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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21 年的中国人，都在分享着一件大事——中
国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
贫目标。全国上下都在为脱贫攻坚顺利完成而感到振
奋！就在这欢欣鼓舞的时刻，《扶贫纪事》一书应运而生。

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之初就提出“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针，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政策思想；但同时也明确了要在 20 世纪末全面消
除贫困的大目标。他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造成贫富差
别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按照他的意见，我国虽
然在 1993 年确立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应该在 20 世
纪末最后的 7 年内解决全国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但 1989 年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1990 年外
资全面撤出，致使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遭遇极为复杂的
国内外形势，连续发生赤字和通胀，同期还有数千万国
企职工“下岗分流”和数亿农民“负担过重”；实际上
不可能在财政占 GDP 比重过低的情况下于上世纪末完
成脱贫任务。好在中国特色得以维持的客观经验是“一
代接着一代干，不翻烙饼不折腾”。20 世纪没有完成的
脱贫任务不会被放弃，在新世纪中国经济形势转好的条
件下，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必须于 2020 年完成的要
求，被重新提上国家决策的日程。

人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公开宣称要
使绝对贫困人口完成脱贫，唯独中国，不仅敢于宣称，
而且认真落实。人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主要
靠的是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各级“一把手”签下责任
状，使之成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然而，再有
优势的体制也是靠人的努力来贯彻落实的。《扶贫纪
事》 一书就是如实介绍扶贫一线的工作人员，是如何不
辞辛苦地做好帮扶工作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
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攻坚工作不仅要做得
好，而且要讲得好。所谓讲得好，就是要通过生动感人
的故事、丰富具体的细节，向世人说清楚、讲明白中国
为什么扶贫，为谁脱贫，怎么脱贫，脱贫后怎么办？让
世界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大逻辑，理解中国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的博大胸怀
和不辱使命的勇于担当。而这本书就具备了这样的要
素。

此书作者刘纪昌是一名国家干部，也是一位乡土作
家。在参与扶贫工作的同时，他坚持用文字记录帮扶工
作中的点点滴滴，用心用情记录了他们的帮扶过程。

《扶贫纪事》 既是一部生动的纪实文学作品，也是一部
了解认识农村问题的活教材，不仅有可读性而且有研究
价值。

这本书就是他四年扶贫工作真情实感的客观记录。
因为是亲身经历，讲的又是身边人、身边事，有悲有
喜，真实具体，所以生动感人。书中既有走村串户、访
贫问寒与贫困户的真情沟通，也有设身处地、实实在在
对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具体帮扶；既有根据贫困村实际情
况寻找产业项目、壮大集体经济的积极探索，也有对农
村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该书让我们看到了扶贫干部扎根农
村，扶贫扶志，助推产业发展，和群众一起战贫困、拔“穷根”、奔小康的真
正作为，感受到了党员干部在帮扶工作中发挥的应有作用。全书不仅渗透着扶贫
干部对贫困群众的真情厚意，也体现了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追
求，既能看到脱贫攻坚的成果，也可感到乡村振兴的任重道远。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脱贫
攻坚任务完成之后，乡村振兴就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解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这就
尤其需要各级干部像脱贫攻坚驻村帮扶一样扑下身子，积极探索，做一个新时代
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我也希望他们能像此书作者一样，用手中的笔书写出
更多具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来，助推乡村振兴。

（作者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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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绘是以绘制、雕塑或其他造型手
段在墙壁上所作的画幅。它具有美化街
景，提升形象等作用。

芮城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芮城段
芮翔路，南起芮城县南磑镇大禹渡联村
周青自然村，北接生态景观大道。道路
两侧新添的墙绘伴着贯穿全村的旅游
公路，极大提升了沿线地区的面貌，让
村庄焕新颜。与此同时，芮城县的墙绘
在抖音等各大平台刷屏，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去拍照留念。近日，记者走近芮城
县的网红墙绘，领略墙绘在乡村建设中
的独特魅力。

墙为载体 打造乡村画廊

画幅如景，绵延百里。置身芮城县
南磑镇大禹渡联村周青自然村，沿着横
穿整个村子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可见
道路两侧的彩色立面墙绘勃发出生机。
连日来，周青村的美丽乡村画卷迎来了
观赏热潮。

周青村的彩色墙绘以芮城县的黄
瓜、苹果、花椒、菊花、芦笋、屯屯枣、香
椿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创作主题，
目前有 7 幅写实立体墙绘。画面均聚焦
当地农业生产场景，设青绿为画面主
色，构思精巧讲究。每幅墙绘巧妙衔接
过渡，点景人物镶嵌其中，赋予画面动
势感与灵性美，让人在沉浸于乡村生态
美景的同时，获得对芮城县特色农产品
的直观了解。比如，位于周青村村口的

《大棚黄瓜》整幅画作采用全景式构图，
100 平方米的超大画幅使用了两面墙
体，产生了一种天高地广的视觉感受，
画幅中巨大的黄瓜格外引人注目，令观
者一下子就记住了芮城县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大棚黄瓜。在《芮城黄菊》近景
处，一位农妇手抚金灿灿的金丝皇菊，
展露笑容；中景处，广袤的原野延展至
山脚；远景处，中条山卧于整幅画面。如
果再将视线转移至画面外，平畴与山脉
恰好对应画中景，画里画外浑然一体，
展现了现代乡村生活的新律动。

大禹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应战说：“我们村依托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贯穿全村的地理优势，高标准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以墙绘促进乡村振兴，
打造周青村大棚蔬菜特色产业。”周青
村的墙面彩绘是芮城县委、县政府特邀
请山西壹品行墙绘壁画公司的 8 名专业
绘画人员用十余天时间创作完成的。此
外，今年 8 月，在与周青村紧邻的新村，
该团队还绘制了数幅 3D 立体画墙绘。

不同于周青村的写实墙绘，新村墙
绘创新传统绘画表现方式，在 3D 艺术

创作基础上，融入了小黄人、猫咪等较
为有趣的形象，画面看起来更加立体、
生动。许多村民自发拍摄墙画，分享到
朋友圈以及各种新媒体平台，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人前来观赏游览。新村村民赵
国芳说：“以前村里的白色墙面光秃秃
的，现在墙绘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让
我们看到了新农村的样子。”新村、周青
村的墙绘与周围环境、地域文化相融，
已经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画作介质 助力乡村建设

坚持作画与芮城生态特色结合的
原则，设计时要考虑画面的互动性和宣
传功能，不断搜集富有动感的素材，再
将素材分解、组合，再拆分、再组合……
耗时两个月进行前期设计，绘画时一笔
成型，精心设计创作的墙绘在为乡村增
添艺术气息的同时，借助科技实现了旅
游经济的发展。

近段时间，周青村与新村巷道的彩
绘墙面经多家媒体报道，愈来愈红，成
为芮城县及周边县市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游客专程前来，有的留影纪念，
有的拍摄小视频，有的学习墙绘艺术，
还有的在这里度过周末休闲时光。网友
为墙绘点赞“芮城马良”“生活气息浓
厚，画得真好”。

村 中 人 流 熙 来 攘 往 ，更 是 带 动 了
“墙绘经济”。原先宁静的乡间巷道，如
今涌现出早点摊、小吃摊等，商贩叫卖
声、游客嬉闹声唤醒了整座村子。新村
便利店的一面户外墙体由于绘有彩色
墙绘，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拍照打卡，小
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芮城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的直播人员前往周青村，以
农产品墙绘为背景，现场直播带货芮城
特产。一派全新气象正在村内渐次展
露，村民们在墙绘里看到了民间艺术的
无限可能。

乡村记忆是生动的生命底色，山西
壹品行墙绘壁画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梁
思聪，在设计上精心设置互动点，在表
现内容上充分挖掘乡村回忆，“弹玻璃
球、熟悉的卡通形象是许多人幼年的回
忆，把它们定格于墙绘上，就是为了留
住乡愁。”在创作中，他加入了更多创意

和想法，利用墙体外的管道，设计了小
黄人趴在管道的画面，增加了画面趣味
感和互动性。

乡村是一处承载着文化根脉、乡愁
回忆的空间。当把老百姓农田里的农作
物作为表现主体，予以艺术化处理，使
其跃然于墙面，可以激发许多村民参与
艺术创作的主动性。周青村墙绘选址
时，当地淳朴、热情的民风让梁思聪印
象深刻，“新村墙绘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周青村许多农户都邀请我去自家墙上
作画，这种经历并不常有”。墙绘《芮城
屯屯枣》创作开始于 11 月，当地丰收的
枣已经干瘪，相关素材在网络上也相对
匮乏。无法找到生动的素材，梁思聪只
得请教与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乡民。
他坚守艺术创作理念，在富有成效的沟
通后，最终画成的“屯屯枣”墙绘得到乡
民认可。

当地村民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美术
工作者用心观察地方特色、人情风物，
执画笔描绘生态芮城、美丽乡村，展示
出绘画在文化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生机
和能量。

巨幅墙绘巨幅墙绘：：现代乡村生活的全新律动现代乡村生活的全新律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映霞游映霞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提升我市文博系统干部特别是
新进人员的综合能力和业务素质，促进
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由市文物局主
办，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的全市文博系
统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于 12 月 14
日至 17 日举办。来自全市 13 个县（市、

区）及直属单位的文博系统负责人和业
务骨干 9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市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在开班仪
式上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文物工作者，

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和业务
水平，才能满足文物事业发展的要求，
唤起全市人民保护文物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让文物保护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据悉，本次培训特邀省内外 7 位专
家学者从文物保护、方案编制等专业角
度为大家讲解授课，所讲内容既涵盖相
关专业知识，又涉及实际工作中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开阔文博
工作者的思维，提高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的能力，建设我市高素质的文博队伍。

（邵雨甜）

我市文博系统举办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郭 华）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永济市城北街
道文化站日前举办了学习宣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楹联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 50 余幅，
内容主要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为主。作品由永济市城北街道
文化站书法培训班学员书写，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手法创新，从不同角度热

情歌颂了党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人民群
众对党的无限热爱。

永济市城北街道文化站负责人表

示，此次楹联展以流动展览形式举办，
将继续走进机关、社区等。希望通过展
览激发广大群众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情，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文
化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永济开展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楹联展

《闻喜县志》记载：西汉元鼎六年十月（公元
前 111 年），汉武帝刘彻外出巡幸路经此地，闻
南越（番禺）大捷，因获喜讯（喜），遂赐桐乡为闻
喜（喜）；次日，汉武帝梦金人西来，抱儿授帝，帝
警寝，报生太子（喜），遂命卜地（东关）建太子庙

（喜）。因喜而喜，双喜临门，喜事连连，闻喜便应
运而生“囍城”之美名。

两千多年来，在闻喜民间订婚时，贴囍联、
喝囍茶、散囍馍；结婚时，喝囍酒、吃囍宴、淘囍
闹洞房；成长时，过满月纳囍锁、夸娃可爱说囍
狗、金榜题名升学囍；置业时，选址叫纳囍，上梁
为添囍，搬家乔迁囍；年老时，寿诞是囍寿、去世
叫囍丧、合葬称囍葬，世世代代传承着闻喜囍俗
文化。

囍狗，《稷麓方言土语》记述：囍狗是好看、
可爱、漂亮的意思，实属闻喜方言囍俗文化。在
闻喜当地，孩子过满月又叫“挂旗”，颇有讲究。
首先是淘囍。宝宝出生快满一个月之时，父母会
通过赠送油饭或蛋糕等食物告知亲朋好友，希
望大家一起庆祝宝宝满月。此时父母的亲戚朋
友也会送宝宝一些衣物、鸡蛋、红糖作为回礼。
接着是剃头。婴儿出生后满 1 个月，就可剃掉婴
儿的胎发，也有父母会选在出生后第 24 天剃
发，即取“二十四孝”之意，希望宝宝将来成为孝
子。最后是过满月。舅家带上写有“掌上明珠”或

“建国栋梁”的红色竖旗，亲朋好友给宝宝带上
小儿衣物、“囫囵”花馍或是银囍锁和零花钱到
主家吃一顿“满月席”。许多亲戚联合买好三百
尺的布料，再把各家给宝宝买的上衣、裤子用别
针或线简单地缝在上面。过满月时，把这块布料
连同上面别的衣服带到主家，在鞭炮声中悬挂
红色竖旗表示庆祝。客人中的妇女往往要到卧
室看望一下宝宝及其母亲，还要把事先准备好
的银囍锁系红绳挂在宝宝脖子上，红绳上拴着
送给宝宝的零花钱，并问长问短，说吉祥话以示
祝贺。

囍茶，《稷麓方言土语》记述：囍茶是喜欢、
喜爱、认可的意思，实为闻喜方言囍俗文化。在
闻喜，订婚叫“许亲”或“定亲”。一般选择农历
三、六、九等吉日，男女双方家长在这一天分别
设筵款待亲友，名为“定亲饭”。囍茶象征冰清玉
洁的爱情，故喝囍茶以示男女两家相互喜欢认
可；主食一般是面条，表示男女两家将成为情深
谊长的儿女亲家，又称为“吃面”。男方家筵席上
必备饺子，意取“捏嘴”，表示希望不要再讨财礼
了；女方家设筵则以“臊子面”回敬。订婚当天女
家要在亲戚的陪同下去男家看看。返回时，男家
除送给女家一定数量的彩礼外，还要送一捆棉

花，称为“沾亲棉”，又叫“粘亲花”，表示从此沾
亲带故，情意绵绵不断。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
除各色衣料、金银首饰、酒肉糖果外，还有 90 个
花馍；女方的回礼，除服装、鞋帽、文具外，也有
十几个花馍。男女双方把花馍从中间切开，分送
亲友、乡邻，称为“散囍馍”。囍茶，闻喜苦丁，生
于龙凤囍谷，以药制茶，茶入药中，品茶悟道，滋
身养心。囍茶为何称为圣品？囍茶乃大自然苦丁
之叶，吸纳宇宙日月之精华，吸纳大地微量之元
素，吸纳天地交会之灵气。囍茶为何让人以身相
许？一叶一世界，低调汲取天地精华，滚烫释放
自我价值；苦涩才香甜，艰苦奋斗创业，乐享甜
蜜生活；和合而温润，厚德载福品茶，品味囍悦
人生，蕴含身心灵融合价值观。人生唯有品茶
高，囍茶煮雪品人生。

淘囍，《稷麓方言土语》记述：淘囍是闹洞房

的意思，堪称闻喜方言囍俗文化之高潮。旧志
载：“婚之夕，戚友强婿与妇传杯，谓之淘囍。”囍
俗有“淘房淘囍，越淘越囍”“不淘不发，越淘越
发”之说，以此增添新婚喜庆气氛。实际上，淘囍
本是为了“扯脸皮”。过去受“男女授受不亲”思
想束缚，两性间不可接触。洞房花烛夜，新人之
间难免害羞不自然。淘囍时，一经众人推揉挤
按，双方身体有所接触，自然就“扯”开脸皮了。
除此而外，囍俗以为新婚之夜，神鬼也会凑热闹
于房。洞房若过于安静肃穆，“人不淘鬼淘”，不
利花烛夜合卺（jǐn 旧时结婚男女同杯饮酒
之礼）之礼。因此，淘囍也有驱邪求吉之心愿。在

闻喜，结婚当天，新郎理发、刮脸时，要坐马褥两
个，坐后一个交与女方，一个自用；新娘要身穿
红衣裙，头顶红盖头，全身上下洋溢着喜悦的气
息。新娘临行前要吃鸡蛋饼，俗称“三颗鸡蛋一
壶酒，打发闺女上轿走”。女儿出嫁这天，娘家妈
要关照女儿少喝水，多吃鸡蛋，怕女儿到了婆家
挨饿。新娘由女方的“送姑”（伴娘）和男方的“捏
姑”（伴郎）左右搀扶下轿。新娘到新郎家的头一
件事就是跨火盆以驱邪，寓意夫妇二人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拜堂后，新郎新娘要拉上同心结，
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洞房。入洞房后，新郎要用
秤杆将盖头挑掉。之所以要用秤杆挑红盖头，是
因为旧称一斤为十六两，十六颗星，按南斗六
星，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共十六个数，取

“吉星合到，大吉大利”之意。新郎还要手持弓
箭，向四面虚射，名为“撵白虎”，有辟邪之意。

“淘囍”“囍公婆”这类囍俗更是将囍俗氛围渲染到
极致。

添囍，《稷麓方言土语》记述：添囍是款款添加
德福的意思，实为闻喜方言囍俗文化之绝活。闻喜
人称“上梁”为添囍，颇有讲究。“上梁”前，主家须
请先生挑选个好日吉时，一般都会挑选农历含三、
六、九的日子，而“上梁”时辰一般会选择在午时。
据称，姜太公神通广大，能够避凶驱邪，因此主家
在“上梁”当天将写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牌
位竖在工地，先行祭拜一番。在房梁的中间裹上一
块红布，两端贴上写有“上梁大吉”或“青龙扶玉
柱，白虎架金梁”之类吉祥话的红纸，“挂彩”以求

大吉大利。接下来是“祭梁”，需要准备三盘供品，
摆上鲜花，木工的墨斗、曲尺，然后点燃香烛、鞭
炮、纸钱祭拜。紧接着是“拉梁”，主家要挑选八个
父母双全的青年人爬上墙头去“拉梁”，木匠在
旁高声吟诵“下有金鸡叫，上有凤凰来，大家加
把劲，华堂盖起来”的口歌。房梁拉上屋脊后，
需要校对位置，这个校对过程俗称“稳梁”。所
谓“左青龙，右白虎”就是将左边的梁头适当垫
高一些，或将右边的梁头适当降低一些。最后，
在鞭炮齐鸣声中，木匠师傅将混有囍糖、花生、
彩纸的高粱从空中撒下，添囍“上梁”仪式结
束。

囍葬，《清稗类钞》“丧祭类”载：“喜丧”，
“人家之有丧，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于
喜。而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
可 喜 也 。” 闻 喜 人 谓 “ 囍 丧 ” 是 “ 福 寿 全 归 ”

（“全”字应作“圆满”解），即全福、全寿、
全终，三项条件缺一不可。一、全福。生前自家
门内确系“螽斯衍庆”，人丁兴旺，形成一大家
族。本身是大家族的家长，甚至已被尊为祖者。
二、全寿。亡人满八九十岁，甚至突破百岁大
关，最低也须超过古稀 （七十岁）。年纪越大、
越老，越符合“囍丧”的条件，故称其为“老囍
丧”。三、全终。全终亦称“善终”，意为圆圆满
满地结束了一生。闻喜民间以为，死者生前积德
行善，广做功德，临终则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

“无疾而终”，自然老死。此即被视为“囍丧”的
根本条件。如果只具备上述第一、二两项条件，
但不是正常死亡的，如意外的天灾人祸致死，则
不能算作“老囍丧”。如果已故夫妇皆具备上述
三项条件，百年合葬又称之为囍葬。

从闻喜囍俗中，我们不难看出闻喜方言与囍
俗的密切关系：囍俗是方言存在的载体，如果没
有囍俗语境，则不会产生记载这一种囍俗的方言
词语，而这些方言词语更使囍俗得以流传，被人
们所熟知。如果没有方言，我们则无法解释许多
民俗现象，更不可能将它们传承下来。

闻喜囍俗文化，和合温润，源远流长，孕育
于董父豢龙文化之渊源 （润泽），诞生于汉武帝
闻喜之光华 （温良），熏陶于郭璞风水鼻祖之经
典 （和气），传承于将相世家家国之情怀 （合
意）。囍俗文化根植于百姓心田，从开花到结
果，从春夏到秋冬，年复一年，枝繁而叶茂；抬
头见囍鹊喳喳飞舞，回头碰囍狗旺旺撒欢，低头
品囍茶相亲相爱，囍俗文化从这里一路摇曳走
来。源自尧舜禹汤，穿过晋文汉武，历经唐风宋
韵，它是五千年中国囍俗文化主题公园，一个让
你魂牵梦绕、梦想成囍的地方，一个被誉为“将
相故里，华夏囍根，淘囍乐园”的风水宝地，它
有一个美丽而响亮的名字，叫闻喜。

总而言之，闻喜囍俗文化和合温润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独一无二。

闻 喜“ 囍 ”俗 文 化 探 析
■郭国鑫

12月 14日，路跑者从芮城县南磑镇大禹渡联村周青自然村一幅彩色墙绘旁经过。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本报讯（记者 乔 植）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丰富老干部的精神
文化生活，12月 15日，永济市委老干部局举办了插花培训。

活动现场，花艺老师向大家讲解活动所用的鲜花、花语以及插花中需注意
的问题等。随后，老同志们在花艺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将经过修剪的玫瑰、康
乃馨等多种花材，根据不同的色彩、形状，进行有层次的搭配。

此次活动不仅让老同志们学到了插花知识，享受到了插花艺术的乐趣，还让
他们从中找到乐趣，从作品中找到成就感，从交流互动中拉近距离，丰富了老同
志们日常文化生活，滋养了老同志们发现美的心灵，营造出“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的良好氛围，切实提高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永济市委老干部局举办插花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