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春节期间，北京市延庆区各街道、乡镇举办了划旱船、舞龙灯、听戏曲
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营造出了浓浓的年味儿。图为沈家营镇
八里店村村民走街串巷以表演“划旱船”的方式，为家家户户带去新年美好
祝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近年来，国家级非遗项目潮汕英歌舞闻名全国，出圈海外，深受广大
群众和游客喜爱。今年春节，潮汕英歌舞在陕西、河北、山西等多地上演，促
进了民间文化交流、非遗文化传承。图为在山西阳城县皇城相府春节庙会
上，广东普宁葫芦地英歌队正在表演英歌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诗瑀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桑妍

年味铺满集，对于山东省武城县的人
来说，与家人一起逛大集是新年必不可少
的“仪式”。岁末年初的大集，是武城县最
具烟火气息的地方，琳琅满目的商品、此起
彼伏的叫卖声、络绎不绝的人群，不仅是一
个采买年货的市场，更承载着一份沉甸甸
的乡情。

作为鲁权屯镇方圆几十里最大的集
市，滕庄大集聚集了一年到头的年味儿，
吸引四乡八镇的老乡们前来置办年货。
在这里，生鲜副食、坚果炒货、瓜果蔬菜一
应俱全，商户熙熙攘攘的叫卖声与老乡们

的讨价还价声重叠在一起，整个集市顿时
沸腾起来。

一辆堆满豆腐的三轮车，一张用来放
电子秤和零钱的小桌子，写着“豆腐”二字
的红色招牌靠在凳子腿上，大集才开始没
多久，范宝良的豆腐摊前就挤满了人。“豆
腐三块五一斤，豆皮七块钱一张，做豆腐三
十多年了，都知道咱的豆腐好，年前这几天
生意还行喽！”范宝良说。

想着来赶滕庄大集的人很多，范宝
良和妻子从前一天早晨六点一直忙活到
深夜十一点，五十斤重的千层豆腐夫妻
俩一口气做了七个。范宝良家住甲马营
镇千户营村，离滕庄大集四十多里地，尽

管前一夜因做豆腐睡得很晚，可早晨六
点范宝良便整装出发了。“这有啥辛苦
的，不辛苦！过年嘛！”范宝良一边忙活
一边说。

顺着集市主路朝前走，不难发现任丽
淑的馒头摊，不同于周围瓜果蔬菜的摊位，
任丽淑卖的是自己的手艺活。任丽淑在闫
庄村有自己的馒头房，做馒头对她来说早
已游刃有余。又大又白的馒头二十个装成
一袋，一袋十二块五，交了钱拎起一袋就能
走。馒头旁边花样各异的枣糕更是惹得人
忍不住上手摸一摸。擀两张等大的面饼，
底层面饼上铺满红枣，上层面饼则放上任
丽淑用面团雕刻出的金鱼、花瓣，将两层面

饼摞在一起，一个枣糕就算是做好了。“糕”
音同“高”，寓意着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步
步高升，因而每逢过年，家家都要准备几个
这样的枣糕，图个好彩头。

记者注意到，此次滕庄大集做出不少
创新。集市设立了鲁权屯镇特色农副产品
展销摊位，汇聚十余种当地特色农产品，力
求让“好年货走进有福之家”，让更多的人
了解品尝到家乡特产，同时也满足了老百
姓对于年货多样化的需求。除此之外，滕
庄大集紧跟时代潮流，借助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为农产品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便
捷高效的对接平台，利用电商直播让更多
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

赶年货大集 享人间烟火

□□ 崔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咚、咚、咚咚咚……
在河北省磁县鼓楼广场，80 余人的击

鼓声交织在一起，威风锣鼓的气势如江河
奔腾，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从正月初一开始，在一场雄浑激越的
《威风锣鼓》开场表演中，2024 年“我们的
节日·春节”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磁县拉
开了序幕。铿锵有力的鼓点、气势浑厚的
英姿，表达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新一年的美
好期盼。

“我今年 55 岁了，这讶鼓已经打了 42
年，过年给大家表演越打越高兴！”讶鼓队
员王国强乐哈哈地说，“讶鼓在 2006 年入
选河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我这个‘老鼓手’很骄傲。”在表演现
场，精彩的演奏和独特的队形变换，让古老
的民间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

伴随着阵阵铿锵的锣鼓声，当地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背阁”表演开始了，“下
背”的青壮年边走边扭，随之带动上面的小
孩舞动起来，一大一小，一上一下，配合默
契，小孩因道具和衣服遮掩，给人以站在肩

上的错觉，形象生动，就像在跳“肩上芭
蕾”。壮观的“背阁”迎来现场观众一阵阵
掌声和欢呼声，观众一个个仰头观看，在一
片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共同感受着传统的
年味。

在春节活动现场，一条长 40米活灵活
现的彩龙欢腾起舞，腾挪穿跃，或上下翻
飞，或蜿蜒盘旋，引得观众连连拍手叫好，
现场气氛好不热闹。

伴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两只
“小狮子”摇头摆尾，上蹿下跳，这两个可爱
的“小狮子”就是讲武城镇大冢营村 10 岁
的张慕汐和 11 岁的王诗怡。“为了今天能
来鼓楼广场表演，每天都勤加练习，我们要
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表演结束，王诗怡
已是满脸汗水。

在展示各种“龙”图案的剪纸区域，非
遗剪纸传承人殷玲玲正在制作一个个龙
年剪纸，她说：“今年是龙年，我们剪了很
多跟龙元素相关的剪纸，来学剪纸的人非
常多。”

和泥、炼泥、拉坯……在非遗展示区，
磁州窑烧制技艺师傅一边匀速地转着转
盘，一边将黏土放在转盘上按压，几分钟时

间，一只梅瓶造型的陶坯就制作成型，娴熟
的手法吸引着人们驻足观看，还有围观群
众跟着师傅一起和泥，孩子们排队等候体
验制作属于自己的磁州窑器物……冬日暖
阳下，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春节期间，磁县创新非遗项目呈现方
式让更多非遗项目在节假日“火”起来，让
非遗文化可看、可听、可感。

游客可以穿着汉服，游走在古色古香
的鼓楼、热闹的舞龙舞狮之中，体验非遗磁
州窑的制作、龙年剪纸，观看讶鼓、背阁等
非遗表演，北朝考古博物馆和中国磁州窑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走”出博物馆，来到群
众身边。

一些年轻人走进了鼓楼广场，就业咨
询区和“十万学子磁县行”活动区的志愿者
就迎了上来，介绍相关“非遗”等当地产业
基地及用人信息，并将宣传页发给他们。

该区共有 50多家招聘企业，涵盖非遗
技艺、市场营销、管理文职和信息技术等
用工岗位 2100 多个。活动现场共有 300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500 余人填报了大学
生返乡就业意向表，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

“龙年开了个好头，今天来鼓楼广场看
表演，没想到这里还有就业区，听了宣讲，
我找到了几个有签约意向的岗位，回家再
考虑考虑。”该县返乡大学生吕鹏举着手中
的报名表高兴地说。

在惠民阅读区，磁县新华书店展出了
1500余种图书，共计3万多册，并开展了阅
读小达人、红包墙、小礼品、以旧换新向困
难儿童捐赠等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通过
各种读者参与类活动和文化宣传活动，邀
请读者阅读辞旧岁、书香迎新春。还有《我
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 2》《家有喜事》《长
空之王》等公益性电影放映，进一步丰富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据了解，近年来该县坚持城市更新与
文化传承有机结合，大力推进文化建设，
将磁州文化注入城市发展进程之中，磁县
鼓楼广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今年春
节，鼓楼广场这一地标性建筑带着全新的
面貌，还空间于群众，在新年伊始带来一
场文化盛宴，让老百姓真真正正在城市更
新中受益，感受欢天喜地的浓浓年味儿，
度 过 一 个 欢 乐 祥 和 、健 康 向 上 的 龙 年
春节。

河北磁县：非遗增添“文化味”红红火火庆新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蹲上冰车，保持平衡，双钎撑地，滑
行出发……几块木板和一把冰刀就组成
了东北人的简单快乐。春节假期，在辽
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冰面上，每天都有许
多冰车运动爱好者，手握滑冰杖，驾驶着
冰车在厚厚的冰面上争相飞驰，感受着
速度与激情，享受着冰雪运动的快乐。

“集合，排好队形，准备出发。”张奇
光每天组织着“老男孩”们一起玩。集体
出发、列队接龙、竞速比赛、穿越障碍、

“8”字环绕、花样表演……这群“老男孩”
把这项运动编排出了各式花样玩法。

单刀冰车俗称“单腿驴”，由满族民
间传统冰雪运动“滑冰车”演变而来。“我
们小时候就爱玩，特别是‘单腿驴’，玩起
来什么烦恼都能忘掉！懂点木工就能自
己制作，这种榫卯结构的单刀冰车是许
多 东 北 的 六 零 后 、七 零 后 们 的 童 年 记
忆。”辽阳市“单腿驴”精英大队队长张奇
光介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单腿驴”就
在东北地区广为流行了，但九十年代以

后，由于冬季健身娱乐项目供给日益丰
富，“单腿驴”逐渐被人们淡忘。近年来，
随着冰雪热在东北蒸腾，很多人重新回
到了冰场，找回童年的冰雪记忆。

“我们大多是退休的老同志，自从来
冰上玩‘单腿驴’后，身体都更强健了。”
张奇光介绍，现在太子河上玩“单腿驴”
的每天大概有几百人，由他组建的“单腿
驴”爱好者团队是 2019 年创立的，已经有
上千人加入，刚开始以退休的“老男孩”
居多，随着这项运动逐渐在网络上走红
并被更多人知晓，现在队伍里年轻人也

开始增多。近两年，张奇光率队还参加
了不少全国性的赛事，并开通社交媒体
账号每天上传趣味视频，吸引更多人爱
上“单腿驴”。

队伍不断壮大，对冰车等附属装备
的需求也逐渐增大。张奇光介绍，有队
员设计加工的“单腿驴”结实耐用，直接
在队伍中就找到了买主，“有专门卖冰钎
的、卖冰刀的，一共有 20 人在这里找到了
创业项目，还把生意搬到了网络上，销往
外省市，我们的队伍在‘单腿驴’这个行
业里实现了产业链。”

“单腿驴”奏响冰上迎春圆舞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陈银银

“来看看新鲜的草莓，刚从水家湖拉来
的新鲜草莓！”“新鲜白菜，自家种的白菜！”
大年二十九早上 7 点多，热闹的气氛已经
在长淮卫大集铺展开来。

穿过长淮卫淮河大桥，在附近村民的
指引下，记者走进了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
区长淮卫古镇，寻古迹、赶大集，感受这座
千年古镇里的浓浓年味儿。

“这是新长淮，老长淮距离这里有1公
里左右，这边更方便些、人更多些。”老长淮
人告诉记者，长淮卫大集的位置在最近几
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保留原始摊位的基
础上，长淮卫大集经历了一次重建，“新长
淮道路更干净些，开车来也方便。”

五百多米的长淮卫大集人头攒动，叫
卖声不绝于耳。路面硬化之后，附近的村
民都会开着车来大集上采购，肉类海鲜、熟
食酱货、蔬菜水果，还有日用杂货、衣服鞋
帽，大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囊括了人们衣

食住行所需的方方面面。嫩绿的莴苣叶子
还带着泥，大白菜的外皮儿透着水灵，“都
是自家种的菜，包新鲜！”卖菜的大哥拍着
胸脯自豪地说。来长淮卫大集，不能错过
的就是“老长淮猪蹄”，据传这一美食从明
朝流传至今，卤制猪蹄的汤料中有几十种
中草药，被当地人认为是美容养颜的佳
品。鲜亮的卤汁、软糯的外皮，让很多食客
忍不住在街边就大快朵颐。

行至长淮卫大集的中间位置，古朴的牌
楼上“古镇长淮街 商贸市场”的字迹已有些
斑驳，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古镇悠久的
历史。“十里清淮上，长堤转雪龙。”据史书记
载，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从苏轼这两句诗中各
取一字，称这里为“长淮”，并将其定为中都八
卫之一，与当时天津卫、威海卫统称“三大
卫”，在当时是方圆百里的重要经济贸易中
心。据介绍，明清时期，长淮卫还是蜚声大江
南北的灯谜之街，朱元璋曾多次来到长淮卫
的灯谜会，还支持当地兴建灯谜馆，直至今
日，长淮卫镇还保留着过节猜灯谜的习俗。

千年古镇焕新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关仕新

挑起金猪，挎上花篮，撑起花伞，大年
初六，广东省阳江市村头村三百多外嫁“金
花”集体回娘家。

上午不到九点，盛装打扮好的三百多
“金花”就陆续在村口地塘集合，喜气洋洋
地走在刚扩建好的主干道上，绕村巡游一
圈后到达文化广场，并逐一登台为乡亲父
老送上新春祝福。

“金花”们感叹，这次春节回乡，村里主
道变宽了，变成了双向车道，交通越来越便
利，绿树多了，池塘清了、不臭了，垃圾少
了，整个村子干净多了。文体设施越来越
健全了，尤其是村里文化活动中心修好后
时不时搞个文娱活动，整个村更有人气了。

“‘千万工程’开始后，我们村越建越漂
亮了。”“金花”们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着村里
变化，硬件建设好了，软件也跟上来了。“我
们村还获得 2023年广东省‘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称号。”一位“金花”在微信群里
自豪地向大家分享这个新闻。

“金花”们早就想为村里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让大家看看女性的正能量。本次回娘
家活动共募集了近 30余万元经费，从五百
到三万不等，多由春节回乡的“金花”捐赠。
除了巡游、发言、晚宴、晚会，还举办了敬老
活动并宴请村里70岁以上老人参加晚宴。

“金花”们的提议得到了村委会的大力
支持，并为回乡“金花”回赠祝福礼物。“金
花”在发言中纷纷表态，愿为乡村振兴共同
努力，让村庄变得越来越和美。

“金花”回娘家 喜看新变化

□□ 张黎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大年三十，下午4点，张金杰终于等来了两辆从上海出发的旅游大巴车。
张金杰是浙江省磐安县尖山镇乌石村的一名农家乐从业者，当天，两个

月前预定好的60名上海游客如约而至。此时，来自各地的大巴和私家车早已
将乌石村的停车场“塞”得满满当当。

游客张先生刚下车，就“熟门熟路”地跨进张金杰的厨房，着手准备自己
的拿手菜红烧肉。“今年是在这里过的第15个春节了，早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
家。”他说。

“因为疫情原因，3年没来乌石村过春节了，这次我提前3个月就预定了。”
同样来自上海的游客朱先生是第三次来到乌石村过年。“今年约了 24位朋友
一同过来，把‘祥和农家乐’的12间客房全部包下，准备一直住到正月初四。”
朱先生笑着说。

农家乐主人潘祥和从 2月 8日便开始忙活起来。“养在山上的土鸡、自家
种的青菜萝卜，都是纯天然的食材。”潘祥和说，乌石农家乐在上海的口碑很
好，尤其受到老年游客的喜爱。

乌石村原名管头村，这里的祖辈们都选用当地特有的黑色玄武岩建房
子，由于地处三县边际的高山，加上经济条件一般，被不少人戏称为“光头
村”。自 2005年起，村庄开始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产业，以“吃农家土菜、游乌
石老村”为特色的“乌石农家乐”品牌逐步打响。

磨豆腐、打麻糍、迎大旗、办联欢晚会……为了让游客在乌石村过好春节，村
里准备了丰富的民俗活动，从大年三十一直持续到正月初七。2023年，乌石村还
新建了游客驿站，游客在这里可以享受邮寄快递、电车充电等服务。张金杰、潘祥
和等农家乐业主还在上海设立代理处，10人以上的旅游团就有专车往返接送。

“开饭喽！”
热气腾腾的土鸡煲、青翠欲滴的小青菜、香气扑鼻的油焖香菇……晚上5

点，“祥和农家乐”的年夜饭准时开席。为了欢迎老朋友，潘祥和还免费为每
桌热上一壶自酿的黄酒。“今晚大家少喝一点，一会儿6点钟去文化礼堂看联
欢晚会。”潘祥和提醒大家。

乌石村党支部书记张威平介绍，今年春节游客有三四千人，目前，该村共
有农家乐、民宿 200多家，床位 4200个。2023年，全村共接待游客 9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超2亿元。

热气升腾的年味里，乌石村“点石成金”的故事还将继续。

三
千
游
客
乌
石
村
里
过
大
年

年集，是记忆里的一幅民间美丽画卷。办年货，是“备战”新年的起笔；赶年集，是年俗里不
可或缺的一道“盛宴”。炸糕炒货，天津萝卜，奶油味的大草莓……龙年春节期间，天津市武清
区大集上，来自京津冀的赶集人，感受着乡土，品味着都市农业特色农品带来的浓浓年味儿。
图为游客在大集上观看舞龙表演。 陈九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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