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婺源的 13 万亩油菜

花进入盛花期，与白墙黛瓦的

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引来各地

游客游玩赏花。 据统计，仅今

年 1 月份和 2 月份， 婺源县就

接待游客 355.7 万人次， 同比

增长 14.3%， 综合收入达 31.1

亿元。 和以前“花开客来，花谢

客去”不同，江西多地通过“油

菜花 +”新模式，展现乡村农旅

新“花”样。 围绕观赏油菜花等

“春日经济”，江西多地推出形

式多样的文旅活动。 比如，九

江市彭泽县举办第十届“江中

花海，魅力棉船”油菜花旅游

活动，鹰潭市龙虎山举办第五

届花朝节，等等。 眼下正值春

暖花开的季节，各地应抓住大

众赏花踏青的热情，根据自身

资源条件， 积极推出田园风

光、户外运动、漫步花海等创

新文旅活动，以农促旅，探索

文旅新业态。 时锋

发掘农旅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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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近日， 农业农村部公示第一

批乡村工匠名师拟认定名单。 其

中，山西省和顺县刺绣印染工匠范

素萍等 10 人入选， 工匠类别涉及

刺绣印染、 雕刻彩绘、 文房制作、

食品制作、陶瓷烧造、器具制作和

金属锻造等。 这与之前的《乡村工

匠“双百双千” 培育工程实施方

案》等一脉相承，既可弘扬传统技

艺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活态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也可

顺应乡土人才成长规律，激发乡村

工匠内生动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人是关

键。 要想鼓起村民的“钱袋子”，那

么“带头人”“领头雁 ”必不可少 。

在我国广大乡村，不乏各类能人巧

匠，他们有技艺傍身，为农村产业

发展带来巨大活力。要让他们成为

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

创业就业的骨干力量，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生力军。

重视乡村工匠。 对扎根在农

村的匠人们， 要予以大力激励支

持。 乡村工匠是一支新生力量，又

来自基层，要格外重视提高其职业

认可度和社会地位。拿出真金白银

和真正利好政策来加大支持力度，

统筹利用金融、保险、用地等产业

帮扶政策，支持乡村工匠发展特色

产业或企业。同时，注重激励表彰，

适当对乡村工匠倾斜。 在树立乡村

先进典型的同时，营造积极向上的

良好乡村氛围。

培育乡村工匠。 过去，学手艺

基本靠“师傅带徒弟”，强实操弱理

论，靠自己在实践中“悟”，多年才

能出徒。 如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实操能力强、理论基

础扎实的能工巧匠，能更好地适应

时代发展。比如，云南提出实施“创

业云南”建设行动和青年创业兴乡

行动，培育创业创新带头人和乡村

工匠。 应健全乡村工匠培育机制，

鼓励支持乡村工匠设立乡村工匠

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

开展师徒传承， 传授传统技艺，对

乡村工匠开展技艺提升 、 主体创

办、品牌打造、电商营销等能力提

升培训，让其在掌握新时代乡村发

展技能的同时反哺乡村发展，为创

新提供更多可能。同时，支持、鼓励

返乡青年、职业院校毕业生、大学

生等群体参加乡村工匠技能培训，

为乡村工匠队伍建设提供后备人

才库。

用好乡村工匠。 乡村全面振

兴离不开优质产业， 而乡村工匠

这些活跃在乡村一线的“土专家 ”

“田秀才”正是带动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的关键。 可结合各地实际，挖

掘县域内有传承基础 、规模数量 、

市场需求、社会价值、发展前景的

传统工艺 ， 有效对接当地名师工

作室和大师传习所 ， 在提升乡村

工匠技艺 、 创作传统工艺精品的

同时，有意识 、有节奏地孵化农村

特色产业， 把技艺研究成果落地

转化，使其产业化 。 同时 ，以创办

特色企业带动创业就业，打造“工

匠园区”，建立乡村工匠产业孵化

基地，扶持一批基础条件好 、有一

定经营规模的就业帮扶车间 、非

遗工坊 、 妇女手工基地等转型升

级、发展壮大。

总的来看，培育、用好乡村工

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能

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 ，才能未

来可期。

总的来看，培育、用好乡村工

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能

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 ，才能未

来可期。

（据《经济日报》）

培育用好乡村工匠

让干货“下乡”

让服务“上门”

□

居东台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科技部等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2024 年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要求“坚持守正

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持续推动‘三下乡’工作提质增效”。 无论是

精心准备文化大餐，还是推广普及科技卫生服

务，“三下乡”活动将示范带动各类优质资源下

沉一线，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

湃动能。

推进农村现代化， 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

精神生活也要富足。 文化下乡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要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传承优秀农

耕文化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

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 从小品、舞蹈、相声等舞

台上的文艺演出，到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喜

闻乐见的宣传宣讲活动，一场场备受欢迎的视

听盛宴，既能持续增进人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也

有助于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

乡风民风，激发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科技下乡， 关键要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开

展新技术创新、示范、推广工作，传播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将科技知

识、惠民政策、科技法律法规送到群众手中，真

正做到送农户之所盼，教农户之所需，才能为

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卫生下乡的重点，在于持续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为乡村医疗事业补短板、强弱

项。 进一步增进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必须全

面落实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持续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条

件， 积极保障边远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

求，让更多人就近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

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哪里有人

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 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开展至今，年年有亮点，年年

有收获。 广泛汇集各方力量，让干货“下乡”、让

服务“上门”，将所需所盼送到田间地头、送到

农民身边，不断解决各种急难愁盼问题，就一

定能创造美好生活， 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

景。

农资打假挑战多

科学应对是关键

□

黄鹏飞

近日，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启动了 2024 年

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执法行动， 旨在保障农民

群众购买安全放心的农资产品， 确保春耕备

耕顺利推进和农业生产安全。 然而，在这次行

动中， 广东农资打假面临着一系列的难点和

挑战。

众所周知，农资市场的品种繁多，假劣农

资的隐蔽性较强， 给执法部门带来了巨大的

辨别和查处难度。 加之当前电商发达，通过网

络销售假劣农资的行为日益猖獗， 手段更加

隐蔽，监管难度更大，这就农资打假工作带来

了挑战。

面对这些难点和挑战，各部门需要采取更

加科学有效的措施来应对。

首先，加强农资市场监管，建立完善的农

资产品追溯体系， 从源头上杜绝假劣农资的

生产和销售。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 形成强烈的震慑作用。 同

时，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共同

打击农资违法行为。

此外，还需要加强农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

普及，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鉴别能力，引导

他们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产品。 建立健全农

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行业管理、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作用，共同维护农资市

场的秩序。

尽管农资打假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只要采

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 就一定能够维护农

资市场的秩序，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

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漫谈

从“村 BA”“村超”，到“村播”

“村晚”，近几年“村”字头文化活

动“好戏”不断，话题热度更是持

续升温。 数据显示， 仅过去一年，

全国多地村民自导自演的“村播”

“村晚” 就有 2 万多场， 在网上引

发了上亿人围观。在文化繁荣发展

的今天，“土味”十足的“村”字头

文化活动何以屡屡火出圈？这或许

从乡土文化蕴含的人文价值及独

特魅力中可以窥探一二。

乡村是孕育文化的沃土，承

载着千百年来国人的共同记忆和

“乡愁”。 无论是“村 BA”“村晚”，

还是民间艺术、民俗风情，或是村

落民居、特色美食，这些乡土文化

扎根于乡村、根植于生活，无不洋

溢着浓浓的“土味”。 这“土味”可

以让无数人的乡思乡情得以安放，

可以于瞬间让人产生情绪共振，进

而唤醒维系深层情感的集体记忆。

新的载体、 新的表达方式将

地域特色的文化大餐直观地呈上，

就像一个乡音大集合， 既“唱”出

了很多人的“梦里故乡”，也“唱”

响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我们从中

看到了乡村发展的蓬勃气象，更看

到了乡土文化的恒久魅力。

曾在一段时间里， 相比城市，

乡村的“存在感”并不强，导致很多

优秀的乡土文化如珠玉蒙尘，一度

被湮没、被遗落，甚至出现传承断

层。 如今，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从“村” 字头文化接连“出

圈”，乡村游、民俗游日渐火热，不

难看出文化繁荣的风正不断吹向

乡村。尤其是方兴未艾的乡村特色

文化活动，以乡野为背景、大地为

舞台、村民当主角，不仅让一些传

统艺术、 民间文化通过乡村“舞

台”得以重生，还深刻地展现了农

民群众对乡土文化的热爱。这种热

爱传递着奋斗的力量，彰显着深沉

而持久的文化自信，也让我们理解

了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

多元文化世界里从不缺少精

彩，但所有的“绽放”都是一场酝酿

已久的厚积薄发。乡土文化日渐火

热的背后是时光积淀、 深耕不言，

是接地气的文化创造力的集中爆

发，也寄托着亿万农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热切向往。那些形式多样的

表达方式、在原生态基础上的二度

创作，以及各种媒介“嵌入式”的传

播，都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人

们喜闻乐见的“乡土味”创新融合，

使民俗精华在传承中释放活力、彰

显价值。

自信的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地

表达，需要不断推陈出新，需要跨

越时空界限、拓宽创新空间。 只有

让陈列在广阔乡村的文化遗产“活

起来”“火起来”， 才能为乡村振兴

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才能让我们

文化自信的筋骨更强劲、 更坚韧、

更有力。

乡土文化为什么火

□

黄敏

王鹏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