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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黎平县双江镇四寨村和寨
高村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摔跤节
活动。当天，侗族大歌表演、传统武术
表演、盛装游行、摔跤竞技等节目轮番
展出，精彩纷呈。

摔跤节是双江镇四寨村和寨高村独
具特色的民俗传统节日，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相传村民为纪念先祖扫除盗
贼，守护一方平安，通过摔跤健身，摔跤
交谊，摔跤增进感情。

每年在农历三月十五，四寨、寨高两
村如期举行传统摔跤活动，不少游客不远
千里来观看。今年的活动规模最大，单日
客流量达 5 万余人次，为历年来最高。

（通讯员 吴光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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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宁）4 月 29 日至 30 日，我州百名
文艺轻骑兵深入榕江县两汪乡空申村开展文艺助推
乡村振兴采风活动。活动旨在进一步做好传承、保护
和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结合“短裙苗乡·神秘两
汪”2023 年两汪空申茅人节活动而开展。

活动首日，州文联主要负责同志为空申村授牌
“黔东南州文联采风创作基地”。文艺家深入茅人山
情歌对唱点进行了采风创作，体验了农耕文化浑水摸
鱼比赛、仓脚情歌对唱、纺纱、织布、磨豆腐、踩芦笙、
篝火晚会等民俗活动。

文艺晚会上，文艺家们表演了芦笙演奏、牛腿琴
演奏、苗族情歌对唱、诗朗诵等节目，与苗族同胞载歌
载舞，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民族文化盛宴。

我州百名文艺家到空申苗寨采风

本报讯（通讯员 丹宣）走进丹寨县金泉街道，沐
浴在春风里的一块块小菜园格外引人注目，园中青
菜、辣椒、毛豆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随处可见居民们
忙碌的身影。这是当地搬迁群众的“乡愁菜园”，也是
他们的“开心乐园”。

近年来，金泉街道为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
文章”，进一步落实社区精细化管理要求，积极响应群
众所需，组织社区“两委”和志愿者充分整合安置点闲
置土地，将遍布砂砾、石头杂草的荒地，打造成一块块

“乡愁菜园”。
据悉，“乡愁菜园”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可分为

400 余块小菜园，群众通过申请、抽签的方式可认领
管护 30 平方米。

“太开心了，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没地种了心
里感觉不踏实，不管在哪里还是想种点地，自从分到
这个菜园，我就开始种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想到
以后不用再去市场买菜了，就特别开心。而且自己种
的更新鲜，想吃什么就种什么菜，节省了很多开销！”
金泉社区居民说出了广大搬迁群众的心声。

“‘乡愁菜园’让搬迁群众找回了乡愁，实现日常
生活小菜自给自足，富余的菜还能拿到市场去卖，实
现增收。”金泉社区驻村干部杨广说，“今后，我们会
继续把‘乡愁菜园’的管理工作做深做细，让他们在社
区生活更有归属感。”

对搬迁群众来说，乡愁不是别的，就是那一方小
小的菜园。土地是群众的根，是唠不完的家常，是手
握锄头的踏实感觉。金泉街道的“乡愁菜园”让搬迁
群众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播下了“幸福种子”。

丹寨县金泉街道：

“乡愁菜园”播下“幸福种子”

小排、汤瘪、羊瘪；酸汤鱼、豆腐笋、竹
盐鸡；芹菜牛肉、苗家田鱼、侗家腌肉……
一道道传统美味，唤醒了游子的乡愁，吸
引了游客的味蕾。

“五一”假期，“黔菜粤做·顺德美食
在剑河”厨艺大赛个人赛在剑河仰阿莎
温泉小镇拉开序幕，37 名美食达人带
着自己的拿手菜展开厨艺比拼和交流。

比赛现场，选手们纷纷亮出看家本
领，蒸、炸、炒、煎各种烹调方式齐上阵，
不一会工夫，螺丝鸭、蒜泥排骨、东坡肉、
干香牛瘪，一品芙蓉虾等一道道特色美
食轮番上桌，供现场评委和游客品评。

来自广东省潮汕地区的林女士第一
次参加厨艺大赛，并带上了自己的菜品

“糖醋排骨”。问起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

感受时，林女士说：“心里有点小激动，也
非常开心，可以认识到更多的烹饪大厨。”

经过激烈角逐，郝登高选手的菜品
“嘎佬东坡肉”，石昌宏选手的菜品“干
香牛瘪”，杨通兰选手的菜品“一品芙蓉
虾”荣获个人赛一等奖。

仰阿莎温泉小镇景区举办的厨艺
大赛，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奉献了一
场美食盛宴。美食中的人间烟火气，为
剑河旅游市场积攒了人气，“五一”小长
假期间，该县迎来了游客高潮。

厨艺大赛现场，来自广西的游客蔡梅

芬和朋友对酸汤鱼赞不绝口。这是蔡梅
芬第三次来到剑河，这次她还邀请了“闺
蜜”同行。在她看来，剑河优质的康养温
泉和独特的美食文化，值得一来再来，更
值向朋友推荐。“以往我睡眠质量不好，咱
们剑河温泉的水质特别好，来泡了几天温
泉，感觉晚上睡得特别安稳，来剑河旅游
真的感受到了两个字——安逸！”

广东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烹饪学院
院长冯才敏说：“顺德的名厨来到剑河，
既做评委也作指导，我们想借助‘五一’
小长假，帮助剑河引流。今天很多菜品
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增添创新元素，对
于菜品的开发也很有启发。另外，通过
两地同行竞技，不仅让两地餐饮从业者
的厨艺进一步提高，更能以厨艺相交推
动顺德剑河两地人民的情感交流。”

2022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发
布《关于2022年贵州省温泉度假地评定结
果公示》，黔东南州剑河温泉被评为金汤级
温泉度假地。近年来，剑河县努力探索“以
节促旅”，结合优质康养温泉，不断为剑河旅
游丰富内容。此次举办黔粤两地美食大赛，
旨在通过开发地域美食文化，助力剑河美食
品牌的打造，也通过美食文化的交流，进一
步深化剑河同粤港澳大湾区的相知相融。

本报讯（通讯员 雷宣）为促进旅游消费升级，持
续带动旅游热点。“五一”小长假期间，雷山县郎德苗
寨景区积极探索“研学+文旅”深度融合模式，助推景
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4 月 30 日，在郎德苗寨景区研学基地内，一场
以“研学亲子游”为主题的活动正在这里举行。百
余名游客中，有的正在体验滚铁环、踩高跷，有的则
正聚精会神体验苗族蜡染、刺绣、苗族吊脚楼营造、
古法造纸等，大家尽情体验各类研学亲子活动，乐
享其中。

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被电视上的雷山宣传片吸
引，对当地浓郁的民族文化产生兴趣，此行特意带
孩子一起来雷山旅游，希望通过“研学游”让孩子近
距离了解苗族聚居地区不一样的民俗风情，体验不
一样的文化和生活。刘女士对苗寨开展的研学游
活动由衷点赞：“苗寨里老百姓的生活、服饰等等，
都是我们平时生活接触不到的。特别是村民们穿
的民族服装，比电视上看到的更精美、大气，让孩子
亲自摸一摸，穿一穿这样的服饰，融入、观察当地人
的生活，能帮助孩子开阔眼界，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的绚烂多彩，这样的旅行，不仅愉快，更深刻而富有
意义。”

春日暖阳下，风雨桥上、田埂边、寨内小道中，随
处可见前来游玩的游客。寨内苗族吊脚木楼建筑群、
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丰富浓郁的民族文化和秀丽迷
人的自然风光让游客纷纷拍照打卡留念。

为丰富游客体验感，“五一”小长假期间，郎德苗
寨景区每天还推出精心准备的十二道拦门酒、原生态
歌舞表演等系列活动，让前来游览观光的游客惊喜连
连，赞叹不已。

四川游客张女士体验拦门酒后感慨地说：“欢迎
仪式很隆重，让人很高兴。感觉受到了苗族朋友的
热情好客。”据了解，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旅游产业
链，让游客游得开心、玩得尽兴。郎德苗寨景区持续
探索“研学+文旅”，不断催生新场景和新业态，为乡
村游注入新动能。

雷山县郎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吉忠介
绍说：“我们重点推出了苗家打糍粑、十二道拦门酒、
蜡染、刺绣、吊脚楼营造技艺等一批以民族文化和非
遗体验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游客来到景区，不仅能
够游览到郎德苗寨的生态风景，更要让游客能体验到
我们苗寨最原真的生活。其次，我们还在夜间推出了
苗族篝火晚会和音乐节目，让游客能在夜间感受到苗
族的热情。”

雷山县郎德镇：

“研学+文旅”助推“五一”旅游市场升温

一个人的一辈子如果有 80 年，把
1/80 的时间拿出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那么人生将会更加美好。

—— 贵州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
团锦屏支队 李雨涵

2021 年 9 月，贵州大学即将毕业的
李雨涵了解到研究生支教团计划项目
首次把锦屏定为支教点，身为锦屏人，
李雨涵内心激动不已。支教是他的夙
愿，能回到家乡支教，对于一个大山里
走出来的孩子，李雨涵感到振奋。

李雨涵的笔记本上一直有这么一
句话，“一个人的一辈子如果有 80 年，
把 1/80 的时间拿出来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那么人生将会更加美好。”作为新
时代青年，生逢盛世，就该肩负重任。

反哺家乡，义不容辞。满腔热情，
李雨涵第一时间响应学校号召，报名通
过了考核和培训，顺利成为贵州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队一员。2022 年 8 月 13 日，
李雨涵与支教团其他四位成员一起，回
到了杉乡锦屏，立志把青春和热血挥洒
在家乡的土地上。

开学第一课，是同学们对新学期展
望的第一课，也是研支团志愿者开启支
教工作的重要一课。第一次走上锦屏
县第四中学的讲台，担任八年级地理科
目教学，李雨涵做好充足的备课准备，
也设计了一些互动环节，希望充满活力
的课堂能很快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但一堂课下来，他却察觉到学生们在课
堂上过于腼腆，与他互动很少。课后，
他主动找学生们交心谈心，其中一个学
生说道：“李老师，您讲课的知识点很密
集，但我们听着有些乏味。”看似一句玩
笑话，却引发了他对初次步入课堂教学
工作的反思。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李雨
涵开始尝试引入游戏教学，增加了许
多趣味性内容，让学生们参与到互动
中。比如：在教室挂上中国地图让学
生们寻找家乡，让学生们扮演工程师
去探讨母亲河的开发治理……通过改
进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在玩中学、学中
玩。李雨涵的课逐渐受到同学们的喜
爱，课堂氛围也逐渐活跃起来。课后，
孩子们也总是兴高采烈地与他分享学

习生活。“支教的过程中，孩子们见证
了我身份转变的第一步，我也参与进
孩子们的成长，见证了他们的青春。”
李雨涵感慨地说。

2022 年的教师节，学生为他送上
了最真挚的祝福。教师节前一天，最
后一节课，李雨涵刚准备下课，就收到
学生代表拿来一沓写满感激和祝福的
明信片。把明信片递给他后，台下的
学生们齐刷刷向他喊，“教师节遇上了
中秋节，而我们遇到了您；感谢李老师
平日里的耐心教导，祝您节日快乐！”
响亮整齐的祝福响彻校园，显然孩子
们为此专门排练过，这让讲台上的李
雨涵感动不已。他说，这是他支教以
来收到最珍贵的礼物，而这份触动也
将鞭策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教育
事业中。

除了教学，爱好摄影的李雨涵经
常会给孩子们拍照，在一年时间里，
他不仅希望为家乡的孩子们带来知
识 ，还 希 望 用 镜 头 记 录 下 孩 子 们 的
成长。

李雨涵用镜头与文字讲述着支教

团队的故事，他撰写的新闻稿在 40 余
家媒体发表。“希望通过我的镜头和文
字，与大家一起感受志愿服务的温暖，
理解志愿服务的意义，让更多的人了
解研支团这一特殊群体，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远山濛濛，初心未变。充实又富
有挑战的支教生活里，李雨涵收获了
和孩子们亦师亦友的珍贵情感，收获
了与锦屏四中老师相互信任的纯朴
感情，收获了与杉乡大地共同奋进的
宝贵成长。

这一年，有课堂的求真务实，有伙
伴的并肩同行，有童真的感动交织；这
一年，不忘初心，不悔来路；这一年，不
改理想，不负青春。用一年不长的时
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未来，还有
更多期待。

自 2003 年开始，贵州大学正式遴选
学生，参与全国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先
后派遣了 170 余名学生参加支教团工
作。“贵州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感人又生
动的支教故事已经接力讲述了 20 余
年，研支团的旗帜在家乡的土地上高高
飘扬，也在我人生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李雨涵自豪地说。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希望有更多青年能够做一名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让
青春熠熠生辉。

支教，把青春献给家乡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珺 李林果

剑河仰阿莎温泉小镇：

黔粤美食赛 赛出烟火气
○ 通讯员 章雨 杨家孟 吴昌连 严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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