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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进校园  文化润心灵

本报讯 （记者 罗琴）近

日，陇县文化志愿者走进陇

县南道巷中学，开展优秀传

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向该校

80余名学生展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此次活动主题为“绘画

艺术进校园 翰墨飘香润成

长”，来自陇县文化馆与县美

术家协会的 10 名文化志愿

者来到南道巷中学，就笔墨

技法、结构布局、调色用色等

进行讲授辅导，并进行绘画、

书法创作展示（见上图），还
与同学们现场开展交流互

动。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欣

赏了中国书画技艺，领略了

中国书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艺术内涵。八年级学生马玉

涵说：“我要向伯伯叔叔们

学习书法，将来争取参加更

多的书法活动和比赛。”

今年以来，陇县文化馆以

组织开展文化“六进”活动为

契机，持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展览展示、辅导培训、文艺展

演等活动200余场次，其中文

化进校园活动 50余场次，提

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文

化润泽孩子们的心灵。

弘扬周秦文化  展现青年风采

宝文理志愿者服务队获全国奖项

本报讯 （记者 张琼）日

前，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

愿者协会表彰了第十四届中

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组织

和项目。宝鸡文理学院青铜器

博物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志愿者

优秀组织奖，是我省唯一获此

殊荣的高校志愿者组织。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

人奖、组织奖和项目奖是授

予青年志愿服务工作领域的

最高荣誉。宝鸡文理学院青

铜器博物院大学生志愿者服

务队成立于 2002 年，是由热

爱青铜文化的在校大学生

自发成立的志愿服务团队，

目前有志愿者近 300 人。20

多年来，该志愿服务队依托

宝鸡独特的周秦文化，结合

学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专

业特色，坚持以“弘扬历史，

发展旅游，服务地方，锻造素

质”为宗旨，定期开展青铜文

化进校园、优秀传统文化进

社区、博物院志愿讲解服务

等志愿服务活动（见上图）。
宝鸡文理学院青铜器博

物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通

过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宣

传、弘扬了宝鸡优秀文化遗

产，向中小学生和广大市民

群众普及地域文化知识，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曾先

后获得“陕西省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全省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奖”“中华文物

保护传承”志愿服务团队等

荣誉和奖项，展现了我市大

学生志愿者在优秀文化传承

传播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有力

作为。

陈仓区图书馆

为视障患者送去盲文书刊

本报讯 （记者 罗琴）近

日，陈仓区图书馆的志愿者

来到虢镇街道南堡村视障患

者张蕴家里，为其赠送了盲

文刊物。通过志愿服务活动，

让视障患者享受到更好的公

共文化服务。

当天，工作人员带着盲

文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盲

人月刊》等来到张蕴家，将盲

文书籍、杂志送到他手中（见
上图）。张蕴开心地说：“上

次送给我的盲文书刚刚‘读’

完，你们又给我送来了新书，

这服务真是太暖心了。”工作

人员还帮助张蕴打扫了房间

卫生。

为满足视障读者群体的

阅读需求，陈仓区图书馆自

2014 年起开展关爱特殊群

体志愿服务活动。图书馆相

继购置了《读者》《盲文月刊》

《医学荟萃》《文化世界》《小

小说选刊》等盲文书籍期刊，

不定期为区上视障患者赠送

换阅，还将市图书馆赠送的

智能听书机，上门送给需要

的特殊读者。视障读者倪文

栋收到智能听书机和盲文图

书后爱不释手，他说，为表达

谢意，他将妻子代笔写的感

谢信送到了区图书馆。

近段时间，“上夜校”成
为一种热门的文化现象。年
轻人下了班到夜校学习非
遗、美妆、摄影、舞蹈、乐器
等，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提
升了个人素养。笔者以为，这
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学习方
式，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年轻人热衷上夜校，体
现出他们对更为丰富的精神
世界的追求。随着现代生活
水平和年轻人学历水平的普
遍提高，很多年轻人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年轻人希
望有更多陶冶情操、娱乐身
心的文化课程。夜校就像是

“成年人的少年宫”，既承载
了年轻人舒缓压力、丰富生
活的精神需求，也满足了现
代人更新知识、自我完善的
价值追求。结束了一天的紧
张工作，下班之后走进夜校
课堂，一些曾经淡忘的爱好
被重新唤起，过去放弃的兴
趣被再次拾起。“青年夜校”
以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年轻
人在繁忙工作之余有了新去
处。工作之余，几百元就能学
习一门新课程，且不用和学
历、职称等挂钩，完全是兴致
使然，当然会受到追捧，也值
得推广和鼓励。

推广夜校，需要加大对

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
投入力度。从全国各地夜校
热现象中不难看出，被很多
年轻人“争抢”的夜校，原本
是对老年人开放的公共文
化 课 堂。说 直 白 一 点，“ 夜
校”其实是普惠性文化服务
的 范 畴。要 让 夜 校 惠 及 更
多求知青年，一方面要加大
对普惠性文化服务的投入
力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
类型，将更多公共文化资源
带进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
面，在公共文
化 服 务 资 源
不 足 的 情 况
下，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鼓励文化培训机
构来补充。比如可以借鉴外
地经验，免费开放一些公共
场馆，让市场上的专业老师
以“主理人”身份介入其中，
同时由相关部门加强引导、
搭台牵线，用政策、资金吸
引更多优质资源进入包括
夜校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
领域，满足更多青年人想要
在夜校求知的渴望。

学习永无止境，青年人
的求知渴望应该得到更多的
呵护和回应。未来，我们期待
更多城市里的夜校对年轻人
开放，也期待“青年夜校”能
够真正成为年轻人的“心灵
滋养地”。 

陈仓杂谈

让旅拍之美更加长久
罗琴  

你也许去过西安大唐芙
蓉园，可你有没有身着华美
唐装在那里品味独特唐韵？
你也许去过横店，可你有没
有穿上宋代服饰，在“清明上
河图”景区与“苏轼”对诗合
影？现如今，在景区旅游的
标配，一定少不了一身古装
旅拍行头，行走在充满历史
人文气息的景点里，才算是
实现了沉浸式旅游体验。

在长安十二时辰街区
里，随处可见的汉服小姐姐
国风古韵醉游人 ；到甘肃敦
煌沙漠中，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大漠公主”，充满浓浓的
西域风情 ；再到冬日哈尔滨
大街上三步一“公主”、五步
一“女王”，在这里圆了无数
女生的冰雪公主梦……这些
场景都是近年来旅拍带火的

沉浸式旅游体验。对年轻人
来说，单纯到景点打卡，品尝
当地美食已经不新鲜了，而
改变装造后，约好旅行跟拍，
不仅欣赏了景区美景，还配
套收获了美美的氛围感照
片，才是当下更时髦的旅游
玩法。

不得不承认，像西安、洛
阳这样历史厚重的城市也是
与汉服适配度最高的城市，
当国风热潮兴起后，汉服“回
潮”热度更高，同时也给相关
行业带来了新机遇。随着沉
浸式体验的爆火，旅拍为旅
游注入了新鲜元素，尤其是

变装后的旅拍，瞬间穿越更
契合景区文化背景、更彰显
个性特质，也让旅游生活分
享显得更精致。

当然，在旅拍风正火的
当下，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问
题，比如，旅拍行业门槛低、
缺乏监管，不少摄影师工作
经验不足，为了挣钱，加入
旅拍队伍，由于专业匮乏，从
而降低游客的体验感 ；游客
换上古装或是当地民族服
饰，实际是人们对文化的欣
赏，而忽视适配，随意的嫁
接服饰，缺乏正确引导，只
会让旅拍变得无比尴尬 ；最

后，同质化和流于表面的复
制往往会让沉浸式体验大打
折扣。随着消费者心智变化，
游客们对现场沉浸的精度和
深度越来越重视，单纯的同
质化服务，经不起时间的考
验，当人们出现审美疲劳，
对旅拍可能就没那么大兴
趣了。因此，有关部门需要
在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同时，合理规范和管理旅
拍行业，完善准入机制，加
强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文
化素质培训，为游客提供更
好的旅游体验，才能保证旅
拍之美更加长久。

让“夜校”吸引更多年轻人
周淑丽

“这是黄里镇全貌草图，

这是任家湾村草图，这是任家

湾团庄组草图……”听着绘制

者的介绍，笔者看到了图中标

注的村镇街衢、古楼亭台，甚

至感受到黄里古镇曾经的人

声鼎沸和烟火气息。绘制这三

幅草图的是千阳县 71 岁的老

人任新拴。

12 月 4 日上午，任新拴

将自己五易其稿的黄里古镇

全貌草图拿给笔者。“自古以

来，黄里古镇地势平坦、土壤

肥沃、水源充足、林茂粮丰、瓜

果飘香。酝酿手绘这几张地

图，我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

间。图中的果园、果树、城墙、

粮站、兽医站、黄里中学……

让这些留存在无数老黄里人

记忆中的地方重现，目的就是

使更多的人记住黄里这座古

镇的过去，留住那份乡愁记

忆。”任新拴说。

任新拴出生于 1952 年，

是千阳县黄里镇任家湾村团

庄组人，有着 47 年党龄。19

岁从千阳中学毕业后招工到

黄里供销社，先后在供销系

统、乡镇工作，后从千阳县草

碧镇政府退休。1971 年，因

冯家山水库开工修建，黄里

古镇地处水库淹没区，他作

为库区村民亲身经历了移民

搬迁。

据史料记载，黄里镇历史

悠久，古镇建于北宋年间，地

处千阳、陈仓、凤翔三县区交

界处，距县城八九公里。过去，

四邻八乡的士、农、工、商都来

黄里赶集交易，这里一度非常

繁华。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在宝鸡石鼓山出土的先秦石

鼓“汧沔鼓”《汧沔》篇，就写着

黄里一带汧水风物之美、游鱼

之乐和捕鱼之事。秦统一六国

后，汧邑当时未设县，黄里因

黄姓人家居多始名汧县黄里，

当时的黄里已有百户人家。黄

里在上世纪 70 年代，属于千

阳县红峰公社管辖，共有 5个

村，7000 多人。

1970 年，总库容 4.13 亿

立方米的冯家山水库开工修

建。1974 年 3 月 21 日，冯家

山水库下闸蓄水，随着奔涌而

来的千湖水，被称为“京邑所

居、五方辐凑”之一的黄里古

镇慢慢地沉入水底，取而代之

的是碧波荡漾的千湖。同时，

黄里 7000 多名属于淹没区的

村民先后撤离故土，迁往千阳

县张家塬、水沟、沙家坳等地。

非淹没区以南的村民被划分

到当时的红峰公社即现在的

城关镇；以北的村民被划分

到崔家头镇管辖，就是现在冯

家山水库坝面上新落成的黄

里村；而冯家山水库库区枢

纽位置就是当年黄里古镇的

淹没区。如今，黄里遗址已成

为千阳县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昔日繁华的黄里

古镇已彻底消失了，但它悠

久的历史盛名，却永久地铭

记在黄里人的心里。”回忆起

那次移民搬迁，任新拴记忆

犹新。“那情形，那阵势，一

辈子都忘不了！”他说，国家

要建重点水利工程，作为库

区村民为支援国家建设，只

好离开故土移民他乡。他记

得，先一天晚上，大队为村民

放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也就

是 1971 年 7 月 10 日，库区

村民开始搬迁，几十辆架子

车、毛驴、马车、拖拉机浩浩

荡荡进了村，第一批 30 多户

200 多人正式移民搬迁，从

黄里镇任家湾村搬迁到水沟

镇裕华村。任新拴说，当年自

己 19 岁，全家 6 口人背起行

囊，五十里路，从中午一直走

到天黑。随着蓄水位不断上

升，最后的农田被淹没，有的

村民还迁移了好几次。“黄里

人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牺牲

的精神难能可贵。”任新拴感

叹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冯家山

水库的修建开启蝶变新篇，对

于黄里的原来印象，多数人在

脑海中已逐渐淡忘，而任新拴

对故乡的感情却与日俱增。特

别是退休后，他搜集整理黄里

的历史文化、红色故事以及发

展轨迹时，一幕幕往事历历在

目。由此，他便萌发了手绘故

乡地图的想法。于是，在女儿

任晓莉、儿子任晓东以及孙女

任家瑞的鼓励和帮助下，任新

拴开始着手绘制淹没前的黄

里草图。

笔者凑近草图仔细端详，

任老兴致勃勃地指着画中的

地标介绍道：“绿色代表田

地，彩色代表果园，蓝色的横

线代表河流，棕色直线代表公

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

黄里，有山有水有良田、有瓜

有果有菜园，这些都值得我用

画笔记录下来。”任新拴自豪

地说。

一年时间里，任新拴戴

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通过

不断搜寻，并请教县上文史

专家找回记忆。在千湖湿地

工作的女儿任晓莉也找来大

量历史资料供父亲参照。经

过反复核对，他终于将黄里

古镇原来的景象一一勾勒出

来。任新拴绘制的黄里草图，

虽然达不到地图比例的严格

要求，但从中可见黄里古镇

的基本面貌。从图中的标注，

可见任家湾的馒头桃，色泽

鲜艳，大如馒头馍 ；酥梨、秤

锤梨，乳黄光洁；还有古代贡

品桃花米，色泽鲜艳，如盛开

的桃花。图标中还记述了许多

传奇故事，如唐僧西天取经归

来在此晾过经书的晾经石；

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司令在任

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战略

战术的地方。从这些地图中，

似乎穿越到昔日的黄里，大禹

治水曾经在这里挥斧“导千入

渭”，秦皇汉武巡幸雍陇从这

里经过，先贤燕伋赴鲁求学从

这里“三出三进”。

如今，黄里绘就美丽新

画卷。千湖油菜花海绽放在

黄里村前的千湖湖畔，葡萄

采摘园让四方游人体验采摘

乐趣，百亩金丝皇菊示范园

的菊花远销省内外，十分抢

手。黄里古镇已成为旅游小

镇，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农业

观光新的打卡地。“湖光山

色，暗香疏影”，正是一幅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物故事
人七旬老人手绘地图忆乡愁

毛丽娜

任新拴向笔者展示他的手绘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