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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市文旅局坚持把“送戏进
万村”作为文化惠民活动的重头戏，精心
组织，科学调度，狠抓落实，实际演出
1931场次，完成目标任务103%，共有20家
院团参与，150多个原创新创节目登台展
演，现场观众达53万余人次。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要求。市文
旅局专门成立了“送戏进万村”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了招标采购、活动宣传和监督
检查等工作安排。要求各县区要特别注重
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引导，紧贴农村实
际，积极上演体现乡土特色、内容健康向
上、形式丰富多样、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
作品。

提前谋划实施，规范招标程序。各县
区在招标过程中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对照采购要求，严格制订
招标细则，筛选有资质、信誉好、发展强
的院团参与竞标，从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
家，对演出竞标单位资质、采购条件等情
况认真审核，客观评价质量，最终7个县区
有20家院团成功中标。

紧扣时代主题，传承本土文化。实行
“群众点单、政府送戏”的菜单式服务，
以经典传统大戏为主，小戏、综艺节目为
辅。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平台，围
绕庆祝建党100周年、建设美丽乡村、推进
乡风文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重点工作

典型宣传。指导演出剧团编创贴近生活实
际的各类节目，《老两口逛新城》《传承
家风树正典》《携手共创文明城》《扫黑
除恶顺民心》等一批寓教于乐的优秀作品
纷纷走上舞台，做到了节目常演常新，有
效确保了文艺演出节目的质量，受到了基
层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加大送戏宣传，营造社会氛围。利用4

月、10月两次“民生工程集中宣传月”活动时
机，采取发放宣传单、农村应急广播、文化
宣传车等方式，进村入户宣传“送戏进万
村”文化惠民活动，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各演出院团结合农闲、传统节日和季节
气候等实际细化演出计划，合理安排演出场

次。演出前，借助政府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和农村应急广播开展宣传，通过在演出地
点提前悬挂横幅、散发节目单、循环播放演
出通知等方式，让群众及时了解演出的时
间、内容，提前安排好时间看戏。

严把送戏监管，确保演出质量。加大
对节目质量、现场组织和演出效果的监管
力度，要求各乡镇综合文化站切实发挥地
缘优势和“东道主”作用，全程做好工作
对接、协调服务和质量跟踪工作。安排专
人核对演出节目，观看演出全过程，听取
群众反映，现场组织活动满意度调查，填
写演出“回执单”，并指导院团按要求采
集上传演出视频。市、县区文旅部门采取
实地暗访、电话抽查等方式，及时跟踪掌
握活动开展情况。根据“送戏进万村”活
动年终考评细则，对县区“送戏进万村”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市政府对各县区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创新文化品牌，打造“好戏六安”。创新
开展“好戏六安”品牌文化惠民演出，10月份
以来，投入40万元，向3家院团采购文化惠
民演出85场，在市辖3区开展“好戏六安”文
化惠民演出，吸引超过4万余人次观众现场
观看，社会反响良好。

12月3日，市文旅局、六安老年
大学合作推出的庐剧节目《江姐》在
CCTV11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
正式播出，获得一致好评。
央视《一鸣惊人》栏目是一档全

民戏曲创意的竞演节目，集中展现
了戏曲艺术的“美”“奇”“绝”“趣”，
打造了一个专属于戏曲爱好者的梦
想舞台。六安老年大学作为我市重
要老年教育机构，十分重视皖西传
统戏剧——— 庐剧的传承与保护，在
校内开设了庐剧班、庐剧队，并与市
文旅局合作，共同挖掘、保护、培养
庐剧人才。
在收到演出邀请后，六安老年

大学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特邀安徽庐剧非遗传承人冯晓

薇担任专业老师。排练过程中，全体
师生热情高涨、刻苦排练，朝迎繁星
至，身披朗月归。最终以高水平的表

演展示了皖西庐剧的独特魅力与六
安老年大学学员们“为霞尚满天”的
精神风貌。杨海萍 饶白杨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单姗)11月26日下午，六安九中的多媒体教
室，该校七年级的学生集中观看了革命教育题材电影《独山暴
动》。今年以来，裕安区电影公司在辖区共放映公益电影
3534场，其中，科教片88场，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电影25

场，提前完成全年放映任务的103 . 75%(全年任务3360场)。
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是国家推动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今年以来，裕安区电影公司20支电影队在19个乡镇280个行政
村共放映电影3534场，受益群众达20万人次。其中，“看红色电
影学百年党史”广场电影178场，“助力乡村振兴”百部优秀国产
影片万村行主题电影102场，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为做好这项惠民工程，裕安区电影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购买
新片，全年新片率达到77%，更新6套放映设备，有效提高了
观众人数和放映质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电影海报等形
式进行宣传报道，使这项惠民工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另外，
为确保放映任务保质保量，裕安区电影公司还加强放映队伍建
设，加大电影队放映人员综合技术培训和岗位练兵，采取平台
监控和实地督查相结合的方式，杜绝虚假放映，减少无效场
次，提高了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张正武 记者 徐有亭)近日，记者从国家体育总
局印发《关于表彰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获悉，霍邱县文旅体局再次被授予“2017-2020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该局属单位业余体校校长余
红兵被授予“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称号。

据了解，近年来，霍邱县体育事业稳中求进，蓬勃发展，
奏响了体育工作强音。该局积极组织群众参与各项体育竞技活
动，备战市运会，踊跃参与各级体育比赛，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与此同时，也加强人才培养输送工作，以省重点高水平后
备人才训练基地建设为抓手，形成良性的运动员培养输送体
系。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举办群众体育赛事，群众参与率普
遍得到提升。举办了“美丽乡村杯”篮球赛、霍邱县中小学校
园足球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省市县三级联赛霍邱
县联赛和羽毛球团体公开赛等等。免费、低收费开放体育场
馆，加大资金投入，为各乡镇健身广场更新补充各类健身器材
50余套，为加强了全县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李 航)为提升我市旅游诚信品牌影响力，营造诚
信旅游、品质旅游的良好氛围，11月23日，市文旅局联合裕安
区、金安区文旅局集中开展旅游诚信惠民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我市优质的文旅产品和
服务，详细普及文明旅游、疫情防控等知识和技能，细致解说
如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旅游产品、如何避免不合理低价游、怎
样维护旅游过程的自
身权益等问题，在向
市民赠送文明旅游宣
传品的同时积极宣传
“文明用餐”、“光
盘行动”等绿色环保
理念，引导旅游从业
者和游客诚信经营、
文明出行。

文旅资讯
送戏进万村 文化沁民心

袁涛 杨转

近日，市作家协会组织部分作家走进裕安区江家店镇，体
验乡村火热的生产、和谐的乡风、优美的环境、留住乡愁的本土
文化，真实感受干群砥砺前行的干劲和信心，激发创作灵感，积
淀创作底蕴，尽力创作充满正能量接地气的作品，扩大江家店
镇闪光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乡村振兴润色添彩。
作家们迎着晨曦，来到省级现代科技农业示范园林水寨

生态园，参观智慧农业、原生态林寨，赞叹回乡创业人才对
家乡发展现代化农业综合体的情愫；华祖村永裕庄园的和谐
幸福新农村建设更是让人深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来到
挥手革命烈士纪念园，聆听挥手战役牺牲的先烈们的英雄事
迹，追思历史烽火，感怀今日发展，激励大家不忘过往、珍
惜现在、接续红色精神、砥砺前行。
图为作家们参观华祖村史馆。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金寨县全军乡境内山川峻美，其中位于何家湾村的仙人洞
沟深谷幽吸引着喜欢探险的人前来，但由于山路崎岖难走，游
客想要一览山中风景较难。为改善这一难题，全军乡以乡村旅
游为突破口，整合辖区特色旅游资源，积极探索开拓新的旅游
线路。连日来，全军乡大学生村官叶长亮在仙人洞探索适合游
客上山的新线路，并系上标记，期待好风景带来好光景。
图为叶长亮在仙人洞为探索的新旅游线路做标记。

本报记者 王丽 文/图

1 1 月 1 6
日，六安市“健
康杯”第二十
四届京剧票友
节开幕式在市
文化馆举办。
此届票友节以
“永远跟党走 国粹展新彩”为主题，本地及寿县等周边市县的京剧票
友齐聚一堂唱响国粹，传承经典，增强文化自信，献礼建党100周年。
开幕式上，京剧票友自拉自唱表演了多个精彩的节目，既有《长

生殿》《牡丹亭·游园惊梦》《穆桂英挂帅》等经典戏曲选段，也有《梅香
曲》《中国脊梁》等新颖的歌伴舞，节目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字正腔圆
的唱腔，声情并茂的表演，博得了众多票友和观众的满堂喝彩。据了
解，此次京剧票友节由六安市京剧演唱研究会主办，市文化馆承办。
不仅促进了各地票友之间交流，也为大家相互学习、切磋技艺提供了
平台，展示了我市京剧票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传统文化，本地戏曲
事业薪火相传的成果。 本报记者 邱杨 文/图

文文艺艺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市市老老年年大大学学庐庐剧剧表表演演登登上上央央视视大大舞舞台台

京京剧剧票票友友 唱唱响响国国粹粹

探索新线路 助推旅游发展

公益电影受热捧

霍邱文旅体局获评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旅游诚信经营惠民宣传在行动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
时。”转眼又到了季节深处，天朗气清，
风轻云淡，自是登高望远，遍览秋色的最
宜时节。久闻大化坪镇九龙潭峡谷幽深，
潭险瀑奇，风光瑰丽。近日寻暇，携三五
同伴，一探这九龙连璧的造化奇观。

自“黄芽小镇”的金茗广场往百家山
村驾车西行，盘山公路弯多坡急，仅容两
辆车小心翼翼地擦鬓而过。都道“秋入横
林数叶红”，可这暮秋的竹林依旧翠绿讨
喜。偶尔可见一两处粉墙黛瓦的农家屋舍
点缀其间，给这人间仙境平添了几许生趣
与欢喜。

蜿蜒而上十余里，一路黄栌似火，秋
荻胜雪。大别山的秋天像是调皮的孩童无
意间打翻了调色盘，把山林丘壑当成了立
体的画布随性挥洒，笔下流丹 绿，地上
漫山绚烂。“万类霜天竞自由”，一腔秋
意早已氤氲入摩诘的画，蔓延成太白的
诗。

车停半道，沿路口竹林间的羊肠小道
步行而下，头顶密林枝叶繁茂，遮天蔽
日。顺着树干上一条条红绸带的指引，林
间足迹依稀可辨，然落叶如毡，湿滑难
行。险绝处虽有前人拴系的粗大缆绳可以
牵握借力，但途中时有同伴滑倒的惊呼声
不绝于耳。小径随山就势，时而攀援而
上，时而又缒绳而下。终于，眼前一亮，
一道引水渠横亘山腰。在这人迹罕至的荒
郊野外，乍见这已有不少年月的人工建
筑，竟也打心眼里透着些亲切了。

水泥渠道上落叶缤纷，经年水浸雾
染，遍布青苔如衣。行数十步，闻水声渐
响，转弯已见谷底。冲出了密林的裹挟拉
扯，才了然“阴阳割昏晓”的妙处，豁然
开朗的视界里，天色也仿佛瞬间明亮了许
多。

许是有渠道将大部分水流截往他处，
第一个水潭潭阔水浅，清可见底，潺潺汩
汩，如鸣 环。俯瞰下游河谷，层峦叠
翠，林梢如戟。“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
晖。”

潭外狭不可立足，听水声震耳，可知
下游风光必是更加深邃奇诡。整理行装，
从右边的石壁缘绳而上，蜷身蹑足在乱石
杂树间穿行数十米，方可再至谷底。

眼前一挂瀑布直泄而下，义无反顾地
扎进了崖底秋池，轰然作响。若待来年春
潮涌动夏雨泛滥，这碧潭飞瀑的气势必然
更加惊心动魄吧？令人叫绝的是，流水长
年的冲刷，在瀑布后的崖壁上形成了一处
天然的水帘洞奇观。洞口上部开阔，下部
与深潭碧水相接，不知深浅，为这洞天福
地增加了别样的玄幻与神秘。

青白相间的火山岩河床历经万年磨
洗，早已溜光水滑，沁润着岁月的包浆。
一丛丛的石菖蒲扎根石隙，山泉滋养让它
们依然生机勃勃。四面岩岸围成的小潭略
呈椭圆，虽只十米方圆大小，然澄澈如
镜，色如碧玺。中有成群一指长的细柳鱼
儿，“皆若空游无所依”，旁若无人地衔
尾相逐嬉戏游曳。时而，有鸟鸣啾啾，空
谷回响，愈发显得此地野趣无穷。或许，
这些原住的鸟兽虫鱼才是这世外桃源真正

无忧的精灵吧？
这一段水流稍缓，第三潭与第四潭牵

手相连，各尽妍姿，小巧明丽，在多彩落
叶的点缀下，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邻家小
妹，乖巧伶俐，明眸善睐。五六两潭一若
澡盆，一若马槽，各自安然娴静，倒映天
光云影。

在无人机的航拍镜头下，九龙潭峡谷
曲折，峰岭逶迤，千山斑斓，万木竞秀。
河道东西走向，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两
岸或竹林连片绿意盎然，或乔灌混搭色欲
横流。峡谷合掌如揖，自上而下九个形态
各异的龙井深潭珠联璧合，宛若天宫仙子
遗落凡间的一串翡翠项链。

此地属大别山腹地，海拔在500米上
下，地表植被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松、
杉、枫、楸，杂而不乱，构成这大地秋景
的底色。金甲满树的银杏，举火烧天的乌
桕则无疑成为这幅设色山水的亮点和高
光。大自然在这里以山川大地为纸，以无
边秋色为墨，落笔天然，徜徉恣肆，极尽
所能，直抒胸臆。

去第七、第八潭的路却是令人胆颤心
惊了，两潭之间只隔了一条狭如鱼背的陡
峭石脊，苔腻水滑，难以立足。左边是十

尺深寒潭碧水，右边是数丈高悬崖绝壁。
没有树木和缆绳的保护，前面几个同伴只
能紧贴岩壁，四肢着地，胆颤心惊地向下
滑行。

到达谷底河床，方能长出一口气来：
风光总在险绝处，不经历坎坷艰难，谁能
有幸亲睹这如画山水的绝世容颜？

站在两潭之间这盈尺之地，上游是一
泓碧水无声，清可鉴人，阳光穿透林隙，
更显秋光潋滟，时空倥偬。秋枫烈烈，竹
林苍苍，天光水影，映照潭上，愈觉曲径
通幽，山川可人。下游壁立千仞，龙潭如
井，一脚立于深渊之沿，一脚踏于瀑布之
巅。左视寂如幽境，心如止水；右窥喧嚣
热烈，水声哗然。动静之间衔接无缝，去
留之际难以取舍。

攀上对岸，再次穿林过溪，一路青山
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沿着水电站粗大生锈
的涵管，见着一处不大的平房建筑，上有
铭牌：苍坪水电站。“门外晚晴秋色老，
万条寒玉一溪烟。”时光的纤手，此刻正
温柔地抚慰季节的眉眼。

从这小小水电站下到河谷，大小石块
散落如星，有如牛犊饮水，有若巨蛙箕
坐。循水声从森然石阵中跳跃前行，河谷

蓦然开阔。天寒水浅，细流涓涓，淌过粼
粼白石，一路吟唱着东流而去。对面那第
九潭水面宏大，上有三道瀑布齐聚一潭，
尤为壮观，云瀑雾漓，水墨天成。

水是山的脉搏，它们自山石间涌出，
沿着河谷，一路飞银溅玉，在峰岩峦嶂间
迭宕起伏，在葱郁山林里闪转腾挪，或飞
流直下三千尺，或草蛇灰线一万里，终究
百流汇大川，成就下游佛子岭水库的高峡
出平湖。九龙潭水的行程起于一曲秋日的
私语，亢若一阙如歌的行板，直至汇聚成
一部恢弘的大合唱。

“万壑泉边松外去，数行秋色雁边
来。”仰卧河床巨石之上，蓝天不急，白
云不忧，不觉间身心已然放空。

喂，你也来霍山吧！不用远赴山海，
在深秋的大别山，你可以放眼野望，游目
骋怀，一销胸中块垒，一吐满腔浊气。你
可以忘情山水，欣于所遇，怡然自足，不
知老之将至，不觉愁思何踪……

天地辽阔，山河远大，人生逆旅，道
阻且长。山水总相逢，来日皆可期。安能
行叹复坐愁？何妨吟啸且徐行！

河南省济源市是成语“愚公移
山 ” 典 故 的 发 源 地 。 在 “ 愚 公 故
里”，有一道民间美食特别有名，不
仅仅是它的味道，还有它的名字：
“不翻”。

我们抵达济源市区已是中午，正
是“饭口”。走在市区的街巷上，几
乎随处可见“不翻”摊子。摊主烙出
的“不翻”，实际上是一种用鸡蛋、
玉米面或小米面制作的，外形酷似清
朝官帽的烙饼。一种地方小吃为何会
这样有名气呢？这让我们很是好奇。

首先好奇的是它的名字。“不
翻”，听起来很是有趣。据当地朋友
介绍，“不翻”这名字，最通俗的解
释是这种面饼在制作过程中一次“浇
铸成型”，不像其它地方烙饼那样翻
来翻去地两面烙，烙这种饼，只是将
湿面放在热鏊上，一烙至熟，绝不翻
动，因而称为“不翻”。后来我查阅
相关资料，“不翻”还有另一层意
思，融进了当地的民俗和船家的血
泪。小浪底在洛阳以北、济源以南，
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入口处。小浪
底水利枢纽工程未修建前，此处有八
里胡同，是黄河中游最狭窄也是最危
险的一段，两岸高山对峙，风高浪
急，在其中行船打鱼十分危险，屡有
翻船事故发生，遇难者常常连尸首也
找不到。因此，当地民间有许多忌讳
和风俗，比如父子兄弟不同船，防止
出事后整个家庭断绝“香火”；比如
吃鱼时，不能吃完一面翻过来吃另一
面，而要把鱼头和脊骨一起拿过去，
再吃下面的肉；还有不准把水瓢扣着
放，忌酒后上船，忌说翻、煤等词等。“不翻”是旧时船家的干
粮。船家为了讨个吉利，希望行船能太太平平，因此把这种吃食
叫作“不翻”。“不翻”，今天看来是当地的一种风味小吃，但
在旧时，它却曾浸过船家的血泪和企盼。

其次好奇的是它的制作工具特殊。济源的“不翻”，要用一
种特制的炊具：“不翻鏊”。不翻鏊的形状有点像倒着的“凹”
字，下面有三条腿，一般用生铁铸成，宜厚不宜薄，过薄则传热
太快，不翻易糊、易夹生。同样道理，也不宜用铝制品。将鏊烧
热，抹油，倒进去一勺放了盐、花椒粉等调料的杂面糊(也可以
是大米面糊、小米面糊、玉米面糊、黄豆面糊等)，熟后用锅铲
挖出，一张“不翻”就做得了。“不翻”外型美观，色泽鲜亮，
或洁白如玉，或灿黄如金，外观，似一顶精致的官帽。“帽沿”
较厚，外焦里嫩；“帽顶”则是一层焦黄的薄皮，济源话叫“黄
嘎巴”，也就是锅巴，酥脆无比，有异香。

随着厨艺的不断进步，今天的“不翻”又有了新的吃法，在
杂面糊里加上鸡蛋和炒得香喷喷、脆生生的青椒丝等，味道更
美，营养更全面。每天早晨一个加了鸡蛋、青椒丝的“不翻”，
再佐以一杯豆浆或牛奶，在济源人看来，便是人间美味了。

一位作家说过：“世事变迁，人心进退，越是在水泥森林里
久居，越向往对农耕生活的回归，社会的急速变化，搅动着每个
人 的 内 心 。 ” 我
想，“不翻”，黄
河边上的这道民间
美食，正是应和了
现代人的这种对于
美 食 “ 最 原 始 味
道 ” 的 共 同 追 求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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