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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育人 家风传承

走进古榕环绕的澄江古村，穿过

鹅卵石铺就的古巷，千年古村的厚重

触手可及。据澄江谭氏族谱和于都县

志等史料记载，后唐 930 年前后，杨筠

松门徒刘江东在澄江开基建村。300
多年后，金榜题名的文天祥，特意为澄

江修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和城墙，建

成谭氏小城，并为谭氏始修族谱撰写

序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

军曾在这里驻扎，村里先后有 100 多

人参加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勤劳的澄江村民感恩奋进，每个人

都成为了不起的自己，耕者躬身农田，

商者谨守诚信，军者报效祖国。

村史馆的建成，已成为忆古思今、

自我教育、凝心励志的“精神文明家

园”。村史馆建成后，当地群众一改往

日聚众打牌、闲聊的陋习，一有空就往

村史馆跑。“村史馆设立后，老表们说

话更文明了，邻里乡亲之间口角也少

了很多。”退休教师谭晓云说。

追根溯源，家风传承。村史馆建

成后，澄江老表全力支持、主动参与对

关心关爱优抚对象和退役军人工作，

文明新风尚蔚然成风。在军烈属谭二

长的房屋新建过程中，乡亲免费将房

子让给正在新建房屋的施工人员居

住，还免费给施工队伍送茶送饭；文化

小广场的文化墙写满了乡亲们对帮扶

单位火箭军感恩的话语，“火箭军叔叔

好”成了小朋友同军人的问候语。

质朴风情 励志传承

用物品记住历史，用图片记录

进程。澄江村村史馆通过深入挖

掘村情村史，充分展现澄江的民俗

风 情 独 特 底 蕴 ，展 示 名 人 志 士 的

先 进 事 迹 ，反 映 人 民 群 众 奋 斗 创

业 的 光 辉 历 程 ，激 发 农 村 广 大 群

众对美好家园的荣誉感、归属感和

幸福感。“通过村史馆的建设，营造

凝心励志的良好氛围，让村史馆在迎

战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中发挥

无可替代的作用。”澄江村党支部副

书记谭福荣说。

今年 66 岁的谭年浪，因肢体残疾

于 2014 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儿

子儿媳常年在外务工，留下谭年浪一

人在家，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村史馆

建成后，看到村民们经常往村史馆跑，

他带着跟风的想法也时不时来到村史

馆。不想，谭年浪竟然养成了每天必

到村史馆的习惯，深受感染的他很快

就改掉了酗酒的习惯，把房前屋后、家

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还隔三差五

把自己种的菜挑到市场上去卖。“卖的

钱不多，日子过得很踏实。”谭年浪乐

呵呵地说。

对于村民来说，村史馆的建成，让

他们感受到代代相传的村风民风，记

住老前辈艰苦奋斗的不易，更加珍惜

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村史馆建

成后，村民的自豪感得到明显提升，村

民认为，村史馆是传承乡村文化、教育

村民的“定海神针”，让村里的文化根

脉不至于断根，可以凝聚人心，让村民

更加团结自信。

故土留根 文脉传承

踏进百年老宅澄江村村史馆，古

色古香扑面而来。开基建村、文天祥

侍读澄江、刘伯温学艺澄江、谭光道五

代受封、红军驻扎澄江、家风传承、火

箭军帮扶，一幅幅图片记录进程，一件

件物品全面展示了该村的历史和现

在。“通过参观村史馆，让我们更全面

了解到祖先有那么多的乡贤，在为他

们骄傲的同时，有一种将优秀文化传

承下去的责任感。”前来村史馆参观的

村民说。

“村史是文化之根、乡愁之魂，

我们通过村史馆的建设让人们故土

留根、文脉传承，助推乡风文明、乡

村振兴。”葛坳乡宣传统战委员谭水

长说，通过挖掘村庄发展的历史脉

络、讲述村庄的历史变迁、陈列展示

农器具和老物件等方式，让群众留得

住记忆、记得住乡愁，激发村民保护

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形成保护与开发

的良性循环。

故土留根，文脉传承。改变的不

仅是澄江的村容村貌，更改变了澄江

村民面貌。2019 年，该村澄清组贫困

户肖春兰的儿子谭建祥，即使在拿到

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还是选择参军

报效祖国，成为入藏兵。

得知谭建祥参军的消息，于都县

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葛灵来到谭建

祥家里，将 2000 元钱塞到了肖春兰手

中。“党和政府对我们恩情似海，我长

大了，要用青春和热血报效祖国，请把

这些钱给更需要的人。”谭建祥婉谢了

葛灵的好意。

抚今追昔，可晓前贤之掌故；知史

察今，须识后辈之崛起。澄江村村史馆

沐浴着春日暖阳，与山水相依，染墨流

年，沉香岁月。以村史馆为依托，澄江

村把古朴的村风、淳朴的民风、良好的

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留住乡愁，铭记

历史，创造未来。

近日，走进江西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宁都县美术家协会主席

彭日峰的工作室，与其他画家不

同的是，彭日峰用刻刀做画笔，用

板材做画纸，所刻出来的画面，却

与平时相反，印刷出来后，有独特

的韵律美。

“版画，是用刀具或化学药

品等在板上刻出或蚀出画面，再

复印于纸上的一种美术创作，是

绘画的一种形式。”彭日峰介绍

说，近年来，他利用版画制作的

赣南苏区的作品《崛起的苏区

——长征从这儿出发》参加了第

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红

色革命的崛起》参加江西省第五

届青年美展获一等奖；《红色故

都》系列《红色宁都》纷纷走向省

级以上展览，让更多的人进一步

感受到苏区的伟大荣光，以后用

版画宣传苏区红色故事将是他

创作的方向。

1985 年生于宁都县会同乡

桐口的彭日峰，从小便展露出

过人的绘画天赋。“我的父亲是

名油漆匠，从小就看着他在别

人的家具上画山水鸟鱼虫，耳

濡目染中，我也尝试着在地上、

墙上、树上都画满了图画。”彭

日峰讲起自己学画的过程，自

信 和 自 豪 写 满 了 脸 上 。 2000
年，彭日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重点中学艺术特长班，开启了

正式踏上美术艺术的道路。高考考入四川师

范大学美术系后，他遇上了国家级的美术大

师，自己的美术理论基础、绘画技艺突飞猛

进。后跟随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林木、副院长

徐仲偶学习版画。

“版画是非常特别的文化艺术。在战争年

代，为我们革命事业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彭日

峰介绍说，版画取材方便，复制内容快，在思想

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艺术贵在坚持，为实现人生价值，为了宣

传生我养我的这片红土地——赣南苏区，我将

尽绵薄之力，奉献我的一生。”如今，彭日峰正在

创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希望自己的作

品不仅能得到更多专家的认可，更希望自己家

乡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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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嘉星 记者幸菲菲）近日，记者

从市文广新旅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

发展，维护和培育文化生态，市文广新旅局组织

开展了第一批赣州市非遗小镇申报推荐工作。

经专家评审，确定第一批市级非遗小镇名单共

10个。

据了解，这 10 个非遗小镇是：全南县雅溪

古村，龙南市关西村，定南县老城镇黄砂口村，

上犹县梅水乡园村，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

会昌县洞头畲族村，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于都

县寒信村，信丰县古陂镇，赣县区田村镇坪内

村。列入市级非遗小镇名单的单位要进一步完

善保护规划，制定年度保护任务，以当地非遗资

源为基础，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进非遗

整体性保护，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赣南优秀传统

文化，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存史寄乡愁 乡村更美丽
——走进于都县葛坳乡澄江村史馆

□宋嘉华 特约记者黄长生 文/图

澄江村位于于都县东北部，是一

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客家古村，两棵数

百年树龄的古樟树雄踞村口，张开着

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一条宽阔的公

路，从这里通向山外的世界。

2018 年，于都县以澄江村先后被

评为江西省和全国千年文化名村为

契机，协调资金 15 万元，在澄江村古

建筑群中的渊潜祠内，保存祠堂原貌

的基础上，设立了占地面积 350 平方

米的村史馆。村史馆建成后，和谐的

澄江村容村貌、乡风文明建设又迈上

了一个新台阶。近日，记者来到于都

县葛坳乡澄江村，用目光触摸历史的

厚重，用笔触记录这里的喜人变迁。

赣州市第一批
非遗小镇名单出炉

版画《红色故都》。

彭日峰在雕刻版画作品。

游客参观村史馆。

村史馆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