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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zhujiang business

今日
主打 微言有声

酒，存放越久越香醇；乡
村，越古老越有韵味。

近日，顺德区开始了“穿阅
顺德·读揽世界”活动，将系统
深入梳理、呈现“顺德十佳乡村
研学路线 （首批） ”沿线村居的
深厚历史文化。

谈起古乡村的历史文化故
事，我更喜欢用“讲古”这个比
较 口 语 化 的 词 ， 让 乡 村 “ 讲
古”。“故事”的“故”字虽然半
边也是“古”，但与“讲古”相
比，占比还是略少，而且“故
事”重点在于事，而“讲古”明
显更重视于“古”。“古”这个
字，充满了神秘感，总能让人心
生向往。当一座城、一个村加上

“古”字，如“古城”“古村”，

历史的厚重感立马上来了。
就像酒越放越醇一样，历史

文化留存较好的古村，一砖一瓦
都在诉说着悠悠的过往。但村庄
本身并不会“讲古”，需要我们
去挖掘，此次“穿阅顺德·读揽
世界”活动正是这样一个挖掘乡
村历史文化的过程。就如同活动
首站讲述了黄连千年人文故里故
事，并与参与者一起探寻古建遗
迹背后的历史文脉、感受黄连满
载的千年历史荣光一样，在后续
的行程中，活动还将组织专业力
量，通过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
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与更系统的梳
理，为深化研学路线赋能注智。

美酒存放不当会变质，乡村
的“古”如果没有很好流传也会

消失。而通过深入的文化挖掘，
也能让这些一度失传的民俗“复
活”。就如杏坛龙潭村青田村中
秋节烧奔塔的传统民俗一样，该
民俗曾一度停止，后来在专家学
者的努力下重新焕发新生。该项
目如今已成为顺德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让乡村“讲古”，也要与时
俱进。乡村的历史传统不能只是
作为“非遗”来保护，而是要让
它富有生命力，要把它的文化价
值呈现出来。就如青田村中秋节
烧奔塔的活动一样，在复活这项
民俗的过程中，还注入了与时俱
进的“成人礼”文化价值，让乡
村的“古”拥有了时代内涵。历
史遗产需要连接未来，要将其积

极的文化价值整理出来，影响社
会，影响生活。

乡村有精彩的“古”，也能
进一步推动振兴。研学热促进了
乡村游，而如果想进一步推动乡
村旅游产业的振兴，还需要给乡
村旅游注入更多的内涵。就好像
人们向往去稻城亚丁、布达拉宫
等地旅游一样，乡村游需要有一
个闪光点，让人们听闻有这个地
方后，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前
往。可能是在当下，找几天有空
前往当地一探究竟，也可能是在
未来的某个日子里奔赴。

这就是乡村“讲古”的魅
力。

农历十月，标志着秋季结
束、冬季开始。全国秋粮收获接
近尾声，秋粮陆续上市。要抓紧
收购工作，装满“粮袋子”，鼓
起农民“钱袋子”，稳定种地预
期，做好冬季生产，为明年春耕
及夏粮丰收打下扎实基础。

据农业农村部门预测，今年
秋粮增产已成定局，成果来之不
易。7月底8月初，华北、黄淮等
地出现极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
质灾害，东北局地出现严重洪
涝、西北局部干旱严重。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积
极出台政策，组织广大群众抗灾
自救，确保了秋粮丰收，夺得了
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为推动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稳住了农业基
本盘，夯实了三农“压舱石”。

三春不如一秋忙，收到家里
才算粮。“粮满仓”要变成农民
手里的真金白银。各级党委政府
要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
抓好秋粮收购工作，让党中央放
心、人民群众满意。企业是粮食
收购主体，骨干龙头企业要发挥

仓容、资金、渠道优势，把握收
购节奏，发挥引领收购、稳定市
场作用，带动社会企业积极入
市；中储粮要履行政策执行主体
责任，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及时启
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坚决守
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农历十月是众多作物种植收
获季节。“菜篮子”“米袋子”

“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
基本的民生。从东北平原到中原
大地，从西南山区到瓜果之乡，
油菜籽、花生、甜菜等油料、糖

料作物收获收储，关乎百姓“油
瓶子”“糖罐子”。从白菜、萝卜
收获到牧草收割，涉及千家万户
餐桌经济，涉及城乡冬季蔬菜市
场肉奶禽蛋供应保障，只能抓
紧，不可放松。

秋末冬初，是很多作物播种
管护关键期。小麦以及大蒜、大
葱、洋葱、菠菜等进入种植期。
各地有关部门要支持、组织农
民，着手排水、灌溉等农田水利
建设，稳面积、稳水土、稳产
量，为明年春耕打好基础。

“湾区气质”助力
佛山功夫出圈

王晓琦

11 月 11 日下午和晚上，由香港春天实验剧
团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话剧《佛山
功夫少年》，在佛山金马剧院连演两场，再度呈
现座无虚席的热闹景象，再度刷新我对功夫的认
知，“湾区气质”助力佛山功夫出圈成为新的共
识！

原本以为功夫电影 《叶问 4》 刷新了我对佛
山功夫的认识，叶问的咏春拳、李小龙的功夫、
黄飞鸿的无影脚已成脑海中佛山功夫三足鼎立的
固有印象，万万没想到，这部 《佛山功夫少年》
话剧让我重新审视佛山功夫，一是没想到台上演
出如此震撼，二是没有想到现场观众如此投入，
掌声响起来的次数和时间也屡创新高，特别是谢
幕时透露将开拍成电影，掌声久久回荡着现场！
这就是佛山观众的致谢方式，他们期待这部具有
湾区气质的电影早点在银幕上呈现！

功夫人物来自佛山，剧本和导演来自香港，
双方的无缝衔接与默契合作，成就了黄飞鸿系列
电影，开创了李小龙电影传奇，刷新了大家对叶
问宗师的认知！这部话剧彰显出原汁原味的湾区
气质，特别是借助香港导演的精彩演绎，通济
桥、中山公园、官窑生菜会、乐安花灯、叠滘、
香港、广州等元素自然呈现，与不同时期的功夫
梦想实现跨越时空的对接，让人一睹湾区话剧独
一无二的湾区气质！值得一提的是，震撼人心的
开幕和谢幕演出中，西樵民乐小学的功夫少年精
湛功夫，与话剧中赋予功夫的家国情怀深度融
合，现场瞬间秒变成为立德树人的课堂。除了延
续佛山功夫的薪火相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佛
山功夫为孩子成长扣上人生第一粒扣子，夯实了
立德树人的根基，受到孩子们特别追捧！

“湾区气质”的文艺作品，导演们来自香
港，编剧来自佛山，灯光设计来自深圳，演员们
来自佛山、广州……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文艺
工作者强强联手、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创作行
动，充分体现了“共建人文湾区”的意义，这也
预示着这部不久后在银幕上呈现的功夫电影，必
将二度走红，湾区气质助力佛山功夫出圈也将持
续走红，湾区气质成就佛山功夫的传奇也将再创
新的高峰，我们对功夫电影周有了新的期待与憧
憬，期待更多的佛山功夫少年在湾区气质的引领
下，带领佛山功夫打出新的天地和未来，期待未
来涌现更多的功夫少年，持续带领佛山出圈！

让乡村讲好自己的“古”
黄维臻

抓紧秋粮收购 做好冬季生产
王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