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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里“长”出跨年音乐会

文化特派员

为乡村带来新活力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浙江宁波慈溪长河

镇大牌头村“未来农场”，一场名为“田园和声 音

乐筑梦 ”的跨年音乐会开演 ，音乐 、美食 、文

化……整场音乐会将传统与时尚结合， 让每位

到访者感受小村的独特魅力。

�

当晚也是长河镇大牌头村第五届“我们的

村晚” 。“以前我们都是在礼堂和广场举行‘村

晚’， 这次在谢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倾情策划下，

我们大胆尝试，将乡村、音乐、集市和跨年元素

进行融合，举行了这场田园音乐会。 ”长河镇党

委委员、大牌头村党委书记陈雪锋介绍道。

陈雪锋口中的“谢老师”是派驻该村的文化特派

员， 来自慈溪市文艺演出有限公司的谢杰锋总

经理，他同时是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团长、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会员和浙江演出行业协会常务

理事。

�

“在村里，最喜欢大家叫我‘谢老师’，特别

亲切。 ”台上，谢杰锋和村民共同演唱了长河民

歌，又与大家进行了音乐知识问答。 来到观众区

后，他忙着和粉丝们互交好友。 他表示，“长河是

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小镇， 来到这里的半年

里，自己和村子一起在进步和成长。 ”

�

作为一名市级文化特派员， 谢杰锋在

2024

年

6

月便在大牌头村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通过

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和村民访谈，他分别对该村

的文化、音乐资源以及产业环境进行调研，了解

乡村风貌和文化遗存， 并调查了村民对乡村文

化的认知、对音乐兴趣及期望，对村里的音乐人

才资源、乡村旅游发展等也进行了摸底，对音乐

产业融合作了研判 ， 分析音乐与乡村旅游 、农

业、手工艺品等产业融合的可能性与潜力。

�

基于调研， 谢杰锋和他的团队随后确立了

大牌头村的“田园和声 音乐筑梦”项目，旨在通

过深入挖掘大牌头村的乡村文化资源， 结合音

乐的独特魅力， 推动乡村旅游与文旅产业的创

新发展。 为此，谢杰锋从周末演出到文艺专家的

互动，从专业秀场到村文艺团队的组建、培训和

人员扩充， 每一项他都倾力倾为， 多方奔走协

调。 在展演环节，铜管乐队、电声乐队为晚会成

引流。

文化和音乐交流碰撞， 潮流与传统交汇融

合，主办方用心打造了这场融合年味、乡土味和

文化味的“田园盛宴”。 当晚的天气虽然寒冷，但

大家踊跃参与活动的热情都很高， 不时用手机

或相机，记录下这好听、好看、好吃、好玩的精彩

画面。 （据新华网）

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 小蜜

蜂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不可忽

视的力量， 它们不仅酿造出甘甜

的蜂蜜， 更带动了一个又一个乡

村走向富裕， 书写着乡村振兴的

“甜蜜篇章”。

在云南省澜沧县酒井乡，小蜜

蜂成为了当地村民的“致富密码”。

酒井乡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

越，林、草、花资源丰富，是天然的

优质蜜源地。 得益于这些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酒井乡的蜜蜂养殖业

得到了蓬勃发展。 据云南网消息，

当地有着

10

余年发展蜜蜂养殖的

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所产蜂蜜品

质纯正，深受市场欢迎。

在酒井乡酒房村大路中下

寨， 家家户户都弥漫着蜂蜜的香

甜。 村民们通过传统的方式收获

蜂蜜，再经过细心过滤，最终灌装

成一瓶瓶色泽诱人、 口感纯正的

百花土蜂蜜。 这些蜂蜜销往全国

各地，供不应求，每年为村民带来

可观的经济收入。 一罐

500

克的

蜂蜜，售价在

100

元左右，通过提

前预订的方式， 村民们可以有序

地采集、发货，确保蜂蜜的新鲜与

品质。

大路中下寨的村民张海华便

是其中的受益者。 他介绍道：“我

们这里的蜜蜂都是长期养殖在山

林里的，采食百花，品质上乘。 我

每年都要和周边的村民收购

8

吨

左右的蜂蜜， 价格好的时候一年

可以卖

70

多万。 这些蜂蜜是我们

的致富‘蜜诀’。”在张海华的带动

下， 酒井乡的养蜂农户已达

500

余 户 ， 每 年 的 蜂 蜜 产 量 超 过

20000

斤，产值可达

250

余万元。

为了进一步壮大蜂蜜产业，

酒井乡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和蜂蜜

产业发展新模式， 以致富带头人

吸引周边蜂农“抱团式发展”。 他

们计划实施“合作社

+

致富带头

人

+

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以点

带面扩大蜜蜂养殖规模。 同时，采

取“入股分红、土地流转”等方式，

吸引更多蜂农加入， 有效促进村

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在湖南省浏阳市， 小蜜蜂同样

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浏

阳同幸村地处山林茂密之地，养蜂

历史悠久。 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

本土土蜂蜜以其纯正的口感和独

特的品质备受青睐。 村民们纷纷投

身养蜂事业，养蜂规模逐年扩大。

据澎湃新闻消息，

2021

年，同

幸村养蜂合作社应运而生。 合作社

大力推行“二次摇蜜”先进技术，提

升蜂蜜品质， 吸引了

40

余户蜂农

加入。 为保障蜂蜜品质稳定、销售

顺畅， 合作社统一注册了商标，制

定了严格的操作流程。 在合作社的

助力下，同幸村的养蜂户已发展至

90

余户，年产蜂蜜量高达

15

万斤，

年产值逾

900

万元。 同幸村也因此

被誉为“养蜂第一村”，成为了一张

亮丽的乡村产业名片。

同幸村的成功离不开围山公社

等单位的支持。 围山公社积极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同幸村销售蜂

蜜等特色农产品。 他们通过电商平

台为蜂农打开广阔销路，每年助力

销售蜂蜜

4000

余斤， 为蜂农直接

创收

10

多万元。 此外，围山公社还

推出了蜂蜜认养活动，吸引了众多

市民参与，进一步提升了同幸村蜂

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除了养蜂业外， 浏阳市的沙龙

村还通过创新“共享菜园”模式，为

城市居民提供了亲近土地、体验田

园生活的机会，同时也为村集体开

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沙龙村凭借其

得天独厚的本土蔬菜产业优势，推

出了“新村民”计划。 市民只需认养

一份田园，便可成为沙龙村荣誉村

民，享受双月蔬菜邮递服务、农事

体验活动以及餐食接待游玩套餐

等福利。 不仅让城市居民有机会亲

近土地、感受耕种的魅力，还为村

集体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张璇）

“吊脚村”华丽变身“中心村”

冬天的重庆，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雾

气， 汽车接近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时，

挂满枝头的柑橘像一串串金黄的小灯

笼。 司机说，青龙的橘子甜，他回老家时

路过渝北，经常拐到这里买一兜。

10

多年前， 青龙村还是山地环绕、

位置偏僻的“吊脚村”（意为“边缘村”）。

20

岁出头的黄志外出打工， 要走

40

多

分钟山路才能到隔壁镇上再坐车进城。

现在，青龙村村口就是公交车站 ，沿路

开车几分钟就能到镇中心，这里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柑橘智能种植基地。

黄志现任青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 。 在青龙村智慧果园管理平台

上，

2000

多亩果园全景呈现，他在办公

室动动手指，就可以查看平台传来的长

势、湿度、紫外线照射时长等数据，系统

还会根据果园采集的数据自动生成“园

区长势分析”“估产分析”。

在外打工时， 黄志轻易不提起老

家，“太穷了，说不出口”。

2010

年，黄志

在外做建筑生意小有成就，但每次深一

脚浅一脚踩着泥回家都不是滋味，索性

直接放弃主业，回到青龙村打算“干出

点事”。

当时村干部队伍整体年龄偏高，基

本都在

50

岁以上， 黄志成了队伍中唯

一的年轻人，他负责打字 、传送文件等

需要操作电脑的文书工作。

2016

年，黄志正式接任村党总支书

记后，迎来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土地宜机

化改造、发展规模化种植业。 当时，渝北

区打算在新修好的统景镇至大盛镇的

公路沿线建设柑橘产业带，最初准备在

青龙村开展试点，通过流转

300

亩土地

种植柑橘。

青龙村长期难以发展，最大的掣肘

因素就是土地分散。

“有村民家的地像桌子那么大，只

能种几窝玉米。 ”黄志回忆说，青龙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包产到户后， 土地

几十年没有大动作，丘陵山地本就耕地

稀缺， 不同位置的土地肥沃程度不一，

为确保公平，每家土地优劣搭配 ，一亩

地被划成许多小块，分给几家甚至十几

家，“山顶有，山腰有，山沟沟也有”。

黄志走访发现， 碍于山地限制，青

龙村耕种费时费力，除去肥料、人工等

成本，种植收益很少。 而随着在家种地

的农民老龄化，年轻人外出打工 ，种地

缺少好手、帮手，土地出现了撂荒。

提出土地宜机化改造后，青龙村村

委会收到村民各种各样的“想法”。 为了

让村民看到大规模种植的好处，黄志组

织村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 其中，既有

对土地宜机化改造不理解的“顽固派”，

也有改革意识较强的村民。 他们前往贵

州、成都、潼南等地区，看到农业产业发

展的现状后，村民们达成了共识。

不到

3

个月， 青龙村所有耕地都进

入宜机化改造范围。 刚开始，上级部门

不敢相信， 有关部门实地调研后发现，

青龙村真的超额完成了任务，全村

2000

多亩土地统一整治、规模种植。

整治后， 青龙村的土地栽上了果

树，逐步实现机械化、智慧化生产。

2019

年年底，青龙村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注册成立，黄志任理事长，村民们拿

到了股权证。

2021

年年初，合作社实现

纯收益

187

万元，首次分红。 兑现了给

村民的承诺，黄志心中也更有底气。

青龙村基础设施也在提档升级，村

民的生活迈向现代化。 灰顶白墙的“小

别墅”排列有序，街道整洁干净，村口就

是公交站，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增强了

村民的归属感。 农民与集体的关系更加

紧密，农民也自发爱护村庄环境。 在旅

游旺季，村民提醒到访的游客不要乱扔

垃圾，主动维护青龙村环境。

产业发展过程中，黄志带出了一支

年轻的队伍。 目前，青龙村村两委成员

有

10

人年龄在

28

岁到

42

岁之间。 柑

橘种植服务队共

30

人， 全部由年轻人

构成。

这些

80

后、

90

后“新农人”，主要负

责监测果树生长、制定培育计划。 青龙

村的柑橘产业依托丘陵山地无人果园

管理平台及其配套体系，通过地下埋设

的传感器， 持续监控果树的生长状态，

实时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评估果树生

长效果，反馈到手机、电脑等终端。

青龙村今年还启动了电商团队建

设，包括返乡青年和被青龙村产业发展

吸引来的外村年轻人。 黄志还计划成立

电商孵化基地，培养更多电商主播。

黄志也在和村庄共同成长， 先后获

“重庆市乡村振兴贡献奖先进个人”“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渝北区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重庆青年

五四奖章”等荣誉。

对青龙村的未来发展， 黄志有长远

的打算———集中养老。

前些年村里一位老人瘫痪需要护

理，子女在外工作，村委会虽然尽力提供

帮助，但也无法做到

24

小时陪护。 提起

这件事， 黄志现在还十分难受，“生活上

有其他困难，村委会都可以想办法解决，

但 日 常 护 理 确 实 需 要 亲 人 或 专 业 照

护人员”。

“青龙村这个大家庭就是我这个

小家庭的缩影 。 ”黄志的父亲今年

70

岁 ， 母亲

63

岁 ， 如果不是他回村工

作，老人可能会面临在村中无人照料

的情况 。

青龙村

1200

余名村民中，

60

岁以

上的约有四分之一。 黄志希望通过持续

发展集体经济，提升软件、硬件设施，实

现村民就地养老。目前，青龙村正在规划

建设农村养老中心，推行集中养老模式。

黄志说，农村发展得再好，就业容量

也有限，作为村里老少信得过的干部，能

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在外奋斗的年轻人的

后顾之忧。

（耿学清）

小蜜蜂

酿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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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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