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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的喜悦传到千家万户，丰收的赞歌唱出新
时代的农村美……”
  “九月的乡村，是农人弹奏的乐章；九月的乡村，
是一幅秋收的画卷……”
  ……
  9月19日，由市文联（市作协）主办，宜君文联（作
协）协办的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品悦书香·幸
福铜城”农民原创诗歌诵读会在宜君县彭镇白家塬
村文学小院举行，我市部分农民诗人和骨干作家参
加。虽然下起了雨，但大家诵读诗歌的激情不减，活
动现场热闹非凡，节目精彩纷呈，村民老白说，“太好
了，这就是给村民送来的一场文化盛宴。”

  平日里，白家塬村的文学小院时常迎来三三两
两的村民前来读书、学习果树修剪，玉米种植等农业
科技知识，十里八乡、县城以及铜川、延安的文学爱
好者纷至沓来，漫步在文学的海洋里，享受惬意美好
的时光。印台区作协名誉主席杜战荣说：“在群山沟
壑之间，谁能想到有这样独具特色的文化园地，纯朴
的农家大院洋溢着文化的馨香，真是太精彩了。”
  小院的主人刘小元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他自幼
喜欢读书，爱好写作，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
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至2022年担任宜君县作家协会
主席，2022年选举为宜君县文联（作协）副主席。他生
活在田间地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接地

气，乡土气息浓厚，生活画面感很强，深受老百姓
喜爱。
  刘小元目前正在创作一部反映乡村巨变题材的
小说，反映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的成果和
乡村振兴中的美丽乡村。多年来，他创作诗歌、散
文、小说、小品、剧本、歌词等100余万字，作品朴实，
真情实感，书写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和家乡人日新月
异的变化。2018年，刘小元创作的《宜君转角楼》一夜
间传遍了宜君的大街小巷，宜君、铜川多家媒体网络
平台刊登，陕西省作家协会平台“文学陕军”刊登；创
作的家乡美铜川市四区一县系列作品在“文学陕军”
连载刊登；创作的歌曲《大美宜君等你来》获铜川市
首届群星奖。
  2022年，在市、县文联的大力支持下，刘小元在家
里创办了农家读书小屋，后被市文联挂牌验收成为
乡村文学小院。他把书籍做了归类，购置了书柜，阅
览桌，村民闲暇时来此阅读。遇到周日，县城的孩子
在家长的陪同下也来看书学习，更可喜的是周边村
子，以及黄陵、白水，铜川的几个区县许多文学爱好
者纷纷前来参观交流学习，省内许多知名作家也慕
名而来交流文学创作。
  刘小元的乡村文学小院书屋现有藏书五千余
本，成为村民群众性文化活动场所，也成为白家塬村
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今年，刘小元又添加了一千
余本书籍，能满足更多人的读书需求。如此一来，便
能带动身边更多人热爱读书，让“小院子”彰显“大文
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加油站。
  走进小院书屋，迎面是几个书架，各类党政读
物、红色书籍、农村实用技术等整齐地摆放着，旁边
还有不少的书画作品。“地方不大却设计精美，感悟
乡村文化、品味浓浓书香，在乡野间让我们驻足静
心，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前来读书的张先生这
样说。
  刘小元说：“看到这么多的人来读书，更加坚定
了我办好乡村文学小院的信心。我将依托文学小
院，助力乡村振兴，为村民文化生活奉献绵薄之力，
力争把农家书屋打造成乡村文化的一面旗帜，助力
宜君加快推动文化强县建设。”
  2023年，刘小元家庭被评为铜川市第三届书香文
明家庭，他说：“因为脚下沾满了泥土，生活中的故事
才绿意盎然。我爱读书，让村民能够有书可读，一直
是我的梦想，哪怕是一只萤火虫，也要努力发光，照
亮生活。”

  十二岁那年，家里突遭变故。春天时，奶奶和父
亲因病相继去世。家里的天一下子塌了，塌下的还有
一摊子的外债。
  那段时间，我和母亲的生活很是艰难。为了早日
把欠账还上，母亲借了12块钱，准备买俩猪仔回来养。
等养大出槽卖了，能还上好几笔账。母亲说这话时，
阳光在她脸上跳跃，两鬓划过丝丝缕缕的银白。
  冬月的一天，我跟母亲去韩城街赶集买猪仔。西
关大柏树下，扎着一个书摊，书摊旁挤满了人。
  书摊有三张凉席那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
我一步也不愿挪开，像干涸的鱼儿忽然见到海洋一
样。我说，妈，你去买猪仔吧，我在这儿等您。不等母
亲回答，我便蹲了下来，眼睛不听使唤地在书海里寻
觅起来。
  我打小喜欢书，之前喜欢看连环画，现在喜欢读
故事书，毕竟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
  那套《365夜故事》，就是那时闯进我的眼中的。
  我们班的刘水旺就有一套这样的书，不过，他谁
也不借。他说这书金贵着呢，是他爹到县里开会时买
的。为此，刘水旺不知道赚取了多少羡慕嫉妒的目
光，自然，也包括我的。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拥有一
套《365夜故事》。
  现在，这套书就摆放在我的眼前。我怕别人抢先
一步，赶紧将书扒拉到跟前，来不及翻看内容，先看定
价，（上下册）2.1元，这个数字让贫穷的我一下子傻眼
了。这钱对于我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我

每学期的学杂费才1元钱。我垂头丧气地将书放到原
来的位置上，将手掌凑到口鼻上，使劲儿吸口气，淡淡
的墨香直入肺腑，真好！
  我无心再看其他书了，生怕收获更多的失望。为
了分散注意力，我的目光开始在人群里逡巡。
  在书摊这里，老中青都凑齐了，但更多的是像我
一样的小学生。那时候，人们对书的渴求，是现代人
所无法想象的。
  书摊老板三十来岁，胸前挂着个人造革黑包，收
钱、找零，在售出书的封底上盖章，忙得团团转，脸上
汗津津的。
  忽然，我的脑海里灵光一闪，眼睛不离老板，却将
手慢慢伸向那两本书，接着又眼扫一遍周围人，发现
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书上。我舒了口气，心却“突突”狂
跳不止。猛然间，屏住呼吸，牙一咬，心一横，快速抓
起那两本书，朝棉袄襟下塞去。
  “啪”，我的肩头被重重地拍了一下，吓得我差点
跌坐在地上，赶紧放下手中的书。起身回头，母亲背
着挎篓，黑煞着脸说，走，跟我回家。
  路上，母亲没说一句话，也没看我一眼，自顾背着
挎篓低头走路，挎篓里俩猪仔不愿意地“哼哼哼”一
路。我说，妈，你歇会儿，我来背。母亲将挎篓左肩换
右肩，并不理睬，我只好忐忑不安地跟在后面。
  夜里，母亲也没搭理我。直到临睡前，她才说，
等过了这两三天，我去把那套书给你买回来，赶紧
睡吧。

  半夜醒来，我听见对面床上母亲压抑不住的啜
泣，我的心像被揪了一下，生疼。
  第二天早上醒来，早已不见母亲的踪影，锅里是
提前做好的红薯稀饭，热乎乎的。
  三天后，我没等来那两本《365夜故事》，却等来了
母亲摔伤住院的消息。
  原来，母亲为尽早攒够买书的钱，每天爬两回北
山垴割荆梢，然后扛到大队的小煤窑上卖，一斤五厘
钱。就为了峭壁上的一蓬荆梢，母亲在攀爬中一脚踩
空跌了下来，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
  住院期间，母亲得知护理她的小护士是韩城街
人，便求她买回了那套《365夜故事》。
  母亲伤愈出院，落下了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
我被后悔、愧疚、自责包裹得严严实实，透不过气来。
我说，妈，都怪我，让你受这么大的罪。母亲笑笑，抚
摸着我的头说，值了！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这两本书，就摆在我面前的
桌子上。母亲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离我而去了，但她
用一条腿换来的这套《365夜故事》却一直陪伴着我。
它 像 一 条 拐 杖一
样，支撑着我好好
走路，不走弯路，不
走邪路，一直走到
今天，还将支撑着
我 走 到 生 命 的
终点。

书是一根拐杖
亢留柱

刘小元和他的文学小院
本报记者 李阳

  9月17日下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在铜川图书馆报告厅与铜川青少年读者见面，并现
场作“阅读丰盈人生 文学点亮心智”主题讲座，意在激发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引导他们养成热爱
阅读的习惯。                          通讯员 程媛媛摄

村民们在刘小元文学小院书屋内阅读书籍

  本报讯 （通讯员 辛国炜）近日，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
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铜川举办，本次展览展出摄影作品
150件，铜川市入展12件，在数量、质量上取得了历史好成绩。
  作为陕西省艺术节的重要内容，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
品展每三年举办一次，是陕西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作品种类最
齐全的视觉艺术展览。对此，铜川市群众艺术馆积极参与，组
织“360°看铜川”摄影团队围绕铜川地域文化、转型发展成果，
孙思邈养生理念，以及近两年铜川的重大活动开展专题采风创
作。同时，邀请专家做专题培训，召开专题培训研讨和动员会，
备战“十艺节”摄影展览，遴选20位摄影人200幅作品投稿，最终
入展10人12幅作品。展出的摄影作品语言凝练、风格独特、题
材多样，思想观念新颖，内涵丰富，表达了摄影家内心的情感和
对家乡浓浓的热爱，同时反映了铜川自然、经济、工业、文旅发
展的成果。

我市12幅摄影作品入选

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 张梦焕）近日，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
小说《猎罪者：我在重案队的日子》，在微信读书TOP50小说
榜上排名飙升。
  该小说的主人公万子良刚从刑警学院毕业，就遇上东海
公安局刑侦改革，被分到刑侦一线。他面临的不仅是危险的
杀人犯，还有多年悬而未决的命案积案以及最前沿的犯罪手
段——— 比特币、非接触性犯罪、AI犯罪……小说讲述了时代
变化下，传统刑侦和新型技侦的交替，传统犯罪代表案件和
非接触性犯罪的演变，刻画了无声战场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的“猎罪者”群像。
  该小说的作者万安是铜川耀州人。万安就职于上海公
安局刑侦总队，负责大案、要案。刑警803是上海家喻户晓的
刑警符号形象，因刑侦总队门牌号803而得名。万安就是刑
警803中的一员，也是电视剧《刑警803》的编剧。
  在20多年的刑警生涯中，万安参与侦破过700多起大案
要案。他曾带队生擒过重案要犯，审讯过跨国毒犯，抓捕过
连环案凶手，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边的每一位刑警
战友都是我写作的灵感来源”，由于案件的真实性和稀缺性，
不少悬疑犯罪小说和影视作品都借鉴了他的作品内容，如著
名悬疑小说家那多曾在小说《骑士的献祭》后记中专门感谢
万安，因为小说真实案件的来源就是万安。

铜川籍作家万安小说《猎罪者》

在微信读书小说榜排名飙升

  本报讯 （记者 张梦焕）近日，铜川电影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在照金举行，多位省市级电影界领导、专家围绕“铜川电影
如何高质量发展”深入探讨交流。
  铜川现有71家影视公司，影视行业从业者300余人，近几年
产出《塬上》《我在耀瓷小镇等你》《山村圆舞曲》《闪亮的军号》
《迷途重生》《夜宿梨树湾》《马咀是个村》《此心安处是故乡》《浴
血阻击》等15部电影，均在电影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专家们指
出，陕西电影铜川经验的成果值得借鉴，铜川地缘电影支撑了
西部电影的高度。与会领导和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结合
实际，就铜川电影发展路径、方向及产业布局提出了各自的观
点和建议。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蔺雨认为，铜川电影
所取得的成果与铜川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以及各级领导的关怀
分不开，并从铜川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中医药文化、民
间文化和文学艺术及从业人员培训等多角度对铜川电影发展
提出宝贵意见。

铜川电影将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 （记者 吴洋凯）9月
14日，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瞰春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演
出的原创煤矿题材大型话剧《唱支山
歌给党听》在我市耀州区文化艺术中
心精彩上演，受到观众好评。
  话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以铜川
矿务局矿工姚筱舟的人生经历为背
景，通过讲述他在艰苦岁月中创作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历程，书
写了三代陕煤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
对煤炭事业的孜孜追求，展现了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煤炭工业
发生的巨大变化，塑造了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矿工
形象。全剧以一首饱含深情的《唱
支山歌给党听》贯穿始终，表达了陕
煤人对党的由衷热爱和对煤炭事业
的无限热忱。
  两个小时的演出，观众的掌声、
喝彩声不断，直至演员谢幕，观众的
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看了这部剧很受感动，咱们铜川以前是煤炭资源城市，
矿工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部戏让我们真切地
感受到矿工精神的伟大。”铜川市矿务局退休矿工张师傅说。
  “话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成
为激励我们新一代煤矿人的‘活教材’，它用生动形象的表演
形式，完美地展现了我们陕煤人的‘三特精神’。作为新时代
的煤矿青年，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要拥有实干
担当的奉献精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面对困难、勇当先锋，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光和热。”观众伏彦刚在观看过后深
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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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田绍杰）近日，铜川博物馆被授予首
批“陕西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实验基地”，这是对铜川博物馆积极
开展馆校共建活动、推动历史文化传承的充分认可。
  近年来，铜川博物馆坚持文化育人原则，充分发挥“一个
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的作用，依托历史资源优势，积极与
学校开展馆校共建活动，让更多青少年与优质文化资源相遇，
增强青少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推动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
  以文化育人为己任，铜川博物馆先后与铜川市第一中学、
特殊教育学校等开展“馆校共育”活动，通过研发《铜博微课》
《我们的节日》等系列研学课程，使共育活动有的放矢，内容丰
富；分别走进铜川高新实验学校、新区学府幼儿园等，开展“第
二课堂”活动，通过打破时空边界，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通过“流动博物馆”扎实推进博物馆“六进”活动走
深走实。定期组织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形成辐射性的教育网
络，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
知世界万千气象的课堂。
  着眼于提升青少年历史文化素养，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主
题社会教育研学活动。联合铜川朝阳实验小学等学校举办“我
在铜博修文物”系列活动，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生们亲身体验
文物的发掘、修复、拓印等“涅槃重生”过程，培养青少年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先后实施“沐浴家乡文化、感受铜川魅力”“凝望
历史、传承文化”等研学活动，让历史文化走近少年学子，推动
实践教育再上新台阶。
  创新社会教育宣传方式，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
平台，积极打造“铜博留声机”“铜博风采”“铜川历史名人”“铜
博生僻字”“铜博冷知识”等专栏，拍摄网络宣传视频，开展“我
在铜博修文物”直播活动，打破社会教育工作时间和空间上的
限制，拓宽文化触及青少年的途径，为社会教育工作打开新的
想象空间。
  截至目前，铜川博物馆已累计开展“我在铜博修文物”
“铜博修复课堂”活动9次；先后组织“沐浴家乡文化、感受铜
川魅力”“凝望历史、传承文化”等各类研学活动20多次；实施

“第二课堂”系列活动20次，有力促进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见
到实效。

铜川博物馆“馆校共育”成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