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每周影像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8 元 每月 23.8 元 年价 285.6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陕北乡村文旅融合：文化火起来，百姓富起来

踩着安塞腰鼓激昂的鼓点，伴着信天游高亢的曲调，一批批
海内外游客踏上陕西延安安塞区的土地，体验独特的文化之旅。

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文化资源丰
厚。这里既有源远流长的中原农耕文化，也有粗犷豪迈的草原
游牧文化；既有辉煌灿烂的红色革命文化，也有风情浓郁的黄
土民俗文化。该区是拥有“腰鼓之乡”“剪纸之乡”“绘画之
乡”“民歌之乡”和“曲艺之乡”五张文化名片的县区，也是
闻名遐迩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近年来，当地政府按照“文化输出、旅游导入”和“文化
养民、文化富民”的思路，把文化旅游发展同文化旅游扶贫统
筹推进。全区免费为贫困群众举办各类艺术培训班，让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群众掌握文化技能，利用闲暇和空余时间参加文化
演出增加收入；改善全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条件，为广大
群众提供文化活动场所；依托当地演出公司和文化协会，组织
全区文化艺术人才赴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让文化走出去、游客
走进来、产业做起来、市场火起来、百姓富起来。

目前，安塞全区 18 万人口中登记备案的各类民间艺人达
3 . 4 万人。当地安塞腰鼓参与人数 2000 多人，长期演出人员
200 余人，年人均收入 1 . 5 万余元；剪纸、绘画从业人员 173
人，年人均收入 1 . 2 万元；民间演出队伍 137 人，年人均收
入 1 . 32 万元。 2017 年，通过文化扶贫，全区 2420 名贫困群
众实现脱贫，人均增收 8200 元。

为吸引游客到安塞旅游观光，今年 5 月，安塞区以打造黄
土风情旅游首选地为目标，新建冯家营“千人腰鼓”表演村、
高桥魏塔“东方毕加索”绘画村和西营“陕北信天游”大舞台
3 个民俗文化村，将民俗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截至目前，“千
人腰鼓”表演村累计演出 53 场，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东
方毕加索”绘画村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1 至 9 月，全区累计接
待游客 206 . 6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10 . 06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54 . 6% 和 301 . 5% 。

如今，当地百姓彻底转变了只把民间文化艺术当作娱乐
的理念，让祖辈传承的“五张文化名片”资源变为致富源泉，
“生活在城镇 、产业在农村 、致富在旅游”的愿景正在变为现
实，乡亲们正通过文化旅游增收致富，奔向自己的幸福生活。

▲安塞区城北社区艺术教练闫涛涛（右一）在为搬迁入
住的贫困户李成红（左一）、申爱珍进行民间艺术培训。

本报记者陶明摄

▲艺人在安塞区高桥镇魏塔民俗文化村里绘制农民
画（10 月 20 日摄）。 本报记者刘潇摄

▲安塞区白坪街道办冯家营村贫困户周志福（前右）在自家庭院里为学腰鼓的孙子打镲（10 月 19 日摄）。

今年 5 月，本村的“千人腰鼓”表演村启动以来，原先在外打零工的周志福回到村里参与腰鼓表演活动，每月收
入 3000 多元。 本报记者陶明摄

▲在安塞区高桥镇魏塔“东方毕加索”绘画村，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在与安塞民间艺人交流
绘画技艺(10 月 20 日摄)。 本报记者陶明摄

▲在冯家营“千人腰鼓”表演村，村民们在表演安塞腰鼓(10 月 19 日摄)。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陶陶明明摄摄

▲在安塞区高桥镇魏塔“东方毕加索”绘画村，来自化
子坪镇的剪纸艺人王琴(左一)在与绘画村的老人交流剪纸
技艺(10 月 20 日摄)。 本报记者陶明摄

▲安塞区白坪街道办冯家营村 48 岁的王永军（左）与
儿子在庭院里制作腰鼓（10 月 19 日摄)。本报记者陶明摄

▲在西营村的“陕北信天游”大舞台上，安塞区民歌手贺东
（右）在演唱陕北民歌《二后生》，舞蹈演员王爱爱在一旁伴舞
（10 月 19 日摄）。 本报记者刘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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