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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肃穆，古味悠长。站在宋氏宗祠大门外，只
见数棵高大的香樟树一字排开，犹如肃然而立的侍
卫。

宗祠正面是一堵斑驳的青灰色高墙，墙面上“宋
氏宗祠”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大字下方有一个
方正的白框，遗憾的是框内的图案几乎全部风化，只
留下些许图案轮廓。“听老人说，这里原来画的是只
水兽，以前下雨就会出来吃庄稼，后来被村民把图案
糊了好多次。”一位村民热情地将当地流传的民间故
事与记者分享。

走进宋氏宗祠，能清楚地感受到岁月的厚重。宋
氏后人提供的资料显示，这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
落始建于明末清初，占地面积约20亩，面对峨眉仙
山，背靠乐山大佛，山环水绕，风景雅秀。

宗祠为木质结构，四周砖墙，是由戏楼、回楼、祖
堂、寝堂、横堂、穿厅等组成的二进四合院。抬头仰
望，青砖黛瓦，彰显着历史的余韵；走近观察，飞檐翘
角，若展翅的飞鸟，轻盈灵动。祠宇修造考究，布局
典雅。祠前左右两面大门，门前刻有人物故事，雕刻
精堪，栩栩如生。两门前中央之上，书有闪闪发光的

“宋氏宗祠”四个大字。
据《宋氏族谱》记载，宋元泰元朝科举致仕，官至

三品监察御史，元乱时率嗣入川，其后人宋仕进选定
龙窝子（今龙窝村一带）定居，逐渐发展壮大，于明末
清初之际修建宋氏宗祠，“继承前人美德教导，使族
人和睦团结，明礼仪向往正道，张真理弘扬正气”。
宋氏宗祠历经了三次大建造，前后耗时一百多年，于
清光绪三十年才正式完工，是全省保存较完整的民
间宗祠。

1998年，宋氏宗祠成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6月，宋氏宗祠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
成为四川省唯一一家获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古代
宗族祠堂。

2013年12月，总投资60.8万元的宋氏宗祠维修
一期工程正式动工。维修内容包括戏楼整体落架、屋
面捡漏及电线更换穿管等。宋玉霞告诉记者，其实早
在一期工程之前，宗祠就已经在上级部门主导下进行
过抢险性工程维护，“当时是因为2008年‘5·12’汶川
地震导致宗祠戏楼沿壁出现了裂痕。”2017年，宋氏
宗祠维修二期工程顺利推进，戏台两侧的南北回楼得
到保护和修缮。

如今，经过修整后的戏楼依旧保留着由20根粗
大圆柱撑起来的万年台，台脊二龙绕顶，檐牙高啄，蔚
为壮观。台后侧有化妆楼、鼓乐楼，与戏楼形成凸字
形布局。戏楼两侧为南北回楼，正对面是宗堂拜台，
正好将可容纳千人的青石院坝环抱其中。回楼栏杆
以精美镂刻雕花装饰，宗堂拜台四周的红石栏杆上也
安放着大象、狮子等瑞兽石雕。

宋玉霞告诉记者，宋氏宗祠维修三期工程也在计
划之中，这一次，工程将关注宗堂背后的四合院。“四
合院原为宋氏后人供奉祖先牌位和佛像的望龙庙。”
记者注意到，四合院尽管已经有些年头，但大殿里的
木柱、横梁等依旧结实，能感受到当年修建时工匠的
用心。虽然院内空旷幽静，只留下或圆形或方形的石
桌、厨房里数口大灶，但依然能想象这里曾经的热
闹。据说，院子过去还种有两株百年桂花树，金秋时
节，丹桂香飘十里。“不过，当年的桂花树早已不见踪
迹，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原来的位置上新栽的。”
宋玉霞说。

美的东西始终会被人发现。
近两年来，宋氏宗祠成为不少摄影发烧友的拍摄

对象。特别是春天，当宋氏宗祠外的油菜花盛开，这
里便会迎来不少摄影师和游客前来“打卡”。“前段时
间还有一个微电影的拍摄剧组在这儿取景，我们非常
期待通过影片展现宋氏宗祠的魅力。”对宋氏宗祠得
到的关注，宋玉霞觉得非常高兴。

近年来，市中区水口镇也牢牢把握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以花为媒，着力打造乐山“城市后花园”。未
来，在水口镇百亩黄花风铃木、千亩平原油菜花的映
衬下，宋氏宗祠将会迎来更多的探访者，让悠长的宗
族故事历久弥新。

在历经数百年沧桑中，残留厚重历史痕
迹的宋氏宗祠因各种原因险些被毁，最后都
被宋氏后人以及附近村民保存下来。

龙窝村党支部副书记、宋氏第28代后
人宋玉霞告诉记者，关于宋氏宗祠的很多故
事都是听家族老人们讲的，宗祠后来还做过
粮库，后又改办成小学、初中，最盛时在读学
生有几百人。“包括我在内，龙窝村很多五六
十岁的村民都在宗祠里上过学，现在宗祠里
还能看到当年办学时留下的痕迹。上世纪
80年代，政府出资在罗汉场修建了新的学
校，龙窝小学才停止办学。”

而作为宋氏大家族情感维系的纽带，
2011年10月，宋氏宗祠内还举行过一场盛
大的秋季祭祖典礼，来自西昌、雅安、崇州及
乐山周边地区的宋氏后人齐聚一堂，祭祀先
祖，以慰乡愁。那一年，塑有宋氏先辈、元代
三品监察御史宋元泰威严形象的宗堂也在
宋氏后人的筹措下翻新修建，得到更好的保
护。

祠堂，又被称作宗祠、家庙，是我国儒家传统

文化的象征，是供奉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也

是记录家族传统与辉煌的圣殿。在子孙后辈的

心目中，祠堂更多时候承载着族人浓厚的“乡

愁”。

12 月 16 日，一个冬日的雨后，记者驱车来到

位于市中区水口镇龙窝村的宋氏宗祠，看到这座

历经400余年风雨洗礼依然气势轩昂的中式古典

建筑时，不觉屏气凝神，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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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周玮）记者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北京时间12月17日晚，我国单独申报
的“太极拳”、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
——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两个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
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15届常会于12月14日至19日在线上
召开。本届常会共评审57个国家申报的50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据介绍，太极拳自17世纪中叶形成以来，世代
传承，习练者遍布全国各地，并在海外有着广泛传
播和传承。太极拳对于习练者的性别、年龄、体质、
职业、民族没有限制，通过习练太极拳，人们在修身
养性、强身健体的同时，也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基因。“学拳明理”，太极拳所蕴含的阴阳循环、天人
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养生观念，丰富着人们
对宇宙、自然和人体运行规律的认知；其松柔圆活
与立身中正的基本要求，尊师重道、学拳不可不敬、
不可狂、不可满等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涵养着人
们平和、包容、友善的心性。在提升人民群众健康
意识、促进身心健康、推动人与人和谐共处、增强社
会凝聚力等方面，太极拳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我国闽南地区和马来西
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自15至
17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
从我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册），是我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
国责任和义务的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日益
提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和履约能力，对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创新创造
活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
和文明交流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

太极拳、送王船申遗成功
中国总数居首

“充一辆电动车仅需一元钱”。近年来，各地相
继出现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柜、充电桩，居民通过投
币或刷卡就能充满电，既简单方便又经济实惠。这
项自助式便民服务一经推出就受到好评。“一元充
电桩”在解决群众充电难题的同时，减少了电动车
乱停乱放及飞线充电、进楼充电、人车同屋充电等
现象，降低了安全隐患。

充电桩虽好，却也有闲而不用的问题。不久前，某
地一小区电动车着火，参与灭火的民警了解到，该小
区虽配置了充电桩，但仍有人私自从家里拉线进行充
电，由此引发了火情。便民设施未能发挥作用，问题出
在哪里？关键还是在具体细节。比如，安装数量是否足
够、分布是否合理、谁来负责管理等，直接影响到群众
使用的积极性，关系着电动车治理的效果。

治理效果如何，关键要看群众满不满意。电动
车充电是生活中的“高频事项”，直接影响部分居民
的幸福感。为此，不少社区开展联络、上门问询，了
解居民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收费比别的小区贵”

“充电桩放地下车库不方便”“安充电桩挤占公共空
间”，一些居民道出了使用的疑虑。充分理解居民
诉求，设身处地优化设计，用心用情劝导居民放弃
不合理的充电习惯，让更多居民参与到基层治理的
决策中，不少社区制定出让各方满意的充电方案。

充电不涨价，服务可“增值”。有的小区改建智
能车棚，刷卡才能进出，居民可远程查看充电状态
和画面，停车充电不再操心；有的推出智能充电柜，
不仅能自动断电、防止过充，还使用了阻燃材料和
断电保护装置，让安全性更有保障；有的推出“充电
地图”，将辖区充电点位告知居民与商户，让充电更
加方便。的确，服务没有止境，唯有针对具体情况
提高服务“含金量”，便民政策才能落细落实。

解决电动车充电问题，还需疏堵并治。针对充
电定价不统一等群众关心的问题，社区应深入调
研，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商，并将解决结果告知
群众。同时，要坚决治理违规充电行为。比如，江
苏省今年施行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在强调居民
小区应根据需要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的
同时，严禁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的行
为，为充电服务制定了刚性规范。

电动车充电问题治理，从倾听群众心声，到跟
上后续服务，再到及时化解矛盾，只有提高精细化
水平，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主动性，打通基层治理
微循环的“最后一公里”，将便民的好事办成人人点
赞的实事。

电动车充电的精细治理
■ 姚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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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宋氏家族故事的宗祠

精美的木雕

宋氏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