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序更新，冬日里的农安县文化建设正如火如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一方水土有一方

水土的文化风韵。

掬一捧水可遥望历史深邃的眼眸，捧一把土能感受文

明跳动的脉搏。走进有着近7000年文明史、2000多年建城

史的古城农安县，便会感受到这个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国家级重点文物宋代辽塔、中华第一玉石龙，到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龙戏；从一次次群众文化活动的

举办，到一个个图书馆分馆的建立；从露营、采摘、研学、

观光，到雪季文旅活动……农安县的文化建设工作在短

短几年间成果斐然，实现了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完美

融合，彰显了农安县的千古风韵和独特气质。

绘就文化建设实践施工图绘就文化建设实践施工图

根固，华实必茂；源深，光澜必章。

农安县古称黄龙府，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史前

文化、城邦文化、军事文化等多种文化盛极一时，拥有左

家山遗址、千年辽塔等文化载体，以岳飞的“直抵黄龙府，

与诸君痛饮尔”、李大钊先生“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

风雨楼”和孙中山先生“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

公”的诗句而闻名于世、声名远播。

厚重的历史文化润染着农安的沃土，也哺育滋养着

一代代的农安人。一直以来，农安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矢志不渝地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强化文化内涵和功能建设为核心，以开展

常态化文化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全力传

播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推动农安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文化建设，人才是关键。面对培养人才、珍惜人才、

发现人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课题，农安县始终坚持把文

艺人才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启动文艺人才培养计划，

组织实施分批次培训、集中式采风、多主题创作、全媒体

宣传、多渠道交流等人才培养模式，力争把全县基层一线

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的人才挖掘出来，通过开展系列

培训，加强文艺人才的锻造成长。

为了学习了解其他地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农安

县坚持采取“请进来”的措施：联系并邀请吉林省书画

家，省内知名作家，为农安书画、文学爱好者开展讲座；

与黄龙诗社联手举办大型诗会，邀请国内著名诗词专家

为农安的诗词爱好者传授诗词知识；坚持采取“走出去”

的办法：安排农安文艺骨干参加省市组织的重点文艺人

才培训班、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等多种培训或学习活动，

进一步提升优秀文艺工作者政治修养、专业技艺和创作

水平。

启动第二届黄龙府文艺奖，60人分别获得了作品奖、

特别奖、成就奖、新星奖等奖项，通过评奖活动，延展到鼓

励人才、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同时，创新推出了《农安县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文艺工作者和文艺

协会组织的实施意见》帮助文艺工作者（或文艺协会组

织）解决工作、生活和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其免

除后顾之忧、潜心创作、催生精品佳作。

为保护好、传承好“非遗”文化，农安县开展一系列非

遗传承活动。四部小黄龙戏《升学宴》《爱心不火热》《局》

《一夜黄金》参加了第十一届吉林省二人转·戏剧小品艺

术节比赛和展演；历经3年精心打磨的黄龙戏折子戏《寒

官玉陨》通过文旅部评审，入选《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

排计划名录》，并参加首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

展演”；联合吉林音像出版社、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出版《黄龙戏经典剧目集》。开展黄龙戏“送

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活动；农安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327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9处，市级12处，县级37

处。近年来，农安县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文化

遗产的日常巡护和管护工作，制定了《农安县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实施方案》，深入开展农安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农安县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导

向，严格落实“两馆”免费开放政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

精神生活。今年，举办了“腊雪迎春”喜迎龙年春节年俗

展、“4·23世界读书日”“书卷伴戎行 文化铸军威”送书进

军营、“长空明月十万里——文学作品中的中秋”图文展

等线上、线下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百余场，受众人数达8万

余人次；为全县22个乡镇377个农家书屋补充更新出版

物共计37700册，并走进农安县武装部、农安德彪小学等

地配送流转图书1000余册。成立了太平池图书馆分馆、

龙华社区图书分馆，创建了雪公主咖餐厅休闲阅读空间

和农安县人民政府红色图书角，打造全新阅读空间，进一

步巩固“15分钟阅读圈”。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相继实施，农安县的文化之花芬

芳四溢。

““农农””字品牌精彩绽放字品牌精彩绽放

着眼于百花齐放的农安文化，无不彰显着农安从骨

子里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农安县的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的繁荣景

象。农安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非遗文化等资

源得到充分挖掘，农安元素亮点纷呈，文化品牌建设成绩

斐然。

国家非遗黄龙戏亮相央视元宵晚会、农安作协主席

谢华良长篇儿童小说《陈土豆的红灯笼》获中宣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

经典书系》；王敏成、袁淑娟、刘立山三位作家作品荣

获第六届公木文学奖（吉林省文学奖）；李丽娜

儿童小说《全家福》获得“上海小百花儿童

文学奖”；郑作彬《家在东北》（外一首）

获吉林省第四届“众艺杯”原创文艺

作品大赛一等奖；黄龙诗社30余

人多次获得市级以上诗词大赛大

奖；县影视家协会主席孙艳平的

电影剧本《姑爷》获国家广电总

局电影文学最高奖“夏衍杯”潜

力剧本奖；农安书协主席王晓

利、杜磊等人作品入选中国硬笔

书法协会第二回双年展；农安美协

主席朱洪波和王焕富、刘秀华等六位

美术家的作品在中国文联官网发表；黄

龙府书画院副院长、县美协副主席韩秀平晋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农安书画院副院长王

晓侠和马爽等多名画家作品获展中韩（长春·蔚山）书

法美术作品交流展；农安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成果喜人，得到域外关注并被誉为“农安儿童文学现

象”。

拉场戏《一封举报信》在“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

展演”中获得优秀剧目奖；二人转《貂蝉后记》《捉妖记》两

部作品被评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首届“梨树杯”优秀文字作

品；孙艳平完成了电影《丈母娘也是妈》文稿，正在择机拍

摄，其创作的小戏《快乐小保安官》在省二人转小品艺术

节上演出，深受赞誉。

一直以来，农安县坚持让群众“点单上菜”，基层群众

需要什么，就送什么。今年，农安县开展惠民文化活动20

余场，开展广场舞、秧歌舞等文艺培训辅导，持续开展了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组织文学艺术名

家、工作者、志愿者深入基层，举办百余场次“送文艺进基

层”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企业、进机

关、进家庭，让浓浓书香萦绕在古城。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论是城市广场还是农村

社区，总能看见男女老少汇聚在广场和乡村舞台周围，跳

广场舞、看文艺演出、健身……近年来，农安县在每年的

群众文化活动、农民文化节中，立足亲民、乐民、惠民，安

排文艺演出、展览展示、文化赛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

些活动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农安县的品牌文化活

动。

写诗诵读、文艺汇演、学习充电……农安县乡镇文联

建设，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基层文化氛围愈加浓厚。县

文联聚焦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社会

治理等重点工作，锚定文艺工作的目标任务，积极寻找乡

村文化振兴战略工作契合点，携手乡镇党组织，开展“学

习雷锋精神，践行为民情怀”等系列文艺活动，发挥乡镇

文联作用，加强乡镇文联建设。结合实际，聚焦解决百姓

的急事难事烦心事，率领乡镇文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促进乡村文明建设。

“我们县文联链接中国文联、省、市文联以及县委、县

政府的助力乡村振兴计划，组织人员分别深入到华家镇、

巴吉垒镇等全县22个乡镇，以党建为统领，同时按照‘一

乡一特色’的思路，帮助各乡镇都成立了乡镇文联，并搭

建文联架构、建立文艺队伍等。通过组织开展文艺演出、

笔会、诗会等不同特色文艺活动，全力培植基层文化繁荣

基因，助推全县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齐头并进，进而推动

农安高质量发展。”农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孙士坤

介绍。

风劲好扬帆，农安县文化建设正阔步行进在高质量

发展之路上。

文化消费亮点纷呈文化消费亮点纷呈

在辽金时代感受“梦回辽金”营地露营；在太平池体

验泛舟的乐趣；在陈家店实现采摘水果“自由”……今年

以来，农安县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备受游客青睐，文旅市

场持续呈现火热态势。

“一直听说太平池很美，早就想带孩子来玩，这次可

算如愿以偿。”今年暑假专程从长春来到农安的王女士表

示，“到了这里，我才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片宁静的水域之

中，四周被绿色植被包围着，就像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里，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然的美丽，呼吸到最新鲜的空

气，感受到生活美好的一面。”

近年来，农安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积极拓展雪季文旅活动。依托滨水生态园、太平池

旅游度假区、龙潭公园自然条件，建成综合性冰雪主题乐

园3个，打造冰雪旅游线路4条。

多措并举加快打造文旅项目，助推太平池环湖路项

目、辽金时代文化园民宿提升及基础设施建设、善粮农业

生态旅游合作社等13个项目。

不断丰富产品供给，统筹策划春夏两季文旅活动，适

时推出露营、采摘、观光、沿江垂钓、黄龙文化、研学等10

余条精品旅游线路，与企业（客润公司）合作，推出农安两

日游、三日游，民俗文化研学游、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

及农安-长春研学两日游、三日游。

做好“露营+”文章。指导打造剑鹏国际马城星空露

营地、辽金时代“梦回辽金”营地、陈家店幸福广场野趣

露营地、太平池碧水营地等6大露营地，相继推出了文

化遗韵露营体验周、亲子欢乐露营嘉年华、绿意盎然生

态露营行等主题露营活动，在县域内营造消夏避暑节事

氛围。

文旅活动多姿多彩。举办了“5·19”中国旅游日“畅

游中国·幸福生活”主题文艺演出、旅游质量提升培训班

等“十个一”系列活动，开展非遗进景区、“景”上添花等文

旅活动；大力开展文旅宣传推介，通过整合各种网络推广

平台，做好宣传推广，其中，策划推出的《吉林农安：群鸟

翩跹吉林波罗湖》短视频，被新华社等多家中直媒体报

道，累计浏览量突破100万。

申请评定研学旅行基地，开设研学旅行精品课程。

指导太平池旅游度假区评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吉

林太平池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评定为吉林省AAA级乡村旅

游经营单位。农安辽塔、太平池旅游度假区（黄龙府八大

碗）入选文旅部推荐的“寻味美好中国·品游万里山河”全

国二十四节气（秋季）旅游美食及线路。

体育事业发展全面推进。农安县积极参加2023-

2024年度吉林省青少年越野滑雪及冬季两项锦标赛，成

功举办首届太平池冰雪美食禧乐汇暨长春农安太平池冰

雪车王争霸赛；举办了“去骑行·沐春光”自行车环湖挑战

赛、农安县“互助保障杯”职工篮球—乒乓球联赛、农安县

第一届社区运动会等群众体育活动。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方能更好地明其将往。古城农

安的文化建设始终在路上。

面向未来，农安将继续以文化为引领，深耕细作，在

完成全年既定目标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任

务优质高效完成，绘就更加绚丽多彩、壮美瑰丽的文化农

安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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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群众文化活动。

▶▶黄龙戏黄龙戏《《兴国皇兴国皇
太后太后》》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农安县城区一隅农安县城区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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