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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了一天，傍晚时分的
和家宴可谓是“五·廿八”城
隍庙会的重头戏。中渡古镇北
街、南街和西眉街 （新街） 等
地摆上一张张圆桌，从街头延
伸到街尾，本地居民和外地游
客坐下来一边唠家常，一边品
尝美食，享受惬意时光。

和家宴是中渡一项独特民

俗，源于“百家宴”，由古时
中渡的“吃和饭”演变而来。
宴席开始前，德高望重的长者
宣讲村规民约，教育大家要团
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同遵守
村规民约，促进古镇百业兴
旺。据了解，2014 年中渡和
家宴获评柳州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和家宴上，有五谷丰登大
杂烩、岁岁平安豪细松和团团
圆圆酸甜肉圆等名菜，除了因
为它们蕴含美好的寓意，还因
这些菜所用配料极多，手工艺
复杂，可以称得上独具特色，
让游客在观赏中渡美景的同
时，还过足了嘴瘾，实现视觉
和味觉的“双丰收”。游客李先
生分享道：“这里的风景很美，
菜也很有特色，豪细松非常好
吃，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

“五·廿八”城隍庙会，
作为中渡镇最重要的民俗文化
活动，从清代延续至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它不仅教育街
坊邻里团结友爱、和睦共处，
也向大家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
力。
本报通讯员 李林洪 廖红梅

江凤萍 龙金伟
覃跃 肖虹路 报道摄影

近日，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名
单公布，鹿寨县中渡镇朝阳村凭借

“产业兴、乡风淳、文化活”的文
明创建特色上榜，成为乡村振兴征
程中文明创建的亮眼坐标。

走进朝阳村，“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的如画美景映
入眼帘。村庄宁静简朴，却处处洋
溢着蓬勃生机，文明建设不仅提升
了乡村的“颜值”，更激活了发展
动能。近年来，该村先后投入 2000
多万元实施基础提升工程，修建完
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通过修建产
业道路、水渠、洗衣码头、“两高
两道”等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大幅
提升，成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建设点、全区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示
范点。谈及村里的变化，村民们满
脸喜悦。该村村民卢昌涵分享道：

“现在建设新农村，路宽阔，又有
球场、戏台、老年人健身场所，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朝阳村之所以拥有令人赏心悦
目的村容村貌，得益于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经验做法。近年来，朝阳村
紧紧抓住全国文明村镇创建这一契
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秉持“党建带创建，创建促党
建”的发展理念，打造了“自治区
五星级党组织+自治区党代表工作
室+独寨屯水美乡村+独寨凌霄景
区+鹿寨县蜂鸟国防教育基地”五
位一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点。
如今的朝阳村，已成为传承中渡记
忆、讲好中渡故事的好地方。

为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该村还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持续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在每年广西三月三、中秋、国庆、重阳节等重
要节日举办文艺演出活动，并积极开展各类评比创建及

“立足岗位作贡献”“为民办实事”等志愿服务活动，用
文明实践作笔墨，绘就了一幅“村民富、村庄美、村风
好”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画卷。

文明创建，产业先行。在文明村镇创建中，朝阳村
把产业振兴作为创建的基础，摆脱了过去产业单一、收
入微薄的困境，在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下，积极探索农
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以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发展稻螺养
殖、优良蛋鸡养殖、水稻制种等特色产业，同时引进研
学企业，推出特色研学路线，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走出
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田野生金，产业兴旺，朝阳
村正以创新模式点燃乡村振兴的“加速引擎”。

此外，朝阳村还创新建立了“文明创建+乡村治
理”联动机制，培育了“敬业爱村、团结友爱、家庭和
睦、乐善好施”的文明乡风。在社会治理方面，朝阳村
注重民主决策，村内重大事项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表决，充分发挥村民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理事会
作用，实现了群众从“旁观者”到“主人翁”的角色转
变。在联动机制的规范下，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现象明
显减少，文明新风尚在村里蔚然成风。

环境美起来，乡韵醇起来，生活甜起来……如今的
朝阳村，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国文明
村镇”这块金字招牌，更让这个有着深厚底蕴的村落，
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以文明实践为画笔，绘就乡风文明
与现代治理、产业发展交融的振兴图景。

中渡镇朝阳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韦代禄表示，
将积极巩固全国文明村镇创建成果，一以贯之推进文明
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继续深化农、旅、文深度
融合，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挖掘更多特色文化资
源，打造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样
板，让文明之花在朝阳村越开越艳。

本报通讯员 廖红梅 黄桥凤 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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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村村容村貌。

美丽的朝阳村。

古色古香古镇美 民风民俗民众欢
——2025年“神奇中渡”乡村旅游文化节暨“五·廿八”城隍庙会热闹非凡

经过千年岁月
沉淀，鹿寨县中渡
古镇如诗如画，青
砖黛瓦间藏着道不
尽的烟火故事，每
年农历五月二十八
是这座古镇最为热
闹、最为迷人的时
刻。6 月 20 日至 23
日，2025 年“神奇
中渡”乡村旅游文
化 节 暨 “ 五 · 廿
八”城隍庙会如期
而 至 ， 城 隍 爷 巡
城、打铁花、和家
宴等众多民俗文化
活动轮番上演，为
广大市民及游客带
来一场热闹非凡的
文化盛宴。

6 月 20 日 下 午 ，

中渡古镇稍显宁静，
为了迎接古镇一年之
中最热闹的日子，工
作人员、商贩和古镇
居民正在进行最后的
准备。眼下不妨先漫
步在中渡古镇的青石
板路上，欣赏古色古
香的明清建筑，触摸
岁月的痕迹，感受历
史的厚重。这座曾因
洛清江水运而繁华的

“四十八 明珠”，如
今洗尽铅华，只余青
石巷里不疾不徐的人
间烟火。

循着青石巷行至
洛江畔， 600 多岁的
古榕树与碧水清波蓦
然入画，树叶随风摇
曳 ， 鱼 儿 在 水 中 嬉
戏，一派恬静和谐景
象。古榕树下，游客
在 祈 福 牌 上 写 下 愿
望，将其系在树上，
祈求新的一年心想事
成。“我第一次来中渡
古镇，正好遇到这次
活动，感觉这里景色
好看、美食好吃，真
不错。”游客叶女士
说。

夜幕降临，灯笼
朦胧光影中的中渡古
镇别有一番风味，人
们纷纷聚集到镇政府
广场，等待即将举行
的打铁花表演。在群
众的呼声中，只见技
艺娴熟的工匠们将高
温的铁水用力击向天
空，瞬间，铁水在空
中绽放出万朵金花，
如天女散花，又如流
星划过夜空，“铁树银
花落，万点星辰开”
的绝美画面呈现在众
人眼前。观众们不时
发出阵阵惊叹，纷纷
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
彩瞬间。“我今天看了
打铁花，像孔雀开屏
一样，非常美。”小朋
友秦小雅说。

除了传统的非遗
技艺表演，绚丽多彩
的烟花秀也为此次城
隍庙会增添了祥和安
康的节庆氛围。五颜
六色、美丽灵动的烟
花如万千繁花，在夜
空中绽放，照亮了宁
静祥和的古镇，为市
民游客带来了一场难
忘的浪漫与欢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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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

6月 22日上午，一场承载
着千年记忆的民俗盛宴在中渡
古镇武庙广场火热上演。随着
主持人高声唱和，“篈袍”仪
式正式开始。在仪式中，主祭
官向城隍神像敬献官印、宝剑
以及绣有“膏泽芘荫”的官
袍。现场人头攒动，场面热烈
壮观。

“篈袍”仪式结束后，慕
名前来的游客们自发进行祭庙
活动，祭拜城隍，礼敬神明，
在袅袅香烟中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万事顺遂、幸福安
康。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吸引
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参与。

“ 我 今 天 带 着 家 人 朋 友 过 来
玩，现场观看了‘篈袍’仪
式，感觉这里的传统文化氛围
非常浓厚。我们还近距离体验
了民俗活动的魅力，挺不错
的。”游客刘女士说。

6月 23日上午，中渡古镇
武庙广场前人群熙攘，热闹非
凡。10 时 18 分，随着激昂的
锣鼓声响起，双狮起舞，鸣锣
开道，身着古装的轿夫们稳稳
抬起城隍爷的轿子，开启巡城
之旅。抬阁上，孩子们装扮成
神话人物，灵动的眼神和可爱
的姿态引得众人纷纷拍照；挺
马队伍中，骑手们英姿飒爽，
骏马步伐矫健；旱船则在“艄
公”的划动下，左右摇曳，仿
佛在水中航行，为活动增添了
浓厚的传统氛围。

一路上，街道两旁围满了
热情的观众，大家纷纷拿出手
机记录下这一精彩时刻。人群
中，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
游客何女士兴奋地告诉笔者：
“‘五·廿八’城隍庙会是中
渡一年一度的活动，活动很丰
富，舞龙舞狮、敲锣打鼓，真

热闹，年年我都来看。”
在巡游队伍中，一群身着

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的年轻人
格外亮眼。他们踏着欢快的鼓
点跟队而行，五彩衣袂间，不
同民族纹样交织成锦，既展现
出各民族共创盛世的美好愿
景，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

“能够参与这次巡游，穿
着民族服饰展示文化特色，我
感到无比自豪。希望通过我们
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各民族
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巡游

人员黄萝璇说。
中渡古镇纪念城隍的传统

由来已久，人们将城隍爷视为
保吉祥平安之神，定于每年农
历五月二十八举行盛大庆典活
动来纪念他，此活动后来成为
中渡镇最为隆重的民间传统节
日。2018年，鹿寨中渡城隍庙
会入选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渡
古镇也因此吸引了更多游客前
来体验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
感受悠悠古韵。

共赏古镇风光

共享美食盛宴

打铁花。

游客在榕树下祈福。

和家宴和家宴。。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孝强王孝强 摄摄

“篈袍”仪式现场。

城隍爷巡城城隍爷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