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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秧歌为什么能火榆林秧歌为什么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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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十四

晚，方山县 2025 年“金蛇闹春

共享团圆”元宵晚会在县影剧

院精彩上演，为全县人民献上

一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

盛宴，在营造热闹、喜庆、祥和、

奋进节日氛围的同时，也为新

一年“四宜”方山建设凝聚了奋

进力量。

舞蹈《春风伴你乐元宵》拉

开元宵晚会帷幕，瞬间点燃了

现场观众的激情与活力。紧接

着，歌曲《挂红灯》《拜大年》传

递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我祝

祖国三杯酒》歌声高亢嘹亮，表

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情景

表演《蒸蒸日上》呈现在观众面

前的是熊熊烈火，腾腾热气，让

人们感到温暖、感到鼓舞、感到

热烈。杂技《梦蝶》让大家近距

离感受到了杂技的魅力，过了

一把瘾。秧歌表演《正月里来》

以简洁流畅的舞姿，配以高亢、

激越、优雅的音乐，其热烈、喜

庆、吉祥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

喜爱。舞蹈《巳蛇汇北川》展现

了蛇的蜿蜒与灵动，唤起了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京戏《中华》

既保持传统京剧声腔艺术特

点，又融入现代音乐语汇和中

西方音乐表现手段，形成鲜明

的艺术个性和特色，讲述了中

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

美的中国故事。

人 是 故 乡 亲 ，月 是 故 乡

明。《于成龙》电视剧主题曲《男

儿青史写志向》的深情演绎，带

着观众穿越历史长河，感受这位本土廉吏的胸襟。三弦说

唱《乡村振兴幸福歌》唱响了党的好政策，将幸福与吉祥送

给了人民，也唱响了方山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旋律。朗诵

《来吧，请到方山来吧》真情讲述了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方山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发达，处处展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小品《幸福小馆》展现了方山民生福祉持

续增加，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舞蹈《争奇斗艳》舞出热

烈祥和蒸蒸日上的华美篇章，舞出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明

媚春天，也为整场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看得太过瘾了！”“非常精彩，过节

的气氛一下子就拉满了！”“我们全家都来看了，好看得很！”台

上节目轮番上演，台下更是掌声阵阵，喝彩不断。方山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薛利民说，今年的春节文化活动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演绎了现代文明，既体现

了民俗风情，又表现了喜庆的节日氛围。元宵晚会通过现

场互动与网络直播的形式，真正实现了与民同乐、全民互动

的美好愿景，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全

县人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无疑是方山县欢度春节、元宵节

期间一场璀璨夺目的文艺盛会。

春风拂岚州
秧歌连民心

火树银花映古城，欢歌笑语满岚州。传统

佳节元宵节到来之际，在岚县人民广场，该县县

委书记张新春、县长王小明带领县四大班子成

员和岚县经开区领导，手持彩扇、脚踏鼓点，与岚

县群众一道扭起了秧歌，用最质朴的方式演绎

一曲新时代党群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

红绸翻飞，彩扇舞动，矫健有力的十字步

踩着鼓点飞舞，将欢快、热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嘉年华活动恰是

岚县党员干部践行“四下基层”的生动注脚。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人居环境改善到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从高质量发展到一项项

民生实事的落地，党员领导干部唯有放下身

段、扑下身子，发展的宏图便有了最坚实的根

基，唯有走进烟火、倾听民声，改革的步伐一

定能找到最精准的节奏。

灯火里的岚州，多姿多彩。这一天，一场

与民同乐的狂欢再次证明：最好的政策在百

姓的笑纹里，最美的蓝图在群众的秧歌中，最

深的鱼水情，就在干部与群众手挽手、心贴心

的每一个春天里。 牛玉清 摄影报道

元宵节前夕，离石区凤山街道文昌路社区

携手晋商银行吕梁分行，开展了“元宵灯火映

邻里，共绘社区同心圆”主题活动。活动当日，

该社区广场被五彩的灯笼和飘扬的彩带装点

得格外喜庆，众多居民热情参与，现场热闹非

凡，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息。

活动在欢快的秧歌表演中拉开序幕。秧歌

队的成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服装，红的似火、绿

的如翠，衣角随风轻轻飘动。他们手持五彩斑

斓的彩扇，每一次开合都带着韵律，迈着矫健有

力的步伐，时而扭腰，时而转身，尽情舞动。他

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眉眼间满是喜悦，那

股子精气神儿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套圈圈和掷骰子游戏区域同样人气爆棚，

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居民。在套圈圈区域，一位

大爷微微眯着眼，身体前倾，手中紧紧握着套

圈，眼神专注地盯着不远处的奖品，轻轻一抛，

套圈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旁边的大妈

们则紧张地攥着衣角，嘴里还念叨着“加油，加

油”。掷骰子区域，大家围在桌前，眼睛紧紧盯

着滚动的骰子，有人兴奋地大喊，有人则遗憾地

跺脚。再加上游戏获胜者还能获得精心准备的

精美小礼品，这无疑让大家的积极性愈发高涨，

将活动氛围推向了又一个高潮；DIY 灯笼环节

则成为了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备受他们喜爱。

在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指导下，孩子们与

家长齐心协力，共同动手制作灯笼。桌上摆满

了彩色卡纸、剪刀、胶水、小木棍等材料。一个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拿起剪刀，按照模板裁剪着

卡纸，小眉头紧皱，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

珠。身旁的妈妈则温柔地看着他，不时伸手帮

忙调整一下角度。不一会儿，一个个独具创意、

造型精美的灯笼便在他们手中诞生。看着自己

亲手制作的成果，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

满足的笑容，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般

灿烂；猜灯谜区域也挂满了写满各种谜语的纸

条，纸条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宛如一只只灵动的

蝴蝶。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历史、文化、生活常

识等多个领域，既充满趣味性，又富有知识性。

居民们三五成群，有的一手托着下巴，眉头紧锁，

陷入沉思；有的则兴奋地拉着同伴，分享自己的

思路，热烈交流讨论，现场气氛十分融洽。不时

有人成功猜出谜底，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纸条，

快步前去领取奖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次元宵节活动，意义非凡。不仅让居民

们深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

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还为居民们搭建起了一个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

有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有力地促进了社区

的和谐发展，真正绘就了社区的“同心圆”。

本报讯“本来想着是去碛口古镇，刚才在底下看到布

置的灯会，就直接开车上来逛了逛。算是意外之喜吧，这块

看着古建筑挺有意思的。灯会，新农村改造挺好的。”在柳

林县孟门镇后冯家沟村观赏新春灯会的一位游客高兴地

说。

柳林县孟门镇后冯家沟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是柳林县打

造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后冯家沟村深

挖特色优势资源，精心筹备了新春灯会、大众冰雪季、版画展、

名优小吃展销，举办了秧歌、年俗、舞蹈等大型文艺展演，全力

展现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新名片。

春节期间，走进后冯家沟村，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绚

丽多姿的花灯、错落有致的花树，大红的灯笼与红彤彤的对

联，扮靓古朴的院落与窑洞，传统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移步皆是景，举目都是画”的独特文化韵味引来了八方

游客，游人如织，大家沿着蜿蜒的石阶拾级而上，走进整洁的

院落内，拍照留念。许多人怀揣对传统村落的好奇与对新春

的美好期待，来此共享新春佳节，成为宣传当地发展成就的

重要窗口。游客高丹说，“很高兴今天借着春节假期，带着

家人来咱们后冯家沟游玩。来到这里也是特别震撼，希望

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能来这儿旅游，了解我们古村落的

文化特色。”

柳林盘子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柳林县绕

不开的春节年俗文化。2月 5日是农历正月初八，柳林县第

二十三届盘子会年俗文化旅游月弹唱专场演出在该县汇

丰广场如期上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此次弹唱文

艺演出，由柳林县文艺爱好者、民间弹唱艺人为主体，演

出在独具柳林文化特色的弹唱表演《拜大年》中拉开帷

幕。《金钱梅花落》《审录》选段、《倒点灯》《割洋烟》等节目

依次登台亮相。民间弹唱艺人身着演出服装，手舞彩扇，和

着节拍，边扭边唱，幽默诙谐的唱词让台下的观众大饱眼

福，跟着互动。 （王卫斌）

柳林县

文化惠民闹新春

“银发”生辉闹新春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新春佳节，有一群老人，他们不辞辛劳，

奔波在基层的各个角落，用自己的热情和行

动，为这个春节增添了别样的温暖与欢乐。

他们就是交口县委老干部局的党员干部。为

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他们精心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党的关怀和优秀传统文化，如春风

化雨般滋润着每一位百姓的心田。

农历正月初九，阳光明媚，双池镇的大

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年味。一大早，双池镇

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的慰问队伍就已

准备就绪。老年大学锣鼓队的成员们身着

鲜艳夺目、绣着精美花纹的服装，个个精神

抖擞，手中的鼓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

属的光泽。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

的步伐，向着退休老党员、老干部的家中走

去。每到一户，锣鼓队便献上一段精彩的威

风 锣 鼓 表 演 。 激 昂 的 鼓 点 ，时 而 如 万 马 奔

腾，气势磅礴；时而如潺潺溪流，灵动活泼。

那富有节奏的鼓镲声，不仅敲出了节日的喜

庆，更敲进了老同志们的心田，让他们真切

地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一位退休

老干部激动地说：“在这新春佳节，还能收到

党组织的关怀，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心里

别提多高兴了！”

“好久没看到这么热闹的秧歌表演了，老

同志们的精气神真足，让我们也感受到了浓

浓的年味！”从农历正月初六起，桃红坡镇的

乡村道路上便响起了欢快的音乐声和阵阵欢

声笑语。桃红坡镇老干部党支部和老年大学

组织的秧歌文艺下乡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数十名老同志身着五彩斑斓的节日盛

装，宛如天边的彩霞般耀眼。他们的脸上洋

溢着热情与喜悦，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载歌载

舞。有的头戴精致的头饰，仿佛穿越千年的

时光；有的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尽显文化底

蕴。优美的舞姿，或轻盈旋转，或舒展跳跃，

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多变的

队形，时而如蛟龙出海，气势恢宏；时而如百

花绽放，绚丽多彩。他们为农村、厂矿企业群

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接地气的

秧歌表演，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

盛世的和谐与欢乐。

元宵节活动中，石口镇的广场上灯火辉

煌，热闹非凡。老年大学和石口镇老干部活

动中心组织并参与的交口县“猜灯谜闹元宵”

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参与。秧歌队伍

在广场上翩翩起舞，彩绸在空中飞扬，如同一

道道绚丽的彩虹；锣鼓声声震天，那雄浑的声

音仿佛要冲破云霄，向人们诉说着节日的喜

悦。老同志们与广大群众一起穿梭在挂满灯

谜的长廊下，或驻足思考，或热烈讨论，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五彩斑斓的花灯，造型

各异，有憨态可掬的动物灯，有栩栩如生的

人物灯，还有寓意吉祥的荷花灯，将整个活

动现场装点得如梦如幻。大家一起猜灯谜、

赏花灯，共度欢乐祥和的元宵佳节，将节日氛

围推向了高潮。一位小朋友开心地说：“今天

玩得太开心了，猜了好多灯谜，还看到了漂亮

的花灯和精彩的秧歌表演，这个元宵节太难

忘了！”

此次春节期间的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

交口县老干部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无私

奉献的高尚情操。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乡村振兴贡献了“银发”力量。同时，这些活

动也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个新春佳

节，交口县委老干部局党员干部用他们的热

情和付出，让全县人民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

氛围和党的关怀，他们的身影也成为了这个

春节里最美的风景。

这个年，榆林火了，就因为组织了一场全国秧

歌展演。

春节期间，这座承载着厚重文化历史的古城，

硬是把全国各地的秧歌表演团队邀请了回来，从

进入正月就开始每天大规模地巡演。有人说这样

盛大的全国展演，不仅唤醒了千年文化韵律，更展

现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但对于大多数群众来

说，最大的认知和感知是从一次真正的春节气氛

中找回了记忆深处的那种年味。

陕北秧歌本就有名气，在全国秧歌展演的舞台

上，来自榆林各县区、各个系统的秧歌队伍虽然在艺

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做了编排，但作为“东道主”舞

出的一支支陕北秧歌，不得不让观众折服。绥德秧

歌奔放豪迈，尽显陕北汉子的阳刚之气与女子的热情

大方；子洲秧歌道具丰富，彩绸、花伞等运用巧妙，色彩

斑斓；定边霸王鞭、彩跷表演风格淳朴、舞蹈热烈；清

涧插梆子动作干练，清脆响亮，具有感染力……

不难看出，榆林人会把自己好的东西推介出

去，会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把自己的优秀的东西

宣传出去。这是对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一种能

力和担当。

中华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一点在榆

林人身上也看到了，在榆林组织的这次大规模秧

歌展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国秧歌展演活动不

仅是一场传统非遗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南北方、

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会。广东省潮汕英歌舞、河北

省井陉拉花、福建省采茶舞、辽宁省上口子高跷秧

歌、山东省商河鼓子秧歌等外省队伍展示了各自

地区的秧歌特色，更有甚者，还有俄罗斯民间舞蹈

团、泰国碧差汶皇家大学艺术团、保加利亚“扎德

拉维特斯”民间舞蹈艺术团、韩国华城舞蹈团等国

外表演，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视觉体验，让大家领

略到不同国家、不用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传承发展就需要有榆林人这样的姿态，

只有这样的姿态，我们的每一项传统文化也能像

榆林秧歌一样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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