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农耕焕新彩

走进龙头村的国漆馆， 光滑细腻的漆艺
花瓶、精雕细琢的漆碗、雅致精美的小挂件等
漆类工艺品，分门别类地陈列在展示柜里，无
声地向往来观众诉说着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
故事。

作为一种天然涂料，生漆具有无污染、耐
强酸、防腐蚀等特点，早在公元七千多年前，
我国就有使用天然生漆的历史。 秦巴山区生
态良好、 自然资源丰富， 境内生长着大量漆
树，在工业化产品未曾普及的时代，专门从事
漆类产品加工制作的漆匠既是当时的热门职
业，也是备受群众尊敬的手艺人。 龙头村村民
袁辉志就是其中一位，靠着加工销售生漆，他
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 也将女儿袁端姣培养
成才。 从西安交通大学硕士毕业后，原本在西
安有了一份稳定工作的袁端姣偶然间得知了
髹漆工艺的久远历史。 经过进一步了解，她发
现从小在父亲那里司空见惯的传统生漆虽然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但这
种慢工出细活的天然环保涂料正受到化学漆
的巨大冲击，这门手艺也面临失传的风险，经
过反复思考后，她决定回到龙头村，接过父亲
的衣钵， 通过创新发展， 将生漆产业做大做
强。

回到村里后， 袁端姣便开始马不停蹄地
钻研起有关生漆的一切， 面对周边人不解的
叹息，她总是笑着说：“父亲靠着生产漆器、卖
漆供养我长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漆树哺
育了我，我有责任和义务反哺乡土，发展好生
漆产业，传承弘扬好我们的漆文化。 ”

万事开头难，在整个龙头村，传统漆匠受
制于手艺的局限性， 生产加工的漆器艺术性
不高、鉴赏性不强，很难在市场上打开销路，
加上生漆收集不易，“百里千刀一斤漆” 就是
生漆收集的真实写照。 为了攻克产量上的短
板，她一方面向专家学者请教技术问题，一方
面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大范围
栽种漆树，既为群众增收提供新路子，也为非
遗技艺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原材料支撑。 在她
持续不断培育优质漆树的坚持下， 生漆产量
短缺的问题得到了缓解， 她又邀请专家到村
指导， 陆续开展了多场生漆采割技能培训和
制作技艺提升活动，促进漆农以技增产增收。

如今， 潜心研究数年漆艺的袁端姣已熟
练掌握变涂、描金、起纹、堆漆等多种髹漆技
法，同时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创新，用现代理念
改变传统漆器的生产、销售模式，针对客户多
样化、 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持续改良生产工
艺、丰富产品类型、走品牌化经营路子，制作
出一大批样式新颖、风格独特的漆器作品，远
销海内外。

来此观光旅行的游客， 经常会到袁端姣
所创立的国漆馆走走看看， 了解髹漆这门古
老的工艺和“守艺人”的传承与创新。 偶有年
轻人兴致勃勃地想要学习髹漆的手艺， 袁端
姣总会不遗余力地推广宣传漆器艺术的魅
力。 在她看来，随着近几年国潮兴起，大众对
生漆的兴趣也在不断提高， 而这项古老的非
遗技艺， 也必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传承
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龙来到你家门前呦，保佑你风调雨顺事
事顺喽……”每逢二月二，该村 9 组村民张振
明就会站在游龙队伍前，为村民送上祝福。 今
年 71 岁的他，在舞龙队中担任“恭贺”角色已
有 30 余年，带领游龙队伍走街串巷，挨家挨
户唱贺词、送祝福是他每年的任务，常常游龙
未过半，喉咙就快哑了。 “传统农耕文化必须
传承下去， 我要通过唱贺词把祝福送到每个
乡亲的家里去！ ”张振明坚定地说。

领略非遗魅力，探寻农耕文明。 龙头村深
入挖掘农耕文化内涵，广泛开展“二月二龙抬
头节祭祀大典”等活动，叫响“体验农耕文化，
唤醒乡愁记忆”文化品牌。 充分发挥乡村手艺
人、非遗传承人、种养殖能手的作用，让这些
“土专家”和“田秀才”大放异彩。 加强农民职
业教育、技术培训，就地培养一大批爱农业、
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 在挖掘现有
乡土人才的同时，搭平台、育人才、兴产业，吸
引着更多人愿意来、留得下、干得好、能出彩。
该村翻新修复秦楚农耕博物馆， 开发水上乐
园、 帐篷营地、 开心菜园等特色旅游体验项
目，同步挖掘秦楚农耕、古法酿酒、制茶品茶
等传统文化， 下大力气唤醒龙头村沉睡的乡
村魅力。 提升 10 个农家乐和 5 家特色民宿，
10 家旅游商品门店，组建旅游服务协会，结合
旅游体验项目形成产业联盟， 统一标准规范
运营，建立利益共享联享机制，进一步提升旅
游接待服务水平。

临近村中心的小甑酒坊， 一股浓郁的酒
香飘出。 这碗正宗的粮食酒，在平利县小有名
气。 刘中清的父亲刘德祥是村里酿酒的好把
式，靠着祖传酿造小甑酒的手艺，赢得亲戚朋
友甚至外乡人高高竖起的大拇指。2009 年，在
上海漂泊了 3 年的刘中清回乡， 从父亲手中
接过酿酒“接力棒”，还专门拜师学厨艺，开起
了农家乐，日子越过越得劲。 “现在的日子要
比以前更踏实。脚下沾有泥，心里才有底。 ”刘
中清说道。 对美味的热衷，源自人的本能。 好
菜好饭，是一方好水土的给养，是对勤劳之道
的馈赠。 走进龙头， 美食不仅满足味蕾和肠
胃，更是深入地走心，唤醒田园牧歌和乡愁记
忆，抵达和融入自然之道的本真。

正所谓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
必有起源。 在着眼于产业发展的征程中，龙头
村始终将农耕文化的根脉渗入产业布局的肌
理当中，不断充实乡村文化的内核，让农耕文
明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精神纽带和乡情眷
恋。

清茶廉风沁心脾

“茗茶传雅韵，四方聚知音。 ”龙头村民居
错落、风光宜人，千里秀色中，茶叶是当之无
愧的主角，全村 3000 余口人，茶叶面积达到
2000 亩以上，几乎户户都有茶、人人都饮茶，
茶文化的传承与龙头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 漫步于村组小道，空气中丝丝缕缕的茶香

总在鼻尖萦绕。 每有客人上门落座，热情好客
的村民未及言语， 一杯香茗就早早递到了来
者的手上。 而随着龙头村旅游业的兴盛，每当
举办大型活动时， 就有茶艺师在满目青翠的
茶园中， 将艺术美感和传统礼仪融入茶艺表
演中， 进一步宣传推广龙头的茶文化。 可以
说， 与茶有关的一切都在乡村的广袤田园间
铺展， 茶文化的生动注脚彰显在茶产业延链
补链的方方面面。

“一杯清茶问今古，两袖清风为苍生。 ”茶
廉文化是新时代茶文化理论和思想的新发
展、新拓展，以茶为“媒”打造廉洁文化，在润
物无声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扎实推进清
廉建设。 去年 10 月份，龙头村通过招商引资，
将原本缺乏经营主体的 10 亩茶园流转给三
合村村民刘星，用于建设开发茶园迷宫。 经过
前期的精心策划筹备，今年 4 月份，茶园迷宫
初具雏形。 走进其间，高达两米的老茶树之间
被开拓出错综复杂的道路， 沿路可见悬挂二
十四节气的指示牌，当玩家走错路时，道路尽
头便可看到诸葛亮以俭养德、我以不贪为宝、
杨震拒金、陶母退鱼等“廉洁小故事”。 负责人
刘星介绍：“廉洁小故事的创意是从茶园迷宫
建设之初就设定好的， 每个错误路段都有一
个廉洁故事的路牌， 既增加茶园迷宫的趣味
性、文化性，也给玩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连日
来， 不少闻听此讯的游客纷纷带着孩子前来
体验， 家住平利县城的孙女士告诉记者：“早
就听说龙头村开发了一个茶园迷宫， 周末就
带着孩子来玩一下，感觉很有创意、也比较有
趣，既能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也欣赏了美丽
的田园风光，还学到了知识，寓教于乐，非常
不错。 ”

廉以增劲，廉助业成。 该村在廉风的劲拂
下，党群齐心强堡垒，围绕组织体系、班子队
伍 、党员管理 、组织生活 、工作运行 、基础保
障、活动阵地等，建强“示范标杆”，打造“红色
引擎”。 以“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
民 、中心户长联系居民 ”为纽带 ，通过 “划网
格、组队伍、提风气、建机制”为抓手，将党员
干部、人大代表、热心居民等有效嵌入其中，
把基层有组织能力的人有效组织起来， 推动
了“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上办”，改造提升便民
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办事，加快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步伐。

家风涵养新民风

乡村要振兴，文明需先行，好的家风更是
滋养和谐家庭、文明社会的内在“润滑剂”。 在
龙头村，萧氏家风馆是当地不可忽视的存在，
该馆是由平利县龙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
胜能所建，总占地面积为 150㎡，设置有萧氏
家训、萧氏起源、萧氏历代典范、先进典型、萧
氏宗勉条规等重要内容，通过图文并茂、书法
艺术、多媒体等多形式，展现出了浓厚的传统
家风文化。

在当地村民看来， 萧氏优良的家风家训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民风朝着向好向
善的方向转变，起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作用。 萧氏后人、龙头村支部书记肖业双说：
“村里邻舍有个啥矛盾，一般都会请萧氏德高
望重的前辈来调停，哪家后辈犯点小错，也会
及时请出家风家训， 从思想上及时把不好的
苗头扭转过来，避免后生走歪路。 ”在良好家
风的引导下，萧氏族人英才辈出，肖业双也牢
记祖训和父辈叮嘱 ，“济物利人 ， 交财尚义
……” 他不仅积极投身龙头村发展建设的最
前沿，还争做产业“领头雁”，投资数百万元在
龙头村建设水上乐园， 填补了平利县缺乏水
上游乐项目的空白，既延长了旅游链条，也为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增收， 避免了剩余劳动力闲散所产生的
社会矛盾。

在以点带面的示范下， 龙头村涌现出一
大批道德模范及好婆婆、好媳妇，仅 2022 年，
全村就有 15 位村民荣获好媳妇、好婆婆的表
彰。 而这样的定期评选活动，近些年每年都会
举办，通过表彰先进、宣传典型，群众间已形
成了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掀起了一场场弘
扬文明家风、凝聚社会正能量的热潮。

龙头村配套完善村级文化活动室、 文化
广场、农家书屋、广播室，在村口、景观节点和
公交站牌等醒目位置绘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国梦、公民道德等为主题的文化墙和
公益广告，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
挥村规民约和积分超市作用， 常态化开展志
愿服务，让新风蔚然、正气充盈，不断提升村
民的道德素养和文明程度。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勤
劳质朴的龙头村民， 始终对干净整洁的人居
环境有着天然的情愫、 如一的坚守和热切的
期盼。 在新风的润泽和带动下，“美颜模式”整
洁宜居在龙头村成了生活常态和自觉追求，
努力从“一处净”到“全域净”，从“一时净”到
“常态净”，从“皮毛净”到“彻底净”。 该村扎实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统筹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和垃圾污水治理，“内外兼修”地打造美
丽宜居乡村。 通过群众院落会、村民小组会、
网格员微信群等多种渠道， 发动群众积极主
动开展大扫除，自家门前“扫干净，摆整齐”，
在村庄面上清洁的基础上，向屋内庭院、村庄
周边拓展，突出清理死角盲区、背街小巷、犄
角旮旯，达到创造美好环境全民参与、全民共
享的效果。 改造提升省道公路沿线和六组老
乡政府、二组两个老院子，修缮旅游环线景点
基础设施，修剪补齐村内绿化树木，秀美底色
更加浓稠。 “巍巍群山轻云浮，潺潺碧水入怀
流。 ”雅致的徽派民居，净洁的人居环境，温婉
的田园牧歌和着强劲的时代脉动， 龙头的文
明之风早已由 “精致盆景” 延展为 “遍地风
景”，并浸润成整村百姓的全民风尚和最美乡
村的靓丽光彩。

时代需要航标、社会需要榜样。 美丽乡村
迎来蝶变的当下， 龙头村提升的不只是 “颜
值”，还有因好家风、好民风、好村风不断充实
的内在，一股股和谐发展、富裕文明的时代新
风吹过茶香弥漫的“龙头”，为当地经济社会
振翅翱翔注入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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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村庄宜居宜业、文化活
动丰富多彩、 非遗技艺赓续传
承、良好家训成风化人……展开
平利县城关镇龙头村的振兴蓝
图，文化铸魂的鲜明印记随处可
见。 从指示牌上的名言警句，到
茶园迷宫里的廉洁故事；从国漆
馆里的非遗创新，到家风馆里的
宗族垂训，无一不彰显着龙头村
涵养乡村“精气神”的有力举措，
让美丽龙头“强筋壮骨”，谱写出
文化振兴的新篇章。

今年以来，城关镇抢抓平利
县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
契机， 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村，作为该镇的“当家门面 ”，龙
头村当仁不让承担起示范引领
的重任，从多个方面由内而外进
行改造提升。 文化振兴作为夯基
固本的重要一项 ， 是增强乡村
“软实力”的核心之一。 为此，龙
头村将文化阵地建设、文明乡风
培育、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推进新
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抓手，不断
充实乡村内涵，让文化为“龙头”
振兴添彩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