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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广场看特色 （上）

如今，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入，宝鸡

乡村文化广场越来越多。乡村文化广场在满足人

们休闲娱乐的基本功能之外，还承担着宣传、教

育、引导的角色。我市部分乡村文化广场颇有特

色，或结合村庄文化，或宣扬历史名人，或弘扬村

规民约，使乡村文化广场不仅成为当地人的休闲

健身之地，也成为宣传优秀地方文化、培育引导

好村风的文化佳地。

豆腐文化长廊、豆腐工坊、豆腐

鼻祖塑像……走进凤县黄牛铺镇东

河桥村豆腐文化广场（见上图），可以

感受到颇具特色的村庄饮食文化，当

地人称其为“豆腐广场”。为何东河桥

村文化广场要聚焦豆腐主题？东河

桥村党支部书记齐金水说：“这与村

里的地理位置、饮食文化和乡村旅游

分不开。”

东河桥村是沿212省道翻越秦

岭后的第一个村子。齐金水当了20

多年村干部，他回忆大约在2012年，

在县上和镇上的规划支持下，东河桥

村打造了岭南豆腐宴。村民们用自种

的大豆和嘉陵江源头的活水制作出

原生态豆腐美食，尤其是村里独创的

太极豆腐、女娲豆腐、野菜豆腐等菜

品，十分美味。为展现村庄特色饮食

文化，2016年东河桥村“豆腐广场”

建成启用。豆腐广场占地约6亩，紧

扣“豆腐文化”主题。广场内塑有刘安

塑像，相传淮南王刘安是我国豆腐的

创始人，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写道：“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

刘安。”塑像前有一个制作豆腐的石

磨，便于游人体验。在豆腐文化长廊，

可以读到“旋转磨上流琼液，煮月铛

中滚雪花”等豆腐内容的诗词。

除过豆腐文化，东河桥村也是冬

季赏雪景、玩滑冰的好地方，于是村

上将豆腐文化和冰雪游结合起来。齐

金水说：“去年下雪时，许多游客坐着

‘小慢车’来到村里看雪景。两个月内，

平均每天游人有六千人左右，周末最

多时一天游客有上万人。游人在岭

南公园赏雪，到迎宾湖滑完冰后，会

到豆腐广场转一转，然后品尝豆腐美

食。游人通过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

台发布了许多雪景和豆腐宴视频，让

东河桥村成为周边近郊游、乡村游的

网红村庄，同时也带动了村民增收。”

目前，东河桥村有16家农户经

营农家乐，制作豆腐宴。小雪节气已

过，近日，农家乐经营者正在准备制

作豆腐宴的食材，为即将到来的赏雪

季乡村游做准备。

“这个故事叫《鹿乳奉亲》，讲

春秋时期的郯子，为治疗年迈父

母的眼疾，披上鹿皮钻进鹿群，挤

取鹿乳，奉养双亲，差点被猎人当

作麋鹿射杀。”11 月 23 日，在千

阳县南寨镇朝阳村文化广场（见
右图），朝阳村村委会副主任高海

涛看着一组石雕给村民讲孝文化

故事。

朝阳村文化广场建于2007年，

占地 5000 平方米，集中讲述、宣传

孝文化。笔者看到，广场上的孝文

化石碑通过文字和石雕的巧妙结

合，讲述了与孝文化有关的故事。

往来村民走到这里不自觉地驻足

观看，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尊老敬老

美德。

高海涛说 ：“村里有户王姓

人家，伯父王玉仓腿有残疾，一辈

子未娶妻生子。王玉仓的几个侄

子对他十分孝敬，时常为其买药，

看望老人，直至 2020 年老人去

世，几个侄子合力安葬了老人。在

村里，像这样的事例不少。”在村

风滋养下，朝阳村涌现出许多孝

敬老人的村民，村上每年都会开

展“朝阳村十大孝子”评选活动，

表扬敬老爱老的村民，引导孝敬

老人的村风。近年来，朝阳村获得

“全国敬老模范社区”“全国文明

村镇”等荣誉。

此外，朝阳村还建有一座文化

宫，民间孝老故事被画上文化墙。

笔者走过 40 多米长的文化走廊，

两侧的手绘画作均为敬老孝老主

题。文化墙上每幅画长 2.5 米，高

1.2 米。文化宫内还建有一处孝文

化展览馆，馆内悬挂着朱子家训、

孝文化书画作品、孝道文化简介

等。高海涛告诉笔者，村里修建孝

文化广场，就是要教育引导群众敬

贤人、知感恩，营造温馨、和谐、感

恩的村风民风。

凤翔区大塬村 ：

进学园讲默斋先生故事
毛丽娜

初冬时节，笔者走进凤翔区田

家庄镇大塬村，柏油路面宽阔平

坦、农家小院布局有致，尤其是占

地面积 50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进学园”（见上图）分外显眼。广

场上村史馆、默斋祠、进学园、进学

亭、雕像等错落有致，文化气息浓

郁的乡村广场让人不自觉放慢了

脚步。

11 月 23 日，该村党支部书记

冯忠虎向笔者介绍 ：“大塬村是明

代关学大儒张默斋故里，张默斋曾

在此传道授业。2018 年，村上修

建了文化广场‘进学园’，便于村

民了解张默斋的教育事迹，并继承

和弘扬张默斋为学勤而精、持家勤

且俭、与人和而善、为人立德而养

心的家风家训。”据记载，张默斋是

凤翔郑原里（今大塬村）人，24 岁

考中举人，后来辞官兴教，在家乡

传道授业，因他精通儒家五经，被

尊称为“五经先生”，前来求学者众

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默斋

的遗风遗训影响了村风、家风和民

风。如今，村上不少人从事教育工

作，同时也涌现出了“西秦最美家

庭”“五好文明家庭”等。

冯忠虎介绍，近年来，大塬村

挖掘本村文化资源，于四年前建设

完成了文化主题广场“进学园”，默

斋先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村民

和游人知晓。2022 年，大塬村入选

“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村干部张宏钊是张默斋后裔，

他从教育系统退休后积极参与村文

化建设，并编著了《大塬村志》等书。

他说：“每每来到‘进学园’，我都会

被默斋先生教书育人、教化民风的

美德所打动。作为张默斋的后人，我

们更应该勤奋读书、与人为善。”

采访当天，笔者看到几个小

孩正在村文化广场默斋先生的

雕塑前玩耍，模仿默斋先生讲

课。村民张海娃笑着说 ：“你看

娃娃们学得有模有样，将来必是

当老师的料。”

陈仓区北堡村 ：

法治文化广场普及法律
陈思源

11月 22日上午，笔者来到位于

陈仓区虢镇街道北堡村的法治文化

主题广场（见右图）。广场上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随处可见的法律宣传

牌和雕塑等，为这个村文化广场营造

了浓郁的法治文化宣传氛围。

笔者在北堡村法治文化主题广

场，首先看到两座各具特色的雕塑：

一个是法治文化主题广场的方碑，方

碑造型在借鉴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

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展现出中西合璧、学贯东西的气

度；另一个雕塑以翻开的法典为设

计灵感，引用了战国时期法家创始人

之一慎子的名句“官不私亲，法不遗

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等与法律有

关的名言。两座雕塑立于广场正门，

为广场增添了庄严肃穆之感。广场中

还矗立着二十个造型各异的法律宣

传造型，内容涵盖了宪法、民法典、未

成年人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

律知识，着力宣传谨防诈骗、保护妇

女儿童等内容。这些知识贴近群众生

活，内容通俗易懂，让群众在休闲娱

乐中学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

北堡村党总支副书记何金丽介

绍，这个法治文化主题广场是在陈仓

区委政法委的指导和陈仓区司法局

的资金支持下，由北堡村发起修建

的，于今年上半年竣工。广场上的法

律宣传内容经过精心挑选，为村民量

身定制。何金丽说，这是为了贯彻抓

好矛盾调解、综治维稳、网格化管理

三个中心，建立一站式乡村综合服务

平台，着力打造法治乡村的举措。当

天上午，冬日暖阳洒落在广场上，孩

子们在这里嬉戏游玩，村民在雕塑前

驻足细读，了解法律知识。北堡村法

治文化主题广场不仅是村庄一景，更

是村民学习法律知识的一个窗口。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编者按 ：

千阳县朝阳村:

孝文化广场扬敬老风气
毛丽娜

凤县东河桥村 ：

豆腐广场聚焦村庄美食
本报记者 张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