筒交给农民，连续举办了 17 年的果溪‘村晚’，已

成为我们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村里的博士生曾

祥泰激动地说。

“博士村”自办“村晚”17载
刘新权 林 剑

禾杠舞、宜黄戏、舞蹈、器乐合奏

等精彩节目在村口轮番上演，村容村

貌整洁有序、左邻右舍谦和礼让……

近年来，宜黄县把移风易俗与群众文

化活动、乡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引导

群众摒弃旧习俗、树立文明新风尚，全

县上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文明新风

润泽乡里。

一间“聚贤阁”里的新温暖

“这个活动办得真好啊！”前不久，

一场精彩热闹的演出在宜黄县梨溪镇

桐源村祠堂举行，160多位留守老人齐

聚一堂，看演出、唠家常，一派其乐融

融的景象。

“让村里的留守老人感受到家一

样 的 温 暖 ，让 在 外 工 作 的 孩 子 们 放

心 。”桐 源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郑 付 友 说 。

2022 年 12 月，桐源村成立基金会，并

在村委会专门设立办公室，取名“聚贤

阁”。自成立以来，聚贤阁乡贤理事会

联合在外发展的乡贤，组织开展了“九

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情暖夕阳，共

筑爱心”等走访慰问活动，营造敬老、

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让老年人生活更温暖、更幸福。

除聚贤阁之外，桐源村的乡贤和在外的学子们还积极参

与暑期公益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

丰富多彩的课堂，并邀请退休干部以及书法、绘画等协会成

员，教孩子们学习书法、象棋等，助力他们全面成长。

一场“零彩礼”婚礼的新浪漫

“ 婚 事 新 办 、丧 事 简 办 、孝 老 爱 亲 、邻 里 和 睦 、勤 俭 节

约 ……”日前，宜黄县桃陂镇圣华村格外热闹，村党支部书记王

细荣正在详细讲解村里新修订的村规民约，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爸，我跟刘新赛准备结婚了，我们现在在创业阶段，彩礼

可能给不了多少……”“老爸不要新赛的钱，只要你们过得好

就行了，我跟你妈商量好了不要彩礼。”王细荣和女儿王丽华

在电话里商量婚礼事宜。去年初，王细荣为女儿举办了一场

简约而温馨的婚礼。没有盛大的仪式、铺张的排场，但是有热

气腾腾的流水席，还有亲朋好友温暖真挚的祝福。

近年来，为引导农村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宜黄县组织党员

干部率先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带头做婚俗改革的推动者、新

风正气的传播者、移风易俗的践行者。该县还组织居民在村

（社区）围绕“高价彩礼为哪般”“变味的份子钱”等主题开展大

讨论活动，引导大家自觉加入倡导文明新风队伍。

一家“乡风文明超市”的新体验

“香皂 50 积分、脸盆 80 积分、洗衣液 190 积分……”来到圣

华村“乡风文明超市”，一进门便看到乡风文明积分兑换表。

乡风文明积分是啥？简单来说，就是给每家每户参与环

境卫生清洁、红白事简办、孝老敬亲、志愿服务等情况打分，参

与越多，积分越高。在固定的兑换日，村民可用积分到“乡风

文明超市”集中兑换生活物品。

“我们村现在喜事、丧事都不再大操大办，既省钱又省

心……”谈及村里近期的变化，村干部唐文华赞不绝口。从比

“气派”到比“文明”，从“人情债”到“好邻里”，圣华村的变化只

是宜黄县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宜黄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民议事厅为载

体，广泛发动辖区村庄修村规、定民约、树新风，并结合实际开

展移风易俗示范村镇“乡风文明超市”建设工作。2022 年以

来，该县开展移风易俗大讨论、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等 2360
余场，印发、张贴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倡议书、宣传册、

宣传画等 2万余份。

2 月 3 日，正月初六，记者驱车行驶在蜿蜒的柏油路上，

透过车窗，看到连绵起伏的山坡和冬日发黄的草地，不知翻

过几座大山，来到了藏在大山深处的大岗山水利枢纽工程建

设现场。虽然还是春节假期，这里却已经在如火如荼地施

工，建设者们抢抓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今年 56岁的黄森正在使用机械设备铺设球墨铸铁管，一

根根直径 1.4 米的铁管经过拼装、焊接后，严丝合缝。“预计要

铺设 32公里长的输水管线，才能确保大岗山的水源不断输送

到分宜城区。”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告诉记者，“春节在家

吃过年夜饭，到亲戚家拜了年，正月初五就到工地上来了。”

大岗山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分宜县钤山镇砻里村，坝址坐

落在大岗山脚下砻里村河段下游 200 米处河谷。该工程是省

市重点水利工程项目，总投资 13.66 亿元，工程建设主要包括

大坝、溢洪道、供水（导流）隧洞、输水管线、移民搬迁安置以

及相关配套工程。建成后水库总库容 5000 万立方米，日均供

水 10.45 万吨，防洪库容 260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4439 万立方

米，将作为分宜县城区和周边乡镇的供水水源，是一座以供

水为主、兼顾防洪的中型水利枢纽。

“现在建设现场有施工人员 50 名、机械设备 10 台，在各

施工点位分散作业。春节假期结束，外地务工人员相继回到

工作岗位，到时将有 200 多人、几十台机械设备施工作业，那

场面可壮观了。”中国水电十二局新余市大岗山水利枢纽工

程项目部副总工程师余海建介绍，项目自去年开工以来，建

设者们铆足干劲，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目前已完成供水（导

流）隧洞爆破、溢洪道开挖、边坡挂网、锚杆钻孔等工程，正在

进行取水口主体结构、溢洪道主体结构施工以及输水管线铺

设等，每一道工序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们倒排工期，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苦干硬干 900 多天，

希望早日建好分宜人民的‘水塔’。”余海建说。

大山深处施工忙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2 月 1 日，湖口县润泉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检测水

质。春节期间，该县不少行业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万

家平安。 通讯员 吴 江摄

本报永丰讯 （全媒体记者童梦宁）1 月 25 日，记者获悉：

经省林科院专家持续近一年的鉴定、论证，确认野生红花油茶

在江西境内的天然分布区域扩大，由此前学术界及官方认定

的武夷山脉、怀玉山脉向罗霄山脉扩展，刷新分布记录。

据介绍，自去年 3 月以来，在全国油茶产业重点县永丰境

内，与井冈山相连的上溪、沙溪、石马等 7个南部山区乡镇陆续

发现油茶新物种即野生红花油茶（学名浙江红花油茶或浙江

红山茶），初步估算总面积逾 100亩。

1月25日上午，记者跟随永丰县油茶专家薛志华等人，深入

该县野生红花油茶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大的上溪乡。进入海拔

1000米的龙华山原始森林，记者在路边密林中见到多株红花油

茶。当地林农何科明告诉记者，红花油茶开出的花朵大而红艳，

结出的果子也特别大，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枝头，特别漂亮。

红花油茶是我国南方山区特有的油茶树种，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相关研究表明，其籽仁含油率高出普通油茶 5%～

10%，且油质优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极具开发潜力。在我

国，红花油茶虽为优质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但目前处于野生或

实生繁育状态，尚未选育出作为食用或观赏兼油用的红花油

茶良种，其开发与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省林科院研究员、经济林研究所所长温强表示，永丰县南

部山区地处罗霄山脉，其境内分布较大面积的野生红花油茶，

丰富了我省油茶种质资源多样性，能让科研人员有针对性地在

全省开展红花油茶及其近缘种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同时，通过

科学利用提高红花油茶的育种效率，缩短其育种周期，加快良

种等科技创新步伐，有利于促进我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永丰县南部山区发现逾百亩油茶新物种

江西刷新野生红花油茶分布记录

近日，抚州市东乡区孝岗镇何坊村村民在蔬菜大棚里移

栽青菜。立春时节，当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农作物管护和春

耕备耕。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2 月 3 日，景德镇市陶溪川文创街区创意集市人头攒动，摊位上的陶瓷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集市

上，传统元素与现代创意碰撞，让游客体味一场特别的新春文旅盛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