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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白县诗词文化方兴未艾

——博白县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工作汇报

中共博白县委员会 博白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9 月）

博白县，古称白州，位于广西东南部，东与陆川县相邻，东南与广东

省廉江市毗连，南与北海市合浦县相依，西与钦州市浦北县交界，北与玉

林市福绵管理区接壤。博白县版图总面积 3835 平方公里，截至 2019 年末，

下辖 28个镇，户籍总人口 191 万人,客家人占 90%，有 170 多万人，是世界

第一大客家人聚居县。素有“中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编织工艺品

之都”、“中国杂技之乡”、“中国桂圆之乡”、“中国楹联文化县”、

“广西南流彩玉之乡”等荣誉称号。2019 年 1月，凭借桂南采茶戏入选 2018

—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2020 年 5 月，博白县退出贫

困县序列。

博白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历代英才辈出，有晋代倾国美女绿珠、近代

抗日抗法民族英雄刘永福、现代被誉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的

王力、首任广西省特委书记朱锡昂、被毛泽东誉为“江南才子”的广州市第二

任市长朱光、国家司法部原部长邹瑜等名人。

近年来，中共博白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创建“中华诗词之乡”作为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大力普及中华诗词知识，推动中华诗词之乡

创建活动蓬勃开展。培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

续发展。

一、博白诗词楹联文化底蕴深厚

博白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县志记载，博白贞观五年（631）便建

学宫，历宋迄清，到了明代书院兴起，嘉靖年间至清朝末年，一共建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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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书院，即环玉书院（前身养正书院）、文龙书院、凤鸣书院、紫林书院、

振兴书院、莲江书院、经古书院，这些书院曾造就了进士 22人，举人 147

人。客家人崇尚祠堂文化，每个客家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每座必有多首

祠联，族谱谱牒都有诗词选载，形成了介绍各姓氏特点的宗祠诗词楹联文

化。同时，博白有着历史悠久的客家山歌、采茶歌舞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

化和传统经典文化，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楹联

高手。比如：晋代有《懊侬歌》的中国歌舞鼻祖绿珠女；宋代有诗人李时

亮，其著作有《李陶集》；清代有广西著名女诗人朱玉仙，其传世著作有《画

诗楼稿》。毛泽东在 1958 年南宁会议期间调阅的两部诗集中就有朱玉仙的

《画诗楼稿》；清代有优禀生黄寿达（曾任粵军秘书长），著有《听雨楼集》、

《爱庐晚唱》、《小山谷草诗集》等丛书，陆川谢鲁山庄的楹联均出自他手，

颇有影响；清代举人李锦堂著有《丛桂山房诗稿》；解元刘明华著有《藤花

厅诗》；秀才宾宗祧著有《观光楼杂诗联》。近现代，宾光椿著有《丹廷集》，

朱为潮著有《一鹤轩诗文集》，刘能松著有《琼瑶阁诗联文钞》等等。著名

语言学家王力曾被选为首届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王力和著名杂文家秦

似两父子，集学者、诗人、作家、教育家于一身，均为诗词楹联高手。王

力著有《诗词格律》，秦似著有《现代诗韵》，发行数百万册。浪平镇大车

坪、松旺镇茂山村、李氏等清代民居和宴石寺、紫阳观等庙宇、各姓宗祠

等都有十分丰富的诗词楹联。

解放后，博白县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词楹联作家。1980-2000 年，

博白县成立有 10 个诗社，有文地《两粵联吟社》、英桥青山诗社、绿水诗

社、龙潭诗社、那卜诗社、宁潭诗社、沙河诗社、柯木绿珠诗社、回文诗

联社等，他们还出版会刊，如《两粵联吟》、《回文萃珍》、《南流诗联》等。

由高中语文退休教师刘继丰、谢英杰等人和一些公认的饱学之士担任社长，

评点油印诗词楹联作品并发行全国各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县的诗词、

楹联创作更是丰富多彩，广大诗词爱好者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诗词佳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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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省（区）、地（市）等各级刊物上发表。朱光、温戈、何瑞澄、陈

国才、权英才、朱其伟等人，出版了个人诗词作品专集。在广西乃至全国

都颇有名气。特别是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陈国才，在县老年大学任诗词

楹联讲师，任《南流诗联》主编，并有个人诗词楹联论著，是博白诗词楹

联创作的带头人。双凤镇初中老师胡育秋，在全国各地诗词楹联大赛中获

得 120 多次大奖。

二、创建工作保障有力

（一）成立机构，领导到位。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总策划，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梁燕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

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创建工作。各镇各部门也成立了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机构，建立完善的创建工作体系。制定《博白县创建

“中华诗词之乡”实施方案》，明确创建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措施，推动创

建工作扎实开展。

（二）落实经费，措施到位。为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我县在财力

紧缺的情况下，安排专项经费 80多万元，保证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社会各界踊跃支持，投入 40多万元，制作 400 多张诗椅、诗牌等，

（三）县政府专门安排一间房子作为县诗词学会办公室，还专门拨款

购置电脑、复印机以及办公桌椅等。

（四）把诗词知识培训、传播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县教育等部门

的工作计划规划，统筹安排。

（五）加强指导，督查到位。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深入到各学校、机

关、企业、乡镇、社区进行指导检查，编印整理了各类诗词辅导资料 10多

万份，组织开展了各类辅导讲座、报告会、演出 300 多场次，参与群众 20

多万人次。同时，成立了创建工作督查小组，严格按照创建工作流程对创

建活动进行全程督促检查，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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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委多次召开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推进会，县委领导亲自主持召开会

议，不断查漏补缺，落实各项创建工作，落实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工作流程。

2、广泛开展诗词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景区

话动、进网络活动。

(1）扎实推进“诗词进校园”工作。在教育系统开展丰富多彩的经典

诗词诵读和诗词创作大赛。2016 年以来，县教育局组织举办了教育系统诗

词朗诵大赛 4 期，参与师生近万人次，为我县创建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王力中学成立王力诗院、王力中学诗词学社，博白中学、博白县实

验中学和径口初中等学校均成立诗词学社，进一步丰富完善学校诗词学会

组织。各学校都开设“古韵学堂”，组织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知识，仿写，

学写古典诗词，创办诗词刊物，刊登学生诗词原创作品，形成学习创作诗

词的良好氛围。对全县 300 多名语文骨干教师和师生中的诗词爱好者进行

培训，开展了诗词教学先进单位评比和诗词教学教研活动、教学大比拼，

鼓励语文教师开展“诗词文化进校园”的课题研究，在全县中小学校园掀

起学习创作诗词的热情。

（2）扎实推进“诗词进景区”工作。在人民公园朱光亭镌刻了朱光的

诗词。在人民公园重新规划了廉洁文化和博白客家文化园碑廊，选取了一

批历代文人的廉洁名语和博白客家文化的优秀诗词镌刻在石碑上。目前，

全县已制作石诗椅 400 多张，分别安装在县法制文化广场、人民公园、锦

绣商业广场、王力中学、一小等公共场所，有效提升博白诗词文化形象。

在松旺镇吉水村、顿谷镇金圭塘村、水鸣镇白面麓生态园、长裕川茶艺馆

等地建立了文学创作基地，多次邀请全国各地著名的教授、诗词作家来博

白采风。邀请了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黄进教授到博

白考察独特的丹霞地貌，指导博白县诗词学会会员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吟诵

博白丹霞文化的优秀诗歌，出版了《博白县丹霞文化大观》，该书刊载了历

代诗人吟诵博白丹霞地貌的优秀诗词上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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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扎实推进“诗词进机关”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大院和各机关庭

院的花圃、草地树立诗词格言警句牌，营造浓厚的诗词文化氛围。在县国

税局、县文化馆和图书馆等单位成立诗词分会，开展创作活动，开设诗词

园地。

（4）扎实推进“诗词进企业”工作。在金地家园、泽坤房地产公司、

裕川茶艺馆、香格里拉度假娱乐山庄等企业经常性开展诗词吟诵、创作和

评比活动，特别是在泽坤地产开设了“道德讲坛”吟诵经典活动 12期，参

与人数达 3000 多人（次）。进一步推动企业文化的发展，扩大诗词创作和

吟诵的覆盖面。

（5）扎实推进“诗词进社区”工作。在博白镇长岗岭等社区成立诗词

学会分会，开设了诗词园地，开展了诗词教育活动，并组织其他社区前来

参观学习，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居民文化品位。

（6）扎实推进“诗词进农村”工作。全县各镇都成立了诗词分会，并

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诗词活动。全县各镇活跃

在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共有 5.5 万多人，其中加入各级诗词组织的有

20000 多人，有效提升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7）扎实推进“诗词进网络”工作。积极搭建诗词创作网络载体，并

在客家文化时空网开设陈国才、七彩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词作者个人专

栏，吸引广大诗词爱好者发表网络诗词作品，互相学习、互相点评，使诗

词创作成为共建互动的网络文化活动。目前，仅在客家文化时空发表的原

创诗词、就达到了 3000 多首，涌现出一批网络诗词作者。建立微信诗词群

二个，有会员 1000 多人，开设博白诗词公众号，每天都收看到数十首新作

品。

3、开展形式多样的诗教活动

（1）全县举办诗词讲座 10 次以上，分别请玉林市诗词学会罗陆艺、

丁冬，县陈国才、刘宇等老师等作具体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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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举办诗词吟诵会数十次以上（包括学校举办的诗词吟诵晚

会）。

（3）创建诗词专栏，每一个乡镇、村、学校都开设诗词专栏。

（4）组织学生举行诗词吟诵操，参加人次达 30万人。

（5）每年组织举办诗词吟诵文艺晚会一次以上。

四、建立健全诗词创作机构，壮大诗词创作队伍

为了确保全县诗词创作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加强对全县诗词文化活

动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推进工作：

1、县成立《博白县诗词学会》《博白县楹联学会》。县政府原县长卢祥

明任第一会长，文联主席庞莉任会长。

2、乡镇、村、学校成立诗词分会。全县分别成立了 28 个诗词学会分

会，60多个诗词学社、诗院。

3、各分会做到有组织、有活动、有刊物（如王力中学、大坝分会等坚

持出版诗刊）。

4、全县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17人，广西诗词学会会员 40多人，玉林

诗词学会会员 50多人，博白诗词学会会员 1000 多人。

五、扩大宣传阵地，发挥好媒体作用

营造浓烈的宣传氛围。多方式、全方位对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活动

进行大力宣传。

1、在博白电视台对创建活动进行宣传报道，让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创建

信息、倡导诗词文化活动。

2、在博白县教育信息网、博白县教研网等媒体网站开设诗词知识专

栏，广泛宣传创建活动，营造了人人参与创建“中华诗词之乡”活动的良

好氛围。

3、编写出版简报 6 期，及时反映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工作。

4、在每期《南流》刊物上开设诗教专栏、诗词园地。发表诗词 2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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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5、出版《南流诗联》，为诗词爱好者打造学习交流平台。

6、出版《博白诗刊》，开设各种栏目，挑选了近 4000 多首新人新诗刊

登书上，扩大诗教范围。

六、珍视优良传统 鼓励创作精品

1、挖掘整理公开出版发行《博白诗词选集》，刊登博白古今诗词 4000

多首，60 多万字，发行 5000 多册。公开出版发行《楹联教育启蒙》，发行

5000 多册。

2、整理出版清代朱玉仙《画诗楼稿》。

3、举办纪念王力诞辰 116 周年诗词征文比赛，奖液后学。收到作品 1000

多篇，评出获奖作品一、二、三等奖 100 多篇。

4、助力朱玉仙诗词研讨会。

七、协调发展 造福桑梓

1、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县。胡育秋老师脱颖而出，分别获各级重要的奖

项。

2、配合中华诗词学会建设好诗词教育研究基地，建设王力故居诗词长

廊。

综上所述，博白人民吟诗、写楹联有着优良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并

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工作的开展，博白的

诗词、楹联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