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咚咚咚，咚咚咚……”正值寒
假期间，在宜川县城一栋居民楼里，
不时传来清脆爽朗、节奏明快的鼓

点声，这是强书萱正在向家人表演
宜川胸鼓，欢快活泼、刚劲矫健的表
演引得家人连连拍手叫好。

强书萱今年 8岁，是宜川县城
关小学一名二年级学生，平日里除
了学习之外，她还喜欢画画、书法和
跳舞，但说起她最喜欢的兴趣爱好，
还要数宜川胸鼓。“打胸鼓的时候既
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愉悦身心，每
次打完都觉得很开心，一点都不觉
得累。”强书萱说。

强书萱与宜川胸鼓结缘，源于
一次偶然。“当时孩子正在上幼儿园
大班，一次偶然机会路过县文体活
动中心，看到有一群孩子在学习宜
川胸鼓，她就说自己也要学。”母亲
胡涛涛说，当时书萱只有6岁，一开
始家人并没有当回事，想着孩子只
是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几天。但为
了尊重孩子的意愿，家人还是给她
报了名，并购买了练习宜川胸鼓用
的器材。

每逢周末，强书萱都会在家人
的陪伴下，来到宜川县文体活动中
心免费学习宜川胸鼓。身体运转要
有能劲儿，扬鞭摆头要有巧劲儿，翻
腕击鼓要有脆劲儿……在这里，宜
川县文化馆组织的宜川胸鼓培训班
每周末会准时举行，近年来更是培
养了一大批热爱宜川胸鼓的青少
年，也让这项流传于黄河岸边的国

家级非遗项目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
发展。

陕北多鼓舞，作为其中之一的
宜川胸鼓，以其刚劲矫健、潇洒爽
朗、节奏明快、清脆奔放的风格独树
一帜，具有很高的审美艺术价值。
1996年，宜川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
为“胸鼓艺术之乡”，2007年宜川胸
鼓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2008年 6月被国务院授
予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

“双手击鼓稳准狠，颤步摆头眼
传神。”宜川胸鼓表演具有清脆爽
朗、明快潇洒、气氛热烈等特点，鼓
点节奏清脆明快，变化多端，极为丰
富，激烈的鼓声像滔滔黄河激浪，清
脆悦耳又窃窃私语，展现出宜川劳
动人民开朗的性格和朴实忠厚的艺
术感情。

“一开始我们担心影响学业，后
来发现其实是大人多想了。孩子通过
练习胸鼓，不仅变得更加活泼开朗，学
习更加主动，身体素质等各方面综合
素养都有所提升。”强书萱的努力与坚
持，也深深感染着她的家人。

“打胸鼓需要持续的体力输出，
有时候看到孩子打完后满头大汗，
作为母亲也很心疼。但是看到孩子
表演时开心的笑容，又觉得一切都
是值得的。”在陪伴孩子练习的过程

中，胡涛涛也通过翻看书籍、查阅资
料等方式，对宜川胸鼓有了更加全
面、深刻的认识。“宜川胸鼓是宜川县
目前唯一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只要孩子坚持，我们就
会无条件支持，让传统非遗能够一代
代传承发展下去。”胡涛涛说。

在宜川当地，每每逢年过节，头扎
英雄巾、胸打英雄结、身背英雄花、腰
系彩色绸的宜川胸鼓表演者走上街
头，成为当地传统年俗文化中一道靓
丽的风景。表演时，只见男女鼓手左
手握硬木槌，右手持牛皮鞭，打起鼓
来鼓点花而不乱，节奏对比强烈，鼓
点清脆有力，舞姿优美精湛，整个表
演气势磅礴、绚丽多彩、雅俗共赏，具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

这是宜川胸鼓独有的艺术风采，
也是这门古老艺术吸引众多像强书
萱一样的青少年踊跃练习传承的魅
力所在。“现在，宜川胸鼓不仅仅是我
的兴趣爱好，也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
乐趣。我会在学习之余继续坚持练
习，努力让自己站上更广阔的舞台，
将我们宜川胸鼓的风采展现给更多
人。”强书萱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是“根和
魂”，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

陕北黄土高原，不仅孕
育了勤劳勇敢的陕北人民，
孕育了革命圣地延安，还孕
育了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
民间文化艺术。在这片土地
上，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口授
心传，传承着腰鼓、剪纸、蹩
鼓、面花、胸鼓等璀璨绚烂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即日起，本报推出《我是延
安娃》栏目，用少年儿童的
故事讲述民族的、时代的非
遗传承故事。

开栏语

强书萱：打起胸鼓欢乐多
记者 孙文珍 贺秋平 李勇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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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迎宾礼

锦绣中国年锦绣中国年

玉兔回宫辞旧岁，金龙报喜送
吉祥。正月里，延安庆新年活动精
彩纷呈——热闹的花灯，欢乐的篝
火晚会，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还有
陕北老传统沿门子秧歌给大家拜
年，形式多样的活动让这个新春年
味儿满满。

流光溢彩迎新春

在圣地河谷·金延安，绚丽多彩
的花灯，韵味十足的灯笼长廊，古街
随处可见的春节元素……一盏盏精
美的彩灯流光溢彩，分外美丽。

“很漂亮，很震撼。带着孩子一
起来感受过年的氛围，同时也希望
外地来延的游客能来这里看灯展，
看我们延安如今的巨大的变化。”市
民张红霞说。

除了样式繁多的花灯，还有转
九曲、篝火晚会等一系列夜游活动，
让大家感受热闹欢乐的节日氛围。

刚转完九曲的市民马彤笑着
说：“非常热闹，非常红火，转九曲的
寓意就是健康平安，在新的一年里，
我祝愿我的家人和朋友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延安了，今
天和家人一起来金延安逛逛，还一
起在篝火晚会上唱歌跳舞很是开
心。”市民张大鹏说。

春节期间，金延安以龙年、陕北
民俗、红色文化为元素，打造东方潮
趣、锦绣年俗、红色金延安、梦回北
宋四大主题，20余项精彩活动，营
造出一场浪漫光影的视觉盛宴。

布堆画里赏新春

文化迎春，艺术为民。在延安市
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80余幅精美的
非遗作品布堆画正在展出，吸引了不
少群众驻足观看。市民窦于就专程
带着女儿来观看，感受非遗之美。

窦于说：“你看这是一幅什么画
呢？妈妈给你讲一下，这和平常的
画不一样，它是农民伯伯用彩色的
布拼接成的一幅画，它叫布堆画。”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不仅好看，还特
别美，妈妈我也想学。”小学生刘芷
绮一边听着妈妈的讲解一边说道。

窦于表示，很开心能在过年期
间带着孩子来到文化艺术中心看布
堆画，一方面让孩子接触了非物质

文化作品，另一方面也过了一个多
元化的新年。

本次展览以“新生活·新风尚·
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为主
题，主要展示陕北民间优秀美术作
品布堆画和刺绣，线上线下同时展
出，共有作品127幅，分欢庆、祥瑞、
锦绣、景和四个篇章，通过不同主题
展示陕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扭起秧歌贺新春

同样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民俗魅
力的还有陕北老传统“沿门子”。“沿
门子”是在春节期间，村里组织秧歌
队，挨门逐户拜年，寓意送福送红
火，是陕北年俗中独特的风情。这
两天，在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村，
秧歌正扭得欢快。

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村村民
封树香笑着说：“在过去的陕北，人
们认为正月里秧歌队入院入户敲敲
打打、唱唱跳跳，就可以消灾免难、
四季平安。所以‘沿门子’秧歌扭到
农户院子里，大家都很高兴，也会给
扭秧歌的队伍送上水果以及谢意。”

扭起秧歌“沿门子”，新春祝福

送到家，热闹红火的新年祝福，也让
这个年味儿更加浓厚，节日更加喜
庆。

甘泉县下寺湾镇闫家沟村秧歌
队队员段玲玲介绍说，她们这一带就
有“沿门子”的习俗，也就是秧歌拜大
年，一是为了活跃节日的气氛，二是
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新的一
年人们幸福安康。而且村民利用农
闲的时间排练一些节目，还丰富了农
村的文化生活。

“延安过大年”这一新春文化品
牌，在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精神文化
需求的同时，更为大家过新年、贺新
春献上了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大
餐。据了解，在今年第 41届“延安过
大年”暨2024年春节文化旅游系列活
动中，有“灯耀延安”“品味延安”“唱
响延安”“悦读延安”“墨润延安”5大
类27项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让大家在
欢乐、喜庆、祥和中，感受到延安深厚
的红色革命文化和陕北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多彩活动庆新春 欢乐喜庆过大年
记者 方大燕 李娜 齐心

本报讯 （记者 姜顺 通讯
员 田伟 孙婷） 2月 10日，黄帝
陵景区人气火爆。当天上午，主
题为“龙鼓贺春、汉服迎宾、彩龙
飞舞”的新年迎宾礼在黄帝陵景
区举行，以新年满格热情迎接远
近游客。

少年儿童手持红色彩带，脸
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从轩辕桥
奔跑至桥南广场，欢快而热烈。
汉服展演人员身着华丽的服装，
姿态优雅、缓步前行，喜迎八方来
客。现场人山人海、鼓声阵阵，掌
声不断。

“没想到春节期间来黄帝陵
旅游的游客这么多，景区把活动
搞得非常丰富，很高兴能在大年
初一来黄帝陵迎春纳福。”来自渭
南的游客强娜说。

据了解，本次迎宾礼是黄帝
陵景区 2024年春节系列主题文
化旅游惠民活动之一，其间还策
划推出了跨年祈福、新年迎宾礼、

“家国情”黄帝陵激情唱、“礼赞盛

世”文艺演出、碑廊文脉诵读会、祭
祖祈福尊享、龙年竞答互动、汉服
体验、少儿开笔礼、最美记忆·网红
打卡、打卡集五福兑门票、“寻觅中
国年·品鉴龙乡味”新年美食节、桥
山古柏意境写生等12项活动，让远
近游客在寻根祭祖的同时，享受到
宾至如归的体验感和浓浓年味。

同时，2月10日至2月17日，黄
帝陵景区实行“网上预约免门票”
活动。按照“限量、预约、错峰、实
名”的要求，每天预约2万人。关注
景区公众号“民族圣地黄帝陵”，回
复文字“门票预约”后点击链接进
入预约界面，2024年 2月 3日零点
开放预约。同时，黄帝陵官方商
城、携程、美团、省文旅惠民平台、
骏图、同程、飞猪等平台均开放预
约通道。黄帝陵保护管理服务中
心也给出温馨提示，由于日前景区
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在
相关平台和网站提前预约，合理安
排时间，错峰出行，携带身份证进
入景区。

“左边高了，向下移……”大
年三十一大早，洛川县黄章便民
服务中心尧头村村民段新民和孩
子一起贴对联，脸上满是喜悦。

“这是我们搬入新房过的第
一个新年，一定要好好布置一
下。”段新民高兴地说，以前走在
村里，到处都是漫天黄土，到了下
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如今可不一
样了，房子铺了地暖，通了天然
气，住上三室两厅的大居室，与城
里没什么区别。

尧头村的老窑洞年久失修，
大部分窑洞破败不堪，而且因整
个村子地势低洼，每到雨涝时便
险情重重。2022年，村子被确定
为洛川县乡村建设示范村，通过
对占地面积广、废旧院落多、土地
使用率低的旧村进行拆除重建。
2022年 6月份，村里的老旧窑洞
开始拆除，10月份集中进行修建。

“经过我们前期调研和走访，

群众大力支持我们村进行新农村
修建。”尧头村党支部书记李刚说，
拆除旧村，统一规划，建成后的新
村共有 8排，每排 6户，共计 48户，
巷道硬化、水电入户、亮化绿化一
步到位，彻底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
件和生产生活环境。

2023年 11月新村建成，21户
村民搬入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我
们对新村建设很满意，不仅改善了
我们的居住环境，也提高了我们的
生活质量。附近村子的人都来参
观，竖起大拇指夸‘好’。”村民邵彩
霞说道。

“我们将始终聚焦惠民利民实
事，把解民忧纾民困放在首要位
置，继续加大对乡村建设示范村后
续扶持力度，帮助搬迁群众解决生
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困难和问
题，真正让搬迁群众搬得进、稳得
住、能致富。”黄章便民服务中心党
委书记刘海菊表示。

寻根祭祖 迎春纳福
黄帝陵景区12项系列主题文化旅游惠民

活动迎八方来客

新年住新房 幸福滋味浓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

2月 12日正月初三，在宝塔山星
火广场（南广场），第 41届“延安过大
年”春节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暨延旅年
货节现场，琳琅满目的年货让人眼花
缭乱、应接不暇，现场年味十足，一派
喜庆热闹、欢乐祥和的热闹景象。

记者 祁小军 摄

年
货
节
里
迎
新
春

● 村民邵彩霞正在贴窗花

本报讯 记者2月7日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复制推广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改革创
新成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复制推广陕西自贸试验区19
项改革创新成果。

陕西自贸试验区围绕经营主体关切，持续推进全链
创新、全面改革、全域开放，在政务服务、投资管理、贸易
监管、金融创新、产业发展、法治建设等方面探索形成第
四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

在全省复制推广的 19项改革创新成果包括政务服
务领域5项、投资管理领域4项、贸易监管领域3项、产业
发展领域 3项、金融创新领域 2项、法治建设领域 2项。

此外，在省内指定区域复制推广改革创新成果 4项，包括
海关特殊监管区1项、自贸试验区1项、协同创新区2项。

通知要求，各市（区）政府要把陕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
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列为本地、本部门重点工作，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压紧压实责任，确
保创新成果复制推广落实到位、取得实效。各牵头部门要
主动作为，加强对复制推广工作的业务指导和跟踪督导，
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及时协调解决复制推广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努力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据《陕西日报》）

陕西自贸区19项
改革创新成果在全省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