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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二贵摔跤、八大怪、九曲黄河灯……
癸卯年正月十四，承德隆化县章吉营村街头
热闹非凡，2000 多人的村有 600 多人参与了
社火表演，由中国民协、河北省文联主办的

“我们的节日——2023中国·隆化元宵节民俗
展演”在此拉开帷幕。与此同时，在河南鹤壁、
湖北恩施等五地，“我们的节日·元宵节”活动
也相继展开。（综合《河北日报》等媒体报道）

立春时节的中华大地，千家万户红红火
火闹元宵。动人的民间烟火气，映照着民间文
化、乡风民俗在新时代新生活中焕发出新的
光彩。

笔者专程观摩了隆化章吉营村的社火拉
街表演。在队伍里，偶遇一位82岁的王大娘，
她一路追随演出队伍，因为这里有不少老熟
人：“八大怪”里背小虾米灯的，是她邻居家六
岁的娃娃；高跷队里最靓的仔，是她打工回来
的大外孙儿；另一边还有她老闺蜜家两口子
表演的“莲花落”，韵味十足……王大娘一番
花式推介后，问我：“俺家乡的花会社火好不
好看？”我说：“像田野里最美的春花。”这回答
引来她和村民一阵爽朗的笑声。

这场600多人参与的社火表演，最后汇成
了整个村庄的节日狂欢。充满乡土味的浓情，让
我这个外乡人也沉醉于那份甘醇，“直把他乡作
故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王大娘和章吉
营村村民身上，我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
看到了“我家乡风美，笑迎春风来”的怡然自得，
还看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文
化为引领。在中国，乡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农
民美好生活的载体，是万千非遗项目赖以生存
发展的土壤。乡村要振兴，首先要唤醒乡村优
秀传统文化，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其与时俱进，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

由于受到工业化、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乡
村一度出现了空心化现象。但近年来，随着全
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广大农村迸发出生机与活力。现在再到农
村走一走，你会看见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这
里有欢庆的锣鼓、热闹的花会社火；有快乐的
孩子，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还有怀抱乡土情怀
返乡的老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
化凝聚力和认同感，对于乡村振兴来说至关
重要；而留住乡土文化，也就留住了传统文化
的重要基因，留住了抚慰乡愁的精神家园。

保护文化遗产，既要向它的历史深处追
溯，又要激发它走向未来的活力和自觉。丰富
灿烂的中国乡土文化，诞生于广袤田野，世代
传承生生不息。它总与最鲜活的人联系在一
起，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样活态的
流动，才体现着优秀文化所蕴含的创新能力。
但遗憾的是，一度也有许多非遗或乡土文化
与时代脱节了，面临后继无人、传承乏力的困
境。这为我们提出一个新课题：如何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重新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
活的结合点，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

在隆化，笔者惊喜地看到了一些有益的
尝试，让古老乡土文化和乡风习俗，发出与时
代同频共振的脉动。

群众广泛参与，是章吉营村、蓝旗村等地
乡村文化“生态恢复”的基础。以这两村参加
元宵节民俗展演的村民人数为例，分别达到
了 600 人和 800 人。而且从服装道具、化妆造
型到装台排练、演出管理，各个环节都有村民
参与。这无疑能够加深村民对村庄和故乡的
认同感，进而塑造对乡风民俗和乡土文化的
共同记忆。推而广之，又会不断汇聚起人们对
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与热爱。

其次，年轻群体参与度提高，展现出乡村
文化生活令人欣喜的变化趋势。六岁儿童能
舞灯，中小学生有模有样“扭寸跷”，年轻人走
上街头表演炫酷的高跷热舞，他们还在直播
中称其为“最炫中国街舞”，让老民俗走红网
络……年轻群体对古老民间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令他们成为新时代非遗传承
和乡村文化振兴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农民群众永远是乡土文化的创造者、传
承者和受益者，引导和动员农民群众积极投
身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大
家不妨学学承德隆化，他们大力支持和发展
群众性文化活动，让老百姓成为舞台的主角；
他们对乡村文化建设给资金、给条件；他们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设立村级文联，开展基层文艺志愿服务
和培训；他们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视若
珍宝，爱如生命；他们还把非遗项目“活化”与
温泉康养产业结合起来，推进乡村文旅融合
发展……因为这些努力，我们有幸在这个春
天，看到了深藏于燕山古驿道上的灿烂民间
文化，也感受到“古老乡风笑迎新时代春风”
的阵阵暖意。

中华大地上，一个个村庄的文化活了，才
能聚人心、长精神，才能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也才会真正迎来乡村振兴万紫
千红的春天。

一

大沙河，不是一条寻常的河。
大沙河上游吴王口乡，“茨字拾陆号台”“茨

字拾柒号台”两座敌楼，属明万历年间修筑的内
长城，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如今烽烟远去，敌楼
雄风犹在，静默的青砖、条石，神秘的瞭望孔、射
击孔，沧桑的券洞、回廊，靠近触摸，便仿佛有将
士浴血护国的英勇故事流出，令人血脉偾张，豪
情鼓荡。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一腔剑胆雄
心的豪气，在位于晋冀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的阜平，更是得到了赓续传承与弘扬光大——
革命火种在这里播撒点燃，而后星火燎原。

1925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年，阜平
即建立了党组织。出生于阜平县城南街的赵云
霄，从赵家胡同走出来，眼望着大沙河的青波，
倾听着大沙河的水声。她受共产党员、表兄王斐
然革命思想的影响，十九岁便如愿以偿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成为河北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之一。

之后，苏联留学，湖南革命，被捕入狱，狱中
诞女，写下遗书，走上刑场……远在阜平的父母
亲人，再未等到那个如河水般灵秀倔强的赵云
霄，可她与丈夫陈觉“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
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慷慨赴死的
英雄事迹，在阜平大地传颂了近百年。今天在大
沙河公园北岸小广场，一尊由著名雕塑设计师
设计的赵云霄雕像即将完成，不久，这里将被命
名为“云霄公园”，让烈士的英名和事迹永远在
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流传下去。

1931 年 7 月 18 日，成立于山西省盂县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军长赫光、政委
谷雄一的率领下，抵达阜平。红军在阜平县城张
贴布告，设坛讲演，放粮济贫，于 26 日成立“中
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北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与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

不过，这场在敌人心脏华北腹地掀起的轰
轰烈烈的红色风暴，却招来了国民党军的残酷
迫害。1931 年 8 月 11 日，大沙河畔的法华村古
槐树下，赫光惨遭敌人杀害，年仅二十九岁。河
水呜咽奔涌，英雄精神长存。为纪念赫光军长，
阜平烈士陵园竖起了“赫光烈士纪念碑”，法华
村跨河大桥也被命名为“赫光桥”。2022 年，在
当年“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旧址上，一座名
为“红园”的街心公园修建起来，用以铭记并彰
显那抹光辉闪耀的“阜平红”。

1937年11月，聂荣臻司令员率部从五台山
来到阜平，以此为中心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个月后，一份宣传抗日、鼓舞军民的报纸《抗
敌报》，在阜平县城大沙河以北文娴街一处狭仄
的小院内诞生。《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
报》，邓拓任报社主任。《晋察冀日报》坚持游击
办报，创造了“一手握笔，一手拿枪”“八匹骡子
办报”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翻阅一张张泛黄却又厚重的《晋察冀日
报》，我不止一次读到了大沙河的故事：1941
年6月29日的《沙河滩上一片青》中，抗日军民
在沙河沿岸修滩耕种，“和前年大水灾所给予
他们的一切苦难斗争着”；1942 年 3 月 20 日的

《大沙河畔的欢送会》中，“新兵的母亲妻子，
纷纷提着红枣鞋子来欢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希
望他们赶走鬼子再回家”；1943 年 5 月 25 日的

《沙河两岸草木皆“雷” 敌扰阜平时百余被
炸》中，“日寇在我军民严重打击下，已饱尝地
雷的滋味”……

当年，南街唐、宋、明三棵古槐下，曾留下少
年徐向前在杂货店边当学徒边读书的身影，和
八路军战士用槐花染军装的场景；大沙河支流
鹞子河畔的史家寨窑洞群，曾是晋察冀边区政
府所在地；王林口段沿岸的南峪村里，印制出新
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五丈湾村走出了晋察冀边
区“爆炸英雄”李勇；大沙河畔集结起英勇无畏
的抗日“阜平营”……这一切，让大沙河不再是
一条平常的河流，历史赋予它的红色基因，让它
在所有阜平人心中，汇成了一条革命之河、英雄
之河！

二

历经沧海桑田，大沙河奔涌至新时代。
它又汇入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洪
流，见证阜平儿女激情奔赴脱贫攻坚、全面
小康、共同富裕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波澜
壮阔。

难以忘记，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
近平总书记驱车300多公里，来到阜平县考
察扶贫开发工作，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
坚的动员令。自此，新时代脱贫攻坚在冬日
的阜平拉开大幕，在中华大地上史诗般展
开。自那之后，十年多不懈奋斗，大沙河沿
岸日新月异的发展，正是阜平山乡巨变的
缩影。

过去的阜平主城区占据大沙河北岸，依
山而建，傍水而兴，可空间狭小，发展受限，
不得不向南拓展。近年来，拆迁旧村，整治河
滩，兴建小区，筑路架桥，打造公园，先前杂
乱无序的大沙河南岸，“画”出楼宇鳞次栉
比、道路四通八达、环境优美怡人的美好图
景。一座雄伟现代的阜盛大桥，跨越大沙河，
贯通北南。阜平县城呈现出主城区、南城区
相得益彰、浑然一体的全新形象，在太行腹
地完成华美蝶变。

阜平要培植产业、发展经济，需要摆脱
老城区制约，将目光投向新区：在距县城东
三公里处东西二庄的滩地和缓坡，连带沙河
南岸的高阜口村，谋划建设一个高端、现代、
产城融合的经济开发区。

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创造过“东西庄大
捷”的东西二庄村民，以及开展过军民联合
修滩造地的高阜口村民，向来有着知义明
理、甘于奉献的品性，党员带头、村民跟上，
纷纷响应政策，签协议、拆老屋，离开祖祖辈
辈生活的故园，共同建设幸福美好的明天。
占地20余平方公里的现代化阜平经济开发
区，在大沙河王林口段北部和西南部横空出
世，羽翼初展。

“九通一平”的千亩熟地、35 万平方米
的标准化厂房虚位以待，学校、医院等设施
高标配备，陆续有光伏新能源装备制造、农
产品加工、装配式建筑、手工业等领域的企
业入驻开发区；特别是高阜口食品加工园
区，先后培育出国煦大央厨预制菜、醇油坊、
大正食品等明星企业，迸发出勃勃生机，展
现出光明前景。

开发区内，距旧村址不远，新建了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阜东新区。安居、美居、
乐居、怡居四个“家园”，共吸纳阜平10个乡
镇、50多个行政村、260多个自然村近14000
人搬迁入住，且搬迁居民大都在新区附近的
物业公司、手工业车间、硒鸽健康产业园、服
务外包基地、电商直播间，找到了就业岗位，
挣上了工资。曾经久居偏远深山落后地区的
贫困群众，过上了舒适便捷、幸福小康的新
生活，谁不喜上眉梢！

以“发展职教，志在富民”为宗旨的阜
平职教学校，从位于深山沟的原前进机械
厂旧址，迁进了位于开发区内颇具“学院

风”的新址，办学条件更优质，
专业设置更优化，生源

覆盖“燕山—太行山
片区”，不仅为开

发区发展提供
了人才智力支
持，更成为有
志青年学技
创 业 、梦 想
起飞的理想
之地。

漫 步 在
阜 平 经 济 开

发 区 ，总 有 种
恍如隔世之感，

如 此 现 代 化 的 新

区，来得太快、太不真实——正如许多外出
工作生活的阜平人所言，“再回家乡，我都找
不到路，不敢认了。”

这一切，正是只争朝夕、攻坚克难的“阜
平速度”带来的发展变化。随着保（定）阜、西

（柏坡）阜两条高速公路高架桥建设完成，阜
平的交通畅达东西南北；更有雄（安）忻（州）
高铁阜平段在沙河以南开建，引领阜平步入

“高铁时代”……这一切，让奔流不息的大沙
河，流淌出时代节拍，在所有阜平人心中，汇
成了一条活力之河、希望之河！

三

大沙河，是绿色洁净的美丽家园。
阜平人有植树造林的好传统，为后世子

孙留下了连绵不绝的满眼青绿，也涵养了大
沙河河水的丰沛清澈、鱼虾欢跳。然而，一度
曾有人为追求经济利益，在河上游毁林开
矿。他们短期发了财，却破坏了山体林木，污
染了大沙河水质，赶走了鱼虾禽鸟。还有人
在河滩地上做起了煤场生意，污染空气、河
水与土地，或者挖沙运石，甚至开掘河道中
漂亮的雪浪石牟取暴利……

祖先留下的这片绿水青山，岂容破坏。
阜平县狠下决心，关停矿山，取缔煤场，打击
盗采，恢复植被。十几年下来，山更绿了，水
更清了，小动物们又陆续回来了，沙河流域
生机盎然。

还记得 2006 年的夏天，大沙河源头山
西省繁峙县域内，一辆装有 60 吨煤焦油的
货车遭遇车祸，造成煤焦油泄漏至大沙河，
并顺流而下进入阜平境内，对大沙河乃至京
津备用水源地王快水库的水质安全造成威
胁。阜平全体干部、沿河居民，紧急动员，科
学应对，众志成城，合力截污，历时近八天，
取得了抗污抢险的全面胜利，确保了沙河水
质全线达标。

还记得 2016 年的雨季，阜平遭遇 1963
年以来最强降雨，大沙河自西向东洪水暴
涨，对下游沿岸特别是县城居民、农田、大
棚、桥梁形成安全隐患。沿线干部群众团
结一心，奋力抗洪，直至最大洪峰顺利经
过县城……

大沙河经历的这些阵痛与险情，我曾参
与处置并见证。这让我更加懂得了守得大沙
河一脉清流，方能保阜平永久安宁，也懂得
了阜平人民为何对大沙河这条母亲河，如此
珍视与热爱。

去年，我在阜平南城区定居下来，每天
上下班都要跨过大沙河。清晨或傍晚，还要
沿河来上一圈儿健步走，毫不夸张地说，我
的生活已离不开大沙河了。

秀丽妩媚的大沙河公园，花木繁多，建
设精巧：塑胶、石板、木质步道，洁净舒爽；两
道橡胶坝，蓄起宽阔水面。春来，花红柳绿，
姹紫嫣红；夏日，树林阴翳，河水欢腾；秋天，
层林尽染，芦花飘荡；冬季，水落石出，疏朗
肃寂。四季皆有景，处处如画卷。常在岸边，
欣赏这如梦家园：看旭日东升、晚霞绚烂；看
月色如水、星空璀璨；看高天流云、雾气蒸
腾；看细雨霏霏、白雪皑皑。有时，白鹭、野
鸭、鸳鸯在水中捕食、嬉戏，游弋或低翔；有
时，岸上市民尽情舞蹈唱歌，闲情垂钓……
阜平大沙河，无论是丽日下的市井烟火，还
是夜色里的霓虹闪烁，都溢满了温暖的情
怀，在所有阜平人心中，汇成了一条和美之
河、生命之河！

哦，阜平的母亲河——大沙河，我何其
有幸，能在你的臂弯、在阜平大地上生活。你
的滋养与浇灌，激励我感恩奋斗；你奔流不
息奋勇向前，伴阜平人民一起，描绘出新时
代更加秀美壮丽的画卷。

在祖国的版图上，有多少条

“大沙河”不得而知，蜿蜒于太行山

东麓河北阜平的大沙河，是我故乡

的河，心上的河。

25亿年前新太古代的一场地

质运动——阜平运动，构造出山岳

隆起、大河奔流。巍巍太行山拥着

滚滚大沙河，自西向东由晋入冀，

世代不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西进

五台，一路风尘，他在《徐霞客游

记·游五台山日记》中记述，1633

年他路经阜平，当时的大沙河被唤

作“大溪”，“其势甚壮”。清代康熙、

乾隆皇帝出京谒五台，威严的仪仗

同样要经过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

古御道留下他们休憩的身影，从此

有了“康熙选妃”的传说。

小时候，我去县城赶集，站在

桥上看见大河滔滔，心中便雀跃起

来。向往的街巷熙攘，就在河的那

边。时过境迁，今天的大沙河边有

了旖旎秀丽的沙河公园，每当与它

在静谧如诗的清晨或黄昏相遇，我

就想变作一只鸟，哪怕一只不起眼

的鸽子也好，那样我就可以振翅高

飞，溯流而上或顺流而下，穿越时

空，看大沙河汇集北流河、鹞子河、

板峪河，然后在王快水库荡起碧

波，谱写一曲沙河长歌；我

还可以看大沙河淌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

史烽烟，铺展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的崭新

画卷，继续奏响时

代壮歌。

西阜高速沙河大桥西阜高速沙河大桥。。
李玉亮摄

阜平县城全貌阜平县城全貌。。 马英楠摄马英楠摄

▶▶大沙河公园的白鹭大沙河公园的白鹭。。
白志斌摄白志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