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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自
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
做好2025年“强基工程”——文艺助力
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工作的通知》，公
布重点结对共建项目名单，柳城县非遗
彩调文化文艺志愿服务项目成功入选。

柳城素有“彩调窝”的美誉，是广
西特色文艺之乡，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柳城彩调） 传承
基地。近年来，柳城县坚持保护与传承
并重，推动彩调文化进校园、进乡村、
进社区，让传统艺术焕发新活力，实现
非遗活态传承。

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白白的萝卜土里埋，青青的菜叶
排队排……”7岁的梁淼唱起彩调 《钱
牌腔》，有模有样。孩子的彩调老师，
是73岁的周锡生和67岁的何秋萍夫妇。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传统戏
剧，柳城彩调起源于柳城县大埔镇靖西
村。2009年，时任广西彩调剧团编剧的

周锡生回乡调研，发现全县会唱彩调的
人不多，柳城彩调濒临失传。“抢救柳
城彩调，刻不容缓！”2010年，周锡生
与妻子何秋萍返乡创办“老还童”彩调
剧团，自筹资金改造老宅作为排练场
地，为成年人教学，并于 2013 年开设
少儿彩调班，为 4岁至 10岁儿童免费传
授彩调技艺。

目前，“老还童”彩调剧团已培养
彩调少年 200余人，徐丽媛等 3人荣获
地方戏小梅花金奖。2016年，柳城彩调
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2017年，“老还童”彩调剧团成
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柳城彩调） 保护传承基地。周锡生获
得“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柳城彩
调） 代表性传承人”荣誉称号。

课间“有戏”绽放光彩

扇花、蹲身、亮相……近日，在柳
城县实验小学的操场上，学生们身着校
服手持彩扇学习彩调，一招一式无不体

现中国传统戏曲之美。
柳城彩调以唱腔优美、易学易演、

形式活泼的特点，获得众多文艺爱好者
的关注与喜爱。柳城县相关部门注重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多年来积
极开展戏曲进校园工作。

2018年，柳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把彩调“请进”校园。学校组织体育
组、少先队组教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教会学生跳彩调操。通过彩调操启蒙的
形式，进一步激发孩子们对传统戏曲文
化的热爱，让他们感受柳城彩调的独特
魅力，同时也锻炼了身体。

除了普及彩调操，学校还成立彩调
艺术社团，每周安排一堂彩调课，培养
彩调特长生。同时，邀请专业人士到学
校开展彩调唱腔、彩调基本功、彩调经
典名段的教学，让柳城彩调后继有人。

彩调传声 文化润心

近日，在柳城县冲脉镇大要村文化
活动室，一阵阵清亮的彩调唱腔传来：

“阿哥嫁女笑开颜，听讲不要彩礼钱，
怪多！怪多咧……”柳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陶久革带领村民学唱
新编彩调 《老覃嫁女》，以婉转动人的
旋律传递移风易俗的理念，现场群众听
得津津有味。

陶久革是冲脉镇人，多年来致力于
彩调的传承与发展。他在村里组建了彩
调文艺队，目前已有队员 30 余人。队
员们农忙时务农、闲暇时排练演出，成
为当地活跃群众文化、传播文明风尚的
重要力量。

陶久革和队员们积极编曲填词，把
移风易俗等内容融入彩调曲目，将村民
生活中反映邻里和睦、妯娌和谐、喜事
新办的内容编排成一出出脍炙人口的文
明大戏，用老调新声将移风易俗演出
来、唱出来。此外，文艺队还积极参与
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推动“戏曲进乡
村”，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
时，切实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通讯员 骆毅

柳城彩调 戏韵流芳
——关注柳城县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夏 季 雨 后 ， 远 山 含 黛 、 云 雾 缭
绕。群山环抱的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
龙美村覃村屯恬静宜人。在村前的一
片鱼塘里，粉白荷花摇曳生姿，或亭
亭玉立，或含苞待放，与层层叠叠的
翠绿荷叶交相辉映。微风吹过，阵阵
荷香沁人心脾，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
照打卡。

这幅醉人的生态画卷，不仅是夏日
限定的美景，更是覃村屯淳朴乡情的生
动映照。

“这片鱼塘面积约 20 亩，每年立
春过后，村民们就自发捐资购买鱼苗放
进鱼塘养殖。鱼塘里有五六千尾鱼苗，
采用‘鱼荷共生’养殖模式，在塘中养
鱼，水面种植荷花。”近日，正在管护

鱼塘的覃记安说，每年 6月，荷花陆续
开放，花期可至8月底。

覃村屯是少数民族聚居村落，民族
文化底蕴深厚，每年入冬都举办“开塘
节”，村民们通过开塘抓鱼的方式热热
闹闹庆丰收。“开塘节”这一天，村民
们将鱼塘的水排干后下塘捞鱼。抓完鱼
后，大家一起称重、分鱼，然后烹饪美

味佳肴宴请亲朋好友。
“进家吃饭呀！”游客在覃村屯漫

步，迎面而来的是村民的笑脸。到了傍
晚时分，荷塘边成为村民纳凉休闲的场
所。伴着荷香，大家笑谈家长里短，呈
现一幅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画卷。

本报通讯员 吴再丽
黄伟坚 报道摄影

近日，笔者在柳城县马山镇
马山四塘二队看到，300亩土地被
规划成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正
在采收西瓜的村民喜笑颜开（见下
图）。马山镇横山村下横水屯村民韦
水秀，以每年每亩1000元的价格租
下这片土地，进行甘蔗与西瓜套种。

韦水秀充分利用土地的空间
与时间资源，在第一年种植甘蔗

时套种西瓜。甘蔗生长周期较
长，西瓜生长周期相对较短，在
甘蔗尚未完全占据空间时，西瓜
能够在其间生长成熟，实现土地
高效利用。每亩地大约可收获
2000斤西瓜。6月初，西瓜正式上
市销售，吸引柳州、宜州等地不
少商家前来采购。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韦敏芬 摄

6月22日，“四季柳城·魅力
乡镇”——柳城县 2025 年文旅产
业“六大精品项目”展示活动之
柳城县文化馆 2025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体验活动，在县城白
阳广场举行。

现 场 ， 柳 城 云 片 糕 制 作 技
艺、柳城太平牛腊巴制作技艺、
东泉干切粉制作技艺等展示区摆

满了各类特色美食，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品尝购买。腐竹制作技
艺、柳城龙窑陶器烧制技艺体验
区，更是围满了好奇的市民。他
们在传承人的耐心指导下，体验
制作过程，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
魅力（见下图）。

本报通讯员 董龙杰 摄

近日，在柳城县社冲乡洛文
村大湖屯苦瓜种植基地，种植户
们将一筐筐新鲜的苦瓜搬运上货
车运往广东广州（见下图）。

该基地颇具规模，由柳城县
社冲乡、冲脉镇、寨隆镇、马山
镇的8户村民联合投资建成。不同
于其他种植基地，这里的生产种
植由夫妻搭档进行。从播种育
苗、田间管理到采摘收获，夫妻

二人默契配合，既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省了聘请工人的成本。为
了获得合适的种植土地，他们通
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以每年每亩
1600 元的价格租用土地，至今已
持续种植5年。种植户们表示，苦
瓜采收期长，只要管理得当，经
济效益较为可观。
本报通讯员 韦晓平 龙玉文 摄

日报消息 （通讯员邓克轶、
吴璇） 日前，柳城县行政审批局
联合市场监管、食品生产许可核
查等部门到社冲乡社冲村，对柳
州市利康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
淀粉生产项目进行联合勘验，为
下一步核发食品生产许可证提供
决策依据。

柳州市利康农业科技专业
合作社项目占地面积 6200 多平
方 米 ， 主 要 建 设 淀 粉 生 产 车
间、成品仓库、原料堆场，配
套建设锅炉房、污水处理站等
辅助工程。项目建成后可形成
年产 1.5万吨大米及薯类淀粉的
生产规模。目前，该合作社各
项建设均已完成。工作人员现
场核查相关资料、查看生产加
工场所，针对场地、设施、设
备 等 存 在 的 问 题 提 出 整 改 意
见。目前，该合作社完成整改
并 通 过 食 品 生 产 条 件 现 场 核
验，拿到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政务服务改革，提升审批服务效
率，柳城县行政审批局通过完善
和推行“部门联合、专家会诊、
审管联动”联合勘验工作模式，
与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交
通运输局等职能部门建立审管联
动机制，做好食品加工、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许可及校车运行线
路等审批事项的联合现场勘验，
确保审批服务便民化、便捷化。
今年以来，该县行政审批局针对
部分重点审批项目，共开展联合
勘验 10 余次，帮助相关企业顺
利办结相关证照的申办、核发。

日报消息（通讯员韦
成成报道摄影） 6 月 22
日，2025 年柳城县乒乓
球混合团体赛圆满落下帷
幕。

本次比赛吸引了众多
乒乓球爱好者踊跃参与，
16 支参赛队伍在赛场上
挥洒汗水激烈比拼，最终
柳城乒协队凭借稳定的发

挥和出色的表现夺得冠
军。

此次比赛的举办，为
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
一个交流切磋球技的平
台，让大家提高了球技，
也收获了友谊，展现积极
向上、勇于拼搏的体育精
神，进一步推动柳城县全
民健身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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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种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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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种双丰收
日子加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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