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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镇积极整合，把资源优势
转变成创作优势。 该镇历史悠
久，境内传说众多，比如“龙洞传
说”等，拥有的深厚人文底蕴、丰
富的“红色+绿色”旅游资源、近
年来丰硕的发展成果，为诗词文
学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不
断涌现的诗词文学创作人才创
作了大量的极具乡土特色的作
品。创办于1985年的《仙女山》
报是全省最早的农民自办报刊
之一， 三十余年来长盛不衰，今
已出版至107期，每一期都会有
一个版面刊登该镇农民自己创
作的诗词。已出版发行的诗集有
章敬和的《宜闲诗草》、贺先果的
《华屋诗草》、该镇诗词协会组织
编纂的《山花荟萃》。诗词爱好者
积极参加国内各项诗词大赛，创
作的特色诗词文学作品多次荣
获国家级奖励，获得了不错的成
绩，如章敬和的作品《老牛颂》曾
获中华诗词竞赛一等奖；沈立琼
的散文诗《军人的妻子》获“年轻

人”杂志征文一等奖。特别是在
去年9月，在该镇诗词文化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龙洞诗联集
-古韵新声》 正式出版面世，它
集结了时间横跨公元1500年至
今500多年间227位作者的1600
多首诗联作品， 对传承中华诗
词、弘扬龙洞红色经典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 龙洞是一首首诗，
“诗乡处处有诗韵”，那里仿佛连
风都带着诗的气息， 让人心醉。

的确，近年来随着该镇的快速发
展，勤劳善良的龙洞人心里乐开
了花，脸上笑开了颜，把对生活
的赞美都融入到诗歌之中，让诗
歌之情感染每一颗心灵，让诗歌
之美润泽每一寸土地。大将故里
展新颜， 让人忍不住要停下脚
步，听一听，大将故里雄浑的、带
着诗意的心跳;闻一闻，红色龙
洞青春的、带着诗情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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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故里诗韵浓
———湘乡市龙洞镇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纪实

“洞天福地拥韶峰，卧虎藏龙自不同。杨氏七雄弘大义，陈谭二将建奇功。人文永葆千秋盛，‘仙女’犹争一品红。新创诗乡开雅境，古今荟萃竞玲珑。”这首文联会员创
作的《龙洞吟》正是湘乡市龙洞镇真实而贴切的写照。走进龙洞，浓浓的诗意便扑面而来。无论是在机关、学校、还是在新农村、群众休闲中心，都能感受浓郁的诗韵。

龙洞镇北靠韶山，东临湘潭，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是陈赓、谭政两位大将的故乡。目前全镇共辖20个村，2个居委会，29000余人，面积76.8平方公里，是湘乡市率先统
筹城乡发展的示范乡镇之一。该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着“湖南省群众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涌现出沈春农、“杨门七雄”等一批革命先烈。诗词文
化在龙洞镇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学界精英到贩夫走卒，吟诵之声遍布乡野，源远流长。该镇历届党委、政府也都高度重视文化工作，致力于打造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
名片，在1985年成立了《仙女山》文学社，2009年成立了湘乡市首家乡镇文联，并建设了多功能艺术中心，二十多年来，诗人、诗社、诗歌团体如破土的种子，茁壮成长，渐
成森林，蔚为大观。该镇的诗词活动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使全镇诗词文化事业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2014年12月，该镇成功创建为“省诗词之
乡”，目前正在积极开展“中华诗词之乡”创建工作。

该镇诗词文学爱好者众
多，镇文联下设诗词、戏曲、书
画、民间工艺、少年科普等五个
协会。 镇诗词协会共有会员48
名， 其中有10人同为湖南省诗
词协会会员，28名同为湘乡市
诗联协会会员。该镇坚持“红色
+传统”的文化方针，努力把诗
词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基
础工程和文化品牌来建设，有力
的推动了诗词文化全民化进程。

领导重视有力。 该镇成立
了诗教工作领导小组， 完善出
台了《文化工作绩效考核制
度》， 由该镇文化站与文联牵
头，对各村的文化、诗词工作进
行严格考核。在经费上，该镇财
政安排对应的预算资金， 同时
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支持诗词文
化建设， 确保诗词组织和各类
诗词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

阵地保障有为。2009年该
镇投入近200万元建成多功能
艺术中心， 其中着重打造了诗
词协会的活动场所， 建立了40
平米的办公场地，80平米的创
作室、500平米的诗词书画展览
室以及400平米的培训室，并存
储了数百幅各类诗词文艺精
品， 于每天下午2：00至晚上9:
00免费对乡镇群众开放， 为全
镇诗词、 文化爱好者提供了良
好的活动平台。

创建工作有效。 该镇认真
做好“五进”，积极开展“中华诗
词之乡”的创建工作。诗词进学
校，以诗育人。2009年，该镇以
龙洞中学为试点， 在该校进行
诗词竞赛，开展创作评比，以比
赛促进创作， 以教育培养未来
的接班人， 并且每天中午利用
校园广播， 播放半小时的学生
自主创作诗词朗诵。 带着音韵
美和节奏感的朗诵声， 传遍校
园每一个角落， 在每一颗稚嫩
纯真的心灵中扎下了希望的种

子。到了收获的时节，他们便会
长成参天大树。诗词进机关，以
诗促廉。 在机关内院打造了诗
词长廊，展示一些激励奋进、廉
洁自律的文学诗词名篇。 一首
首诗词旁边， 还配以精简的诠
释，饰以山水花鸟图画，内容丰
富多彩，版面典雅精巧，一路读
下来， 似乎穿越千年感受到彼
时的芬芳，让人如饮甘醇，畅快
无比。 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作
品走进该镇政府大院， 与花园
式办公环境相得益彰， 为庄严
增添了几分“书香诗韵”，似乎
整个大院都感受到了诗词文化
的熏陶， 有效的促使了诗词与
廉政文化在广大党员干部心中
扎根发芽。诗词进新农村，以诗
化民。去年该镇新建了4个村级
诗词文化室， 共建立了24个高
标准的农家书屋， 配备了大量
古典诗词书籍，营造了“人人有
书读， 处处书香浓” 的文化氛
围， 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文化的熏陶。 在各村成立了诗
词分会，建有农村诗墙、高标准
的诗词创作室。 比如省级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建时村创作了诗
词版的“村规民约”，朗朗上口，
群众休闲之余竞相传颂， 彰显
了该村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
力。诗词进群众休闲中心，以诗
惠民。2013年建成了一座2000
多平米的综合文化广场， 并在
广场上树立了精美文学牌。每
到休闲时分， 周围的群众便来
到广场，或健身，或休闲，或阅
读诗词，享受着晨光日暮，感受
着善与美的陶冶和文化的洗
礼。诗词进老干部活动中心，以
诗乐民。 该镇退休老支书“四
自”活动协会，定期聚首，开展
诗词文学创作， 并多次将作品
寄送给该镇领导班子。 这些诗
词文化活动充分丰富了老干部
晚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交流中实现提升。依托丰
富的人文资源，该镇举办了多次
大型诗词文化交流活动。在去年
该镇6月邀请湘乡市诗联协会、
书画协会等一行近20余人，与
该镇诗词协会会员举行笔会，现
场创作了30余件各类诗词、书
画精品。在去年7月，举行了湘
乡市农村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
会上，该镇向全市各界同仁广泛
宣传了“省诗词之乡”的创建活
动进展情况， 汇报了工作成果，
并交流了如何发展诗词文化的
经验心得。在今年，又邀请了市

作协、诗协到该镇采风，开展创
作。这些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影响，推动了全镇诗词文化工作
的发展。

在活动中推动普及。该镇根
据自身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 并开展诗词宣传、吟
唱、创作、采风和辅导等，较好的
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形
成了读诗、诵诗、学诗、写诗的浓
厚氛围。比如，去年5月由该镇
文联牵头， 各协会积极参与，举
行了《欢乐潇湘·幸福龙洞》大型
群众文艺汇演，为全镇数百名文

艺爱好者提供了展示风采的平
台。 汇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扩
大了该镇文联与各协会的影响
力，活动之后该镇文学社针对活
动的开展组织了诗词创作比赛。
2013年该镇与虞唐镇一起举办
了心连心农民诗词书画比赛；每
年春节由诗词协会组织开展三
下乡、送春联活动，还常组织诗
词文艺培训、送戏下乡、农民读
书、民间文艺展示等活动，形成
了以大型文化活动为龙头、节庆
活动为基础、镇村活动为主体的
群众诗词文化活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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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洞镇多功能艺术中心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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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诗词之乡龙洞镇授牌仪式现场。

省诗词协会会员参观陈赓故居合影。

普及化

全民化

特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