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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的红色遵义，处处
浸润着书香。读书，已成为遵义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
日益完善的城乡基层全民阅读设
施，为全民阅读的深入推广提供
了强大助力。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基层文
化阵地建设，不少社区依托书屋，
开展读书征文、知识讲座、科技培
训等群众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
化氛围。

在汇川区山盆镇太坪村农家书
屋，村民们正在翻看书籍，查阅资
料。“我平时都会来书屋看看书，学
到了不少知识。”中午时分，村民李
安美像往常一样到书屋阅读。

这个农家书屋虽小，藏书却很
丰富，涉及法律、科技、文化、少儿等

种类。平时，村民们借阅农业技术、
婴幼儿护理方面的书籍较多，孩子
们放学也喜欢过来看书。

在该镇天池社区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有一间集娱乐与阅读为一
体的农家书屋，陈列有序的各类图
书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阅读。针对不
识字的年老居民，社区志愿者还提
供朗读服务。

据了解，在13个农家书屋的带
动下，该镇“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
风尚和浓厚氛围逐渐形成，书屋成为
广大群众的“充电站”和“休闲角”。

走进汇川区高桥街道高桥社区
农家书屋，记者看到，这里正在举行
读书分享会，领读人江先燕正在分
享读书心得，居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时互动交流。

高桥社区农家书屋现有书籍
2500余册，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江
先燕告诉记者：“1月底，书屋更新
书籍538册，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不
同兴趣爱好的群众的阅读需求。”

目前，高桥街道一共有农家书
屋6家，实现了社区全覆盖，共有书
籍 11000余册，经常开展读书分享
会、手工活动、心理辅导课等各类活
动，每年共计30余次。书屋内还配
备了各种娱乐用品，极大丰富了群
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在红花岗区中山路街道新华桥
社区，有一个“同心书吧”，不到 20
平方米的面积，存放了图书5000余
册，自 2000年建成投用以来，每天
都免费对外开放。

新华桥社区何家巷是浙大西迁

遵义办学教务处的所在地，因此，书
吧里有关遵义历史、红色文化的书
籍深受读者欢迎。社区居民黄启明
说：“我喜欢看历史、红色文化方面
的书籍，我会给孙子们讲故事，让他
们领悟遵义的历史文化，让他们充
满正能量，懂得感恩。”

此外，居民还可以走进新华桥
社区在书吧旁打造的浙大西迁与何
家巷陈列室，听讲解、看展览。

新华桥社区负责人表示，将依
托这两个载体，积极开展党员教育、
全民阅读等活动，推进“书香社区”
建设，让更多居民感受阅读之美。

如今，遍布我市的一间间小小
书屋，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化家园。

（记者 向婧）

全民阅读书香浓
我市全力推进“书香社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
中宣部公布2021年全国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优秀团队、
服务标兵名单，四渡赤水纪念馆“四渡
赤水宣讲团”荣获2021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等部门组织，公布的示范
项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涵盖理
论宣讲、文化惠民、科技兴农、健康
义诊、法治宣传等领域，工作基础
好、群众评价高、带动效应强，充分
展现了“三下乡”活动取得的丰硕成
果和显著成效。

2012年，四渡赤水纪念馆组建
了“四渡赤水宣讲团”，成员由该馆
的讲解员、保安员、保洁员、后勤工
作人员、志愿者组成，深入开展“七
进四送双服务”宣讲活动。截至目
前，开展宣讲活动 1000余场，被誉
为赤水河畔的“四渡赤水轻骑兵”，

得到了各级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广大
群众的认可。

按照中宣部要求，“四渡赤水宣
讲团”将不断革新宣讲主题、创新宣
讲形式、扩大宣讲范围，增强传播先
进文化、服务群众的能力，让群众享
受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中宣部公布2021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

“四渡赤水宣讲团”获评优秀团队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将于 3月 23日在
遵义大剧院上演，展开北宋名画
《千里江山图》的美丽画卷，奉上一
台精彩绝伦的文化大餐。

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创
作的《只此青绿》是由周莉亚、韩
真共同执导，故宫博物院、人民
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舞蹈诗剧，
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
作品。其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虎年春晚后，触动了无数
观众的心弦。

2021 年 9 月，该剧开启全国
首轮巡演，在上海、广州等 16个
城市演出 50余场，获得人气口碑
双丰收。

2022年3月，该剧将开启第二
轮巡演。遵义大剧院主动对接，把
优秀剧目引进遵义。“原本该剧演
出方只在我市安排了 3月 23日一
场演出，但在 2月 15日中午 12点
开票后仅半个小时就售罄，观众纷
纷要求加场，3月 24日增加了一
场。”遵义大剧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届时，观众可以走进遵义大剧
院，感受《只此青绿》。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将在我市上演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蘸
墨、在印板上涂墨，将洁白的宣
纸铺上扫墨、装裱……不一会
儿，一幅红色的《遵义会议会址》
印刷作品便呈现在眼前。在遵
义市城区红军街，有一家名为“剪
纸坊”的小店，市民和游客在非遗
传承人李跃的指导下，体验传统
技艺雕版印刷，感受传统文化和
遵义红色文化的魅力。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梓

行、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
雕刻于木板，再于印板上刷墨、铺
纸施压，使印版上图文转印于纸张
的技艺。

为传承中国非遗文化，非遗传
承人李跃以雕版印刷技艺为文创
研发载体，反复打磨制作，将自己
的红色文化剪纸作品雕刻在木板
上，制作出简易雕版体验套装，让
市民和游客近距离体验雕版印刷
的魅力。

体验雕版印刷
感受文化魅力

本报讯 （记者 向婧）京韵
大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快板《长征》、金钱板《红军
故事：一张买猪条》、竹琴弹唱《王
幺爸送儿当红军》……近年来，遵
义市曲艺家协会创新理念，推出
一批反映时代发展的曲艺精品。
同时，市曲艺家协会广泛开展面
向基层群众的曲艺活动，有力推
动我市曲艺事业繁荣发展。

在第五届“和平杯”非遗曲艺
票友邀请赛中，竹琴表演《王幺爸
送儿当红军》创作者王东风获优
秀辅导奖，表演者田兴果荣获新
秀奖。

该节目讲述了遵义百姓王幺
爸自愿送儿子当红军的故事，故事
精彩，节奏明快。由年轻表演者来
演绎竹琴弹唱，使节目更易于得到

年轻听众接受。
近年来，市曲艺家协会开展的

“送欢乐下基层”、扶贫剧场、道德剧
场、红色曲艺剧场和曲艺舞台等活
动产生良好社会反响，“文艺轻骑
兵”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2019年，在遵义市文联的指
导下，该协会精心打造红色曲艺剧
场，以曲艺表演的形式，传承红色
基因，讲好遵义故事。开演至今，
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

此外，该协会积极推进戏曲进
乡村、进校园，以喜闻乐见的曲艺
方式，让老百姓了解党的政策，让
学生了解戏曲的由来、创作和表演
基础知识。

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
大培养曲艺人才，加强精品创作，
繁荣我市曲艺文化事业。

遵义市曲艺家协会

多举措推动曲艺事业繁荣发展

近日，汇川区山盆镇太坪村三生农
场成为该镇中小学劳动教育研学基地，
传承耕读文化，弘扬劳动精神，让耕读文
化融入乡村文明建设。图为开学前该镇
第二小学组织学生来到基地，认识传统
农用工具，接受劳动教育。

（记者 一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