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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2月1

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2016年12月12日在会
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讲话
的一部分《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

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
庭。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
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
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
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
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
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
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
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
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
不可替代。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
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
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
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
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的前途命运

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
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
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
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
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同时，
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只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
庭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家庭都要
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
梦融入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教。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最重要
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
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
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
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
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
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广大
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
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在家
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
族。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
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
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
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
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广大家庭都
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
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
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要求亲属
子女，过好亲情关。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负
起领导责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群众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
建设活动，各方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
帮助生活困难的家庭，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指导、
督促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

玉屏侗族自治县侗乡风情园装扮一新年味浓。图为游客在景区游览。 胡攀学 摄

“这草莓看起来好大颗哟！”1月29日，走进碧
江区坝黄镇木弄村罗雪草莓园，一排排草莓棚整
齐排列，棚内白色的小花点缀在片片簇拥的绿叶
中，许多饱满红润的草莓“探”出头，长势喜人。

前来“尝鲜”的游客在草莓棚里穿梭、采摘、拍
照，草莓园负责人罗雪则忙着卖草莓……“快尝
尝！”罗雪手捧着草莓吆喝道。

这已是罗雪种植草莓第二个年头，春节前后，
她也没闲着，在草莓园里忙得转起来。“春节假期
迎来了采摘高峰期，游客多草莓多。入园就能随
时品尝，一点不用担心会有药品残留，让顾客吃得
放心。”罗雪说，为保证草莓口感，农场采用有机、
无公害的绿色种植技术，对湿度、温度、有机肥料
进行严格把控，种出来的草莓鲜甜可口，深受消费
者喜爱。

“草莓棚旁就是我家固定售卖摊点，每天都能
看到草莓的生长情况，这样心里比较安心。今年我
家的草莓口感比较好，前来订购和采摘的人比较
多。”行走在草莓大棚里，罗雪介绍，目前草莓已大
量上市，可持续至4月份。

“我们村主要种植章姬、红玉、红颜、白玉四
种草莓品种。”木弄村党支部书记刘胜全说，近年
来，该村以发展草莓育苗基地为主线，实现精细
化、品牌化、生态化，从而增加村民的就业机会。

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近年来，该村依托乡
村振兴产业带、红董旅游（AAA级）景区、草莓特色

产业的发展带动，大力发展乡愁农旅、休闲体旅，
打造集“农耕体验+亲子活动+户外运动+健康养
生”于一体的农体旅田园综合体。

在 2021年，木弄村成功申报为铜仁市特色田
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2022年 6月，荣
获“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称号，同年 8月，荣获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
这个春节，草莓园里的采摘“热”点燃了罗雪

对新一年的期盼：“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像草莓一
样红火。”

与此同时，在万山区茶店街道红岩村草莓种
植基地，一排排草莓也同样长势喜人。

“今年春节天气好，目前，这个产业收入可观，
全家幸福生活全靠它。”红岩村种植户姚林林高兴
地说。他与罗雪创业经历相同，都想通过种植草
莓创造新生活。

2024年 4月，姚林林流转了 58亩土地，投资
20余万元发展草莓。自开园以来，草莓香气浓郁，
果肉饱满多汁，一口下去，清甜可口，吸引不少市
民游客前来采摘购买。

据了解，铜仁各区县都有草莓产业，产业发展
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谋划。下一步，我市将继续
依托特色草莓产业，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做优产业
保障链、做全产销供应链、做长产品价值链，唱好
特色农业“重头戏”，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绘出
美丽铜仁乡村新画卷的草莓色。

小草莓映红乡村“莓”好生活

“各就各位……”近日，随着游泳竞赛裁判长
周旭建一声令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冬泳竞赛
正式拉开序幕，200余名游泳健儿参赛。本次竞
赛由县游泳协会组织。

在沿河旅游码头，虽然天气寒冷，但阻挡不了
土家儿女游泳热情。随着游泳竞赛裁判长的发令
声响起，游泳健儿如猛箭出弦，纵身一跃，挥动着
有力的臂膀，奋勇前行，矫健的身姿激起层层浪
花。瞬间，乌江河水面上星星点点的橙红色浮标，
连接成了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加油！加油！加油……”一时间，岸上观赛
人群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非凡。竞
赛分为夫妻接力组、男子组、女子组、畅游组。本

次冬泳竞赛不设泳姿限制，选手们都使出了自
己的看家本领，蛙泳、自由泳、仰泳，各
种泳姿一决高下，彰显出辞旧迎新的

奋勇精神。
经过十轮激烈角逐，分别比出了各个组别的

第一、二、三名。
不少参赛者表示，冬泳不仅强身健体，也锻

炼人的意志力，希望以更加健康的身体和心态
开启新一年的拼搏之路。“平时我们上班都很
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一起锻炼，今天我们两夫
妻参加接力赛，配合得非常默契，在这次参加比
赛过程当中，我身体得到了锻炼，同时也增进了
夫妻之间的感情，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游
泳爱好者杨小平说。

“我们举办游泳竞赛，旨在丰富全县广大干部
职工的冬季体育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出大家力争
上“游”、奋“泳”向前的精神风貌，扩大游泳
运动的群众性，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项
运动。”沿河游泳协会会长田洪如是说。

思南花灯：土家传统 年味名片
冬泳健儿 乌江河劈波斩浪

春节期间，我市处处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氛围，多个活动亮点纷呈，不
仅为老百姓点缀了幸福年，还在扩大
内需、刺激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进一步提升了铜仁旅游的对
外影响力。

在铜仁高新区白岩社区新桥组，
第五届春节趣味运动会热闹开场。
新春的暖阳洒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
地上，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踊跃参
与到欢乐盛会中。运动会设置了拔
河、接力赛跑、趣味投篮等多个项目，
每个项目都充满了趣味性和挑战
性。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大家在比赛中尽情释放着活力，享受
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一位参赛的村
民兴奋地说：“过年就盼着这样热热
闹闹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不仅锻
炼了身体，还增进了邻里感情，年味
一下子就浓起来了。”

大年初一，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在新桥组得到了生动体现。新桥组
一群年轻人走进村里 75岁及以上老
人和特殊家庭的家中，送去油和大
米，代表着全村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关
怀。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感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公益活
动，不仅温暖了特殊群体的心，也让
整个社区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大家
在欢乐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

在碧江区步行街，地方特色小吃
摊位前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围满
了食客。米豆腐、卷粉、锅巴等极具

地方特色的美食香气四溢，让游客们
大饱口福，赞不绝口。一位经营小吃
摊的摊主忙得不可开交，但脸上始终
挂着灿烂的笑容。“春节这几天生意特
别火爆，比平时忙多了，心里特别高
兴，希望这样热闹的场景一直持续。”

除了美食，其他项目同样火热。
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以文化为核
心，不断扩大对外影响力，为做足做
强铜仁旅游贡献着重要力量。春节
期间，这里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成为游客了解铜仁文
化的重要窗口。

中南门手工艺品店、纪念品店生
意兴隆，门庭若市。游客们被店内琳
琅满目的具有铜仁特色的手工艺品
所吸引，尤其是造型独特的傩面具、
精美细腻的银饰、色彩斑斓的刺绣等
大受欢迎，纷纷慷慨解囊，选购这些
饱含文化韵味的手工艺品，作为旅行
的珍贵纪念。这些手工艺品不仅仅
是一件件普通的商品，更是铜仁文化
的生动载体，通过游客们的口口相传
和携带传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
到铜仁的文化魅力，铜仁文化影响力
日益增大。

中南门锣鼓喧天，花灯、茶灯、踩
龙船、秧歌、舞龙多个文化活动队伍
穿梭大街小巷，精湛的技艺赢得了观
众阵阵喝彩。小朋友们兴奋地跟在
队伍后面，大人们则拿出手机记录下
这热闹的场景。一位带着孩子的
市民开心地说：“过年就盼着这样的

热闹，这些传统表演让年味更浓
了，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

景区还积极主动与各大旅行社
展开深度合作，共同精心推出了一
系列以中南门为核心，辐射周边景
点的特色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涵盖
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历史遗迹等
多种元素，满足不同游客的多样化
需求，成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
至海外的游客。一些旅行社反馈表
示，春节期间中南门的旅游线路异
常火爆，非常受欢迎，很多游客都是
冲着中南门独特的文化特色和精彩
纷呈的春节活动而来。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感慨道：
“以前对铜仁了解不多，这次来参加
中南门的春节活动，才发现这里的
文化这么丰富，真是不虚此行。以
后一定会向更多的朋友推荐。”

非遗技艺展示同样备受关注。
傩面具制作、银饰锻造、刺绣等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
游客们可以近距离观看制作过程，
还能亲自体验，感受非遗的博大精
深，这不仅是铜仁文化的瑰宝，更是
吸引游客的重要元素。

这个春节，铜仁以文化为引领，
在给老百姓带来欢乐幸福年的同
时，充分激活了旅游消费市场，提升
了自身的影响力。未来，随着文化
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铜仁旅游必将
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活动多 人气旺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万文稀

本报讯（记者 舒红 陈应康 文/图） 1月 31
日晚，铜仁市2025年“中南门之夜·新春大联欢”群
众文化活动在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璀璨启幕。

此次活动精彩纷呈，傩戏、金钱杆、茶灯（花
灯）、秧歌、舞龙、民族盛装展示等非遗项目将一一
亮相，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铜仁的传统民俗文化
与非遗的独特魅力。

市民童源兴奋地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铜仁
人，这次回来过年，在中南门看到丰富多样的表
演，还有绚丽的彩灯、热闹的舞龙，特别有意思，氛

围也特别好，就像回家和家里人一起狂欢一样，有
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据中南门活动主持人崔华刚介绍，中南门历
史文化旅游区新年期间节目丰富。篝火晚会从初
二（1月3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年十五（2月12
日），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市、县的表演队伍进行精
彩表演。同时，龙游锦江项目也在正常运营，
百姓大舞台上同样有来自各个市、县的表演队
伍轮番登场。

“中南门之夜 新春大联欢”璀璨启幕

在思南，逢年过节，家有喜事，都
会有“三花”的身影出现，除了花甜
粑、花烛之外，还有一“花”——花
灯。它可以追溯到古代一年一度的
元宵灯会，在唐宋年间就已经在思南
落地生根，这就是思南土家花灯。

思南花灯是土家族民间歌舞艺
术。演唱的内容多是思南土家族群
众的生活场景。音乐轻快，悦耳动
听，动作优美，生动形象。婉转动人
的优美唱腔、浓郁的乡土气息、灯戏
兼容的独特民族风格，折射出乌江流
域的人文风采，从而成为戏剧百花苑
中的一枝奇葩，为人们喜闻乐见。

根据老艺人的追根溯源和唱词中
表现的历史特点看，思南土家花灯大

致起源于唐宋之间，风行于明清。而
且表演形式也多种多样，最初是“二人
转”。明末清初已发展到了三人出
场，或一男二女，叫“双凤朝阳”，或

“二男一女”叫“双狮戏球”。旦角又
叫幺妹，男扮女装，扎假发辫，包头
巾，着花裙，右手执绸边花折扇，左手
执彩巾。丑角又叫干哥，反穿皮袄，
扎腰带，瓜皮帽子头上戴，右手执大
蒲扇。干哥围绕幺妹转，相互旋转唱
跳，干哥舞蹈动作丰富多彩，既含蓄
幽默，又滑稽可笑，在表演时，往往是
干哥先出场，借故以道白的方式请幺
妹上台，幺妹应声上台开始了舞蹈。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出场人

数不受限制，多达二三十人，而且女
性扮演旦角，改变了原先男扮女装的
传统做法。

土家花灯的组织形式，既固定
又灵活。各土家山寨都有固定的花
灯队，有较为固定的排练场所，整齐
的服装道具，有专人负责，各自都有
自己的特色节目，召之即来，来之能
演。这些组织，以前叫灯会，由族长
或闾长任会长。灯会有灯田，由会
长指定专人耕种，所有收入用于灯
会支付；新中国成立后，通称业余花
灯队，队长由村组干部担任，不取任
何报酬，玩灯所获收入全部用于自
身建设。

（下转2版）

——探访铜仁新春文旅市场

特约记者 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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