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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又是一个“超级星期六”比赛
日，站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超”球
场，等待上场的“95后”青年吴新萍轻声念道：

“一定要好好表演，不负观众期待。”
“今天是‘村超’休赛一周后的首个‘超级

星期六’，我们要‘先声夺人’，开个好头。”吴
新萍说。当晚，吴新萍与20余名表演者将为
现场观众带来侗族大歌《侗歌声声》。

吴新萍表演的侗族大歌已有上千年历
史，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
的民间合唱形式。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
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出圈于2023年夏季的乡村足球联赛“村
超”，已迈进第三个年头，参赛球队数量从当
年的20支增加到2024年的62支，今年更是
达到108支，规模不断扩大。

赛事走向长红，非遗功不可没。
“‘村超’火爆出圈是非遗与体育融合发

展的典型。”据“村超”组委会成员、榕江县文
化馆馆长李莎介绍，自2023年以来，截至今
年6月上旬，“村超”系列赛事共展演节目680
余个，其中非遗节目近270个，占比近40%。

“村超”系列赛事助推榕江县在2023年
吸引游客超760万人次，2024年超940万人
次；2025年1月1日至5月5日超241万人次，
同比增长11.77%，全年将力争超1000万人
次，其中非遗的引流功不可没。

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苗族芦笙舞……
作为榕江县民族歌舞艺术团的一员，吴新萍
见证和参与了“村超”从诞生出圈到红火至今
的历程。只要有比赛展演，吴新萍几乎都会
参加，年均参演上百场。“凡有展演安排，几乎
必有非遗节目。”她说，两年多来，从各种调查
反馈中看到，前来“村超”的不少观众正是来
看非遗节目的，他们通过观看非遗展演又爱
上了足球、爱上了体育。

“文化氛围和篮球氛围一样好”……自
2022年盛夏火爆出圈以来，发源于黔东南州
台江县台盘村的乡村篮球赛“村BA”，同样以
精彩的非遗展演和火热的篮球氛围吸引了无
数观众。

从苗族反排木鼓舞到安顺地戏、从毕节
滚山珠到陕北民歌……台盘村村委会主任岑
江龙认为，“村BA”也是以“非遗+体育”取
胜。相关数据显示，作为展示草根篮球和各
地非遗的舞台，“村BA”先后上演来自全国各
地的国家级非遗节目227个、贵州省省级非遗
节目168个、县级非遗节目82个。

“‘村BA’能够连续多年保持红火，离不
开‘非遗+体育’的相辅相成。”岑江龙说，“通
过非遗，扩大了篮球比赛的观赛群体；通过篮
球比赛，又扩大了非遗的关注群体，让非遗在
更大的人群中绽放‘青春光彩’。”

从内蒙古的草原乡村排球比赛，到贵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乡村赛马比赛，再到黔东
南州镇远县的民间龙舟赛……近年来，一系
列“村字号”赛事通过融合非遗与体育，让非
遗登上更大的舞台，为赛事增添更多的色彩，
形成一种双向赋能的新潮流。

非遗正青春，健身正当时。
在吴新萍看来，“非遗+体育”不能是简单

的合并，应是集成的创新。“2023年以来，榕江
县一直在通过非遗创新和体育创新助力‘村
超’红火，让更多的人爱上非遗、参与运动。”
吴新萍说，“比如，我们把非遗民歌与电音、摇
滚结合，开发出了万人蹦迪曲目和‘村超’展
演歌曲。”

吴新萍说，不少年轻人还尝试通过成立
乐团、学习更多乐器和演奏方式，让非遗借助
新的表现形式赢得更多观众，助力“村超”红
火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足球运动，参与
健身。

（据新华社贵阳6月14日电）

“大河村遗址发现于1964年，面积
达53万平方米，是一处包含有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以及夏、商四种考古学文化的
大型古代聚落遗址。”据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负责人胡继忠介绍，大河村遗址涵盖
了仰韶文化起源、形成、发展的完整演变
脉络，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标尺”。

步入馆区，沿着模拟黄河泥沙层层
沉积视觉效果的夯土墙一路向前，从地
表渐至地下，“时空折叠”之感油然而生。

硕大的黄河文化主题墙上，只见甘
肃大地湾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河南仰韶
村遗址、大河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
关键点位，如珍珠般点缀在黄河两岸，勾
勒出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仰韶文化
先民们傍河而生的文明足迹。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以‘大河汤
汤’为叙事主体，展陈面积达7292平方
米，系统陈列了30余处遗址的1600余件
（套）精品文物，其中70%的文物首次面
向公众展出。”胡继忠说。

馆内，第一时间前来参观“打卡”的
游客，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流连：来自裴
李岗遗址的石器、来自庙底沟遗址的彩
陶、来自双槐树遗址的陶鼎……先民们
的智慧与审美跃然其间。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大河村
遗址代表性文物彩陶双连壶。自1972
年出土以来，彩陶双连壶长期在河南博
物院展出，这是它时隔半个多世纪首次
回到原址。

“独特的‘双壶并列’造型，让这件文
物化身‘友谊之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工作人员时梦茹说，有专家研究认为，彩
陶双连壶是神圣的礼仪用品，是两个部
落氏族结盟或进行重大礼仪活动时，部
落首领、长者对饮的器具，是一种和平、
友好、相近、相亲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除常规展陈外，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新馆还综合运用了三维交
互、裸眼3D、场景塑形、Mapping投影、
幻影成像、CG光影特效等前沿数字技
术，构建起多元化的参观体验矩阵。

徜徉于“仰韶印象”沉浸式体验单
元，仿佛穿行于仰韶时期的丛林，时有鸟
鸣声入耳。身旁，先民们或捕鱼制陶、收
割谷物、用“木骨整塑”技术建造房屋，
或仰望星空、驻足冥思、勾勒日月星辰图
案……

“以往逛博物馆，常常看不懂史前遗
址，现在直接‘融入’到先民们的日常生
活中了。”游客吴萌兴奋地告诉记者。

大河汤汤，奔涌向前。文明灿烂，弦
歌不辍。

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
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施加文化
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
要根基。

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之外，依
托遗址本体打造的遗址核心保护展示
区、原始农耕种植区、互动体验休闲区等
模块蔚然已成，“星空下的村落”正重焕
生机，成为公众感知仰韶文化、溯源中华
文明的又一窗口。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展示+数智体
验+沉浸研学，在公众与考古遗址之间，
搭建起跨时空对话的场域，让仰韶文化
变得更加可触、可感。”胡继忠期待着。

（据新华社郑州6月15日电）
图① 6月14日，参观者在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新馆内拍摄展品彩陶双连壶。
图② 6月14日，参观者在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新馆参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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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体育”：

文化赋能
全民健身新潮流

6月14日，2025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国内首个全

景式呈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型博物

馆——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新馆，正式开馆试运行。

从空中俯瞰，这座采用“整体

下沉、引入景观、融合环境”策略建

设的博物馆，与周围绿意盎然的大

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融为一体，

仿佛从黄河畔、大地中自然生长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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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勤俭持
家”四个字被深深地写进了家家户
户的生活账本里。老辈人常念叨
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
实实在在融入日常的生存智慧。

那时候，做饭用的锅就算被烟
火熏烤到锅底穿孔，只要找到手艺
精湛的匠人换个锅底，便能焕发生
机，继续为一家人的三餐忙碌。在
当时，一口锅用个十几年甚至几十
年都是平常事，而换锅底这门看似
不起眼的手艺，也成了许多匠人维
持生计的工作。

今年75岁的郭瑞刚来自驻马
店。他年轻时头脑聪慧，又特别
能吃苦，年少时跟随木匠学艺，别
的师兄弟往往要学满3年才能出
师，他凭借勤奋与悟性，仅仅用了
1年时间便具备了独立接活的能
力。此后，郭瑞刚靠着木工手艺，
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开销。

20年前，郭瑞刚来到焦作和
孩子们一起生活，闲不住的他在建
筑工地做木工。一次偶然机会，郭
瑞刚留意到换锅底的生意十分红
火，经过一番打听与思索，心中便
萌生出转行的想法。“那时，在工地
做木工一天才百十元，而换锅底一
天挣上百元。转行就是想多挣点
钱。”郭瑞刚坦言。

郭瑞刚认真观察了换锅底的
整个过程后，无师自通，经过一段
时间的埋头苦练，随后就干起了走
街串巷换锅底的营生。郭瑞刚说，
尽管自己是外地人，但凭借过硬的
手艺，赢得了许多顾客的信赖。不
少顾客在他这里换过一次锅底后，
深感满意，便主动为他介绍新的客
源。生意兴隆的时候，他在一个地
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活儿依旧做
不完。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把那
些来不及现场更换的锅带回家，第
二天再将修好的锅送到顾客家中。

换锅底这门手艺，看似操作
简单，实则暗藏诸多门道与讲

究。郭瑞刚介绍，过去家庭常用
的锅具以铁锅居多，主要用于熬
汤、蒸馒头等，而家境较为殷实的
人家，则会选用铝锅。由于锅具的
材质不同，在换锅底时，需要根据
具体材质采取合适的方法。铁锅
更换锅底的流程相对简便，只需用
铁皮裁剪出一个大小适配的圆形
锅底，通过工艺直接进行替换即
可。而铝锅换锅底的过程则要复
杂得多。在过去，市场上并没有现
成的铝制锅底可供购买，换锅底的
师傅需要自行生火烧炉，将铝锭熔
化成液态，再倒入特制的模具中，
制作出尺寸精准的锅底。也正因
为工序烦琐，铝锅换锅底的费用也
相对较高。

在东苑路郭瑞刚的小店里，
记者正与他交谈，一位上了年纪
的男子推门而入。得知记者正在
采访郭瑞刚，对方热情地分享：

“郭师傅干活特别细致、靠谱，我
家的锅经他手换好底后，现在已
经用了整整13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煤气灶逐
渐走进千家万户，烧煤做饭的场
景越来越少见，铁锅的使用频率
也大幅降低。更为关键的是，锅
具的材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曾经随处可见的铝锅、铁锅
逐渐被造型精美、经久耐用的不
锈钢锅、陶瓷锅所取代。换锅底
这门手艺逐渐成了“冷灶”。

“现在一个月也换不了一个
锅底。”郭瑞刚布满皱纹的脸上写
满无奈，“可我还是得备着锅底，
万一有人需要呢？”他的坚守，像
是与时代的一场无声对抗，也是
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告白。

如今，从事换锅底这个传统
手艺的人年纪都在70岁上下，随
着这一批人的老去，换锅底或将
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上图 拿着顾客不要的坏
锅，郭瑞刚给记者比划如何换锅
底。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站在家门口，门锁通过识别
系统自动打开家门；进入屋内的
瞬间，灯光如同被施了魔法般，
柔和地亮起；与此同时，一股凉
爽之风扑面而来，原来是智能空
调已在你回家之前自行启动，并
将室温调节至最适宜的温度；紧
接着，舒缓的音乐缓缓流淌，让
工作一天的疲惫顿时烟消云
散。当你沉浸在轻松氛围中时，
厨房的智能电器开始有条不紊
地运作，精准烹饪出美味佳肴；
卧室里，智能床垫依据你的睡眠
状况自动调整，为你带来一夜好
眠。这并非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而是记者在我市某智能家居体
验馆了解到的现实生活。

智能家居设计师王智表示，
这样的生活，正是当下年轻人梦
寐以求的理想状态。

1984年出生的王智，求学时
恰逢IT热潮。大学毕业后，他进
入企业成为一名技术人员，日常
工作与电脑紧密相伴，这也培养
了他对前沿科技浓厚的兴趣。
2015年，王智接触到智能家居设
计师这一职业，凭借自身扎实的
技术功底，他果断投身其中。凭
借不懈努力，他很快便掌握了智
能家居设计安装的核心技术，成
功完成职业转型，成为一名专业
的智能家居设计师。

10年前的焦作，智能家居领
域近乎一片空白。彼时，王智刚
刚踏入这个行业，也深刻感受到
了发展的艰难。当时，人们对智
能家居的理解极为有限，很多人
甚至将声控灯、监控设备等同于
智能。作为新兴行业，智能家居
对大众而言十分陌生，人们不仅
闻所未闻，更难以接受并使用。
面对这样的困境，王智并未退
缩，他四处奔波宣传，不厌其烦
地为客户讲解智能家居的优势
与魅力，试图让更多人了解这个
新兴领域。

随着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们的认知逐渐发生转变，尤其
是充满活力、对新鲜事物接受度
高的年轻一代，成为了推动智能
家居市场发展的主力军。越来
越多的市民开始意识到，智能家
居不仅能提升生活品质、增加幸
福感，更是契合现代快节奏生活
的必备选择。在家庭装修时，融
入智能设计也成为不少年轻人
的优先考量。

时间来到2018年，这一年
成为了王智职业生涯的关键转
折点。短视频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兴起，为智能家居宣传开辟了
全新阵地。通过短视频生动直
观的展示，人们得以更深入、全
面地了解智能家居。一时间，智
能家居热度飙升，在家庭装修时
对智能技术的采用也愈发广
泛。王智的业务量随之大幅增
长，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从清晨
到夜晚，他穿梭于各个客户家
中，精心设计方案，仔细安装调
试设备。在为年轻客户设计时，
他还会特别融入个性化元素，比
如电竞房的智能灯光系统、美妆
间的智能化妆镜等，以满足年轻
人多样化的需求。

尽管工作辛苦，但王智的内
心满是欣慰与自豪。他深知，自
己的努力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
享受到智能家居带来的便捷与
美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装修
时，对智能家居的需求非常明
确，甚至会提出很多新奇的想
法。”王智感慨道。为了跟上年
轻人的思想，他始终保持学习热
情，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案。
他坚信，随着人们对智能家居的
认可度不断提升，这个行业会需
要更多专业设计师，未来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上图 王智在调试智能指
纹锁。

本报记者 李 征 摄

回不去的火热年代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打造便捷生活版图
本报记者 朱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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