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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怀柔区推出四大系列 88 项
800余场文旅活动和15条旅游线路，邀请市民
来怀柔过大年。图为怀北古关迎春大集上举
办的文艺演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春节里，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农村
在一场场篮球友谊赛中沸腾起来，农
民篮球赛战火再燃。

在西吉乡村，有着打篮球的优良
传统，不论是青春少年，还是花甲老人
都会打篮球。逢年过节，人们相约一
起，通过酣畅淋漓的比赛释放激情，增
进友谊。

新春之际，记者应邀前来观战马
莲乡张堡塬村的农民篮球赛。进入村
内，只见道路干净整洁，屋舍焕然一
新。尤其是村里的篮球场，平整美观，
令人眼前一亮。

“篮球场所在的地方原来是打麦
场，现在被改造成运动场地，能容纳

5000 多人。”张堡塬村村委会主任单志
兵向记者介绍。

一个场地，先后两种“身份”，前后
的转变勾起了村民的回忆——

多年前，打麦场是大伙儿交流的
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碾麦子，坐在场边
谈天说地，特别热闹。

之后，随着村里发展设施农业，养
殖肉牛，收麦子用大型脱粒机，打麦场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无人打理的麦场，成了村民堆放
垃圾、柴草、牛粪的地方。这样不但影
响村容村貌，而且与大伙儿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格格不入。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让群众的生
活更加舒心，乡村两级借全县开展城
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契机，经多方

努力，使张堡塬村被列为全县乡村振
兴示范村和马莲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村，并依托闽宁协作资金，对打麦
场进行硬化，在周边栽种树木，修建凉
亭，配套椅凳、健身器材。6 亩地的打
麦场从卫生死角变成综合文化活动
场地。

“篮球场建成之后，年轻人耍手机
的少了很多，纷纷走出家门打篮球。
老年人也能甩开胳膊，锻炼身体，出门
说话也有伴了。”

“村民可以在这里散步、拉家常、
下棋、打篮球，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了。”

“改造之后，环境变美了，村庄亮
堂起来，生活也舒心。”

……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对新建的综

合文化活动场地赞不绝口。
篮球赛上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气

氛。一声哨响，场上两队队员激烈交
锋，挥汗如雨。而场下，村民可以一边
欣赏着篮球比赛，一边拉家常、讲趣
事，交流养殖、种植心得。村里的大小
事、生产经验和技术，通过文化活动向
十里八乡传播。

昔日的打麦场，重新“活”了过来，
真正成了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张堡塬村的变化是西吉县推进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西吉县推动示范
村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集聚放大效应，
带动周边村庄一同发展。新春时节，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风
光在西吉大地上正缓缓展现。

昔日打麦场 今时欢乐园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林雪

春节期间，河北省南宫市新春民俗文化大集上，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大集戏台前座无虚席，连两侧都围满了观众。戏
台的幕后，来自南宫市戏曲艺术中心的演员争分夺秒
地打底妆、抹胭脂、点画眉眼、穿戴戏服，扮上后，趁着
正式表演前的空当吊嗓、定调门、开嗓喊嗓，默戏进入
人物，准备登台。

“风萧萧惯长征千里战马，高耸耸峻山岭又无人
家，顾不得那路崎岖忙催战马，行来在歧路口路现双
岔……”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演员们演起了京剧

《双阳公主》，高亢激昂的唱腔，配合妙趣横生的情节，
点燃了观众的热情。现场不时传来热烈的掌声和叫
好声，还有观众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市民杨艳英说：“以前过年都是在家里吃吃喝喝，
现在周边活动多了，还能看几出好戏，热闹又新鲜。”

精彩演出的背后是文艺工作者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用心坚守。这个由南宫市原京剧团的老演员自

发组建的演出团体，成立于 2015 年，团队有演员 30 余
名，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文武场配套，排练演出了《四
郎探母》《白蛇传》等传统京剧折子戏，以及《红灯记》

《沙家浜》等现代京剧 20 余折。
自 2015 年至今，南宫市戏曲艺术中心积极开展送

戏下乡、戏曲进校园活动 600 余场，让更多的人有机
会接触到传统戏曲艺术。每逢重大节假日，剧团更是
积极开展公益演出，受到广大群众好评。

“为了增添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让观众朋友们
过足戏瘾，我们团队春节期间加班加点排练曲目，想
让大家过一个年味十足的文化年。”南宫市戏曲艺术
中心演出队伍主持人高冬珍说。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坚韧的民间艺术力量，传统
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乡亲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南宫市委副书记付刚表示。

一出出精彩纷呈的好戏传播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张张幸福笑脸传递出人们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在
许多乡村的田间地头、文化广场，洋溢着新春气息，展
现着文化脉动。

新春有戏 盛宴共享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 文/图

天还没亮，即便气温很低，来自附近几个村的
村民组成的健步队就已集合完毕，准备环湖健步，
迎接新的一天；

太阳正好，跨湖景观桥、亲水沙滩、游船码头等
地方都是前来游玩的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的村
庄驱车前来“打卡”的人；

天还未黑，自带音箱的村民早已对着手机开
唱，几处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已经准备就绪，等待
开跳；

……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界湖镇的界湖公园，于去

年新开园，人流不断，今年过年期间更是因为各种
摊贩的到来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公园里全天人声

鼎沸，热闹非凡。
界湖公园在镇内近年旧村改造腾空的 200 余亩

土地上建造而成，附近的村民也纷纷住上新楼房。
“我家就住公园边，出门就能逛公园。”村民的喜悦
溢于言表。

界湖镇南村村民吴西恩爱好唱歌，但是 60 岁
的他从未在公共场所唱过歌。自界湖公园建成后，
很多人在公园里唱歌，甚至在网上直播。吴西恩受
到了鼓励，现在每天都带着小音箱到公园里一展歌
喉，他的老伴就在边上打太极。“日子就得唱着过，
跳着过。”吴西恩笑容满面。

公园在城市中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村里人来
说，是个洋气的场所——不仅可以游逛消食，健身
游玩，还是可以唱歌跳舞、直播、摆摊、交友的新型
公共空间。

据老人们回忆，早年间，界湖镇西有卧龙山，东
有陶瓷岭，山岭中间有大片湖洼，界湖镇因此而得
名。湖水源自汶河，流经村庄汇入沂河。但由于前
些年城镇建设发展和环境污染加剧，湖水渐渐消
失。“界湖无湖”，也成了很多人精神上的缺憾。沂
南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翁振民介绍，目前，界湖
公园内水域面积 100 余亩，其上游仍与汶河相连，
下游还与沂河贯通，既连接着历史记忆，也修复了
自然景观。

距离界湖公园几公里外，一座比界湖公园更大
的森林公园不久前也开放了。在沂南县，一座座公
园让村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更加丰富。漫步在新建
的村民小区里，尤其是几座公园附近的小区里时，
不仅感到“我家住在公园边”，更觉得“我家就住公
园里”。

“我家就住公园里”

界湖公园与新楼房依邻而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梁冰清

逛古城，观表演，赏民俗……春
节假期，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的商
丘古文化旅游区内分外热闹，游客
络绎不绝。

在占地约 12.6 平方公里的商丘
古文化旅游区内，分布着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归德府城墙、宋国
故城以及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通济渠商
丘南关段等，其中商丘古城为我国
保存完好的古城之一。

舞龙舞狮、竹马旱船等传统民俗
表演精彩纷呈，沉浸式情景剧巡演
引人入胜，剪纸等民间技艺传承人
现场献艺……在以商丘古城为依托
的古文化旅游区里，一系列参与度
高、趣味性强的龙年特色活动，引得
观众掌声阵阵，使市民、游客感受到
浓浓的过年气氛。

春节期间，商丘古城策划组织了“2024 商丘火
神台庙会非遗文化周”“华商不夜城·国潮奇妙夜”

“商丘古城城墙奇妙游”等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了
汉服巡游、杂技、打铁花、篝火晚会等 18 类表演活
动。夜幕降临时，古城内华丽夺目的花灯与文化
活动相结合，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由商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睢阳区委宣传
部主办的“百花迎新乐中原——2024 年首届商丘
民俗文化节”同时在商丘古城东门里陈家大院内
举行，广大市民和游客在观赏节目、融入民俗文化
时，也能领略今日古城的全新魅力。

古城内外人声鼎沸，游客脸上笑容绽放。“今
年，我带孩子来这里感受传统年味。这里活动丰
富多彩，还有吃不完的美食，是一次非常棒的体
验。”商丘市民刘飞高兴地说。

逛
古
城

品
年
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春节假期，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城关镇六营村的
中国泥塑文化园里游人如织。每年此时都有很多游客
慕名来“打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

附近县区的游客剌媛一走进园区，就被今年新推
出的小青龙泥塑惹得挪不开眼，她手捧泥塑乐开了
花：“凤翔泥塑今年的青龙样式让人喜爱，给传统的青
龙赋予动画外形，我要给朋友寄几个当作新年礼物。”

凤翔泥塑洗练夸张的造型、华美富繁的装饰、艳
丽喜庆的色彩、稚拙可爱的形态，让其在全国众多泥
塑中独树一帜。当地村民介绍，相传明代六营军队曾
在此驻扎，后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其中部分人重操陶

瓷制作老手艺，制作出彩绘泥塑到各大庙会出售，并
在当地代代相传，逐渐发展为自成一派的凤翔泥塑。

在凤翔泥塑国家级传承人胡新明的西府民俗艺
博园生产车间，工人们分工协作，砸泥、造型、制模、翻
坯……正紧锣密鼓地赶制一批批泥塑产品。在绘样
车间，几位绘样艺人手执画笔描形涂色。

“生肖泥塑是凤翔泥塑的一大特色，今年主打‘青
龙’系列，寓意龙年大吉。”胡新明对记者说，“现在推
出的泥塑，都是儿子胡锦伟设计的，他把‘国潮风’与
泥塑巧妙融合，赢得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这也让非
遗泥塑向下一代传承了。”

现在，六营村进一步挖掘凤翔泥塑的历史文化，
开展非遗传承人培训、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每年吸
引万余人次来研学体验，既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绽光
彩，又为凤翔泥塑注入新鲜血液。

泥里“长”出小青龙 □□ 张丽 杨根福

“现在大棚内湿度大，要注意棚内用
电安全，不要把插座、老旧线路裸露在空
气中，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国网浙江电
力衢州供电公司电力网格员来到凤林镇
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帮助用户检查大棚
用电设备，保障设施大棚安全可靠用电。

当下是大棚蔬菜生长旺季，很多农
业园引进全电大棚智能化种植模式，这
对电力供应和供电服务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保障大棚安全稳定用电，国网衢
州供电公司依托“村网共建”示范点创建
工作，提前谋划制订全电大棚专项保供
电方案，加大对台区线路设备巡检消缺
力度，按照“一户一策、精准服务”的原
则，建立定人、定点、定责服务机制，为
农户做好安全用电服务工作。同时，供
电公司将“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示范
点建设落到实处，利用无人机、红外测温

仪等高科技设备对大棚周边线路进行巡
视，准确掌握电网线路运行状况，并积极
向农户开展安全用电宣传，讲解大棚控
温、灌溉用电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做好优
质供电服务工作。

“再过几天大棚里的蔬菜、水果就陆
续成熟了，现在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
较高，有了可靠充足的电力，我们致富更
有奔头了。”凤林镇生态农业示范基地负
责人看到供电人员高兴地说。

下一阶段，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将继
续推进“村网共建”服务模式，在开展安
全用电检查的基础上，安排各基层供电
所的台区经理主动上门与农户沟通，了
解农业大棚用电情况，不断满足农村特
色产业发展用电需求，助力农民增产增
收。自去年入冬以来，衢州供电公司已
上门服务大棚种植户 200 余家，累计发
出用电宣传资料 2000 余份，发现并整改
安全隐患 50 余处。

浙江衢州：“村网共建”保障大棚安全用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近期，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舒溪村“90 后”返乡青年梅
娉艳忙得不亦乐乎。她带领团队打造了多个属于舒溪村自己的品
牌——“梅姑娘的院子”民宿、落鄉度假社区、梅姑娘月饼店、嵌山餐
厅、乡村振兴帮扶馆和愚人俱乐部等。这些农文旅产品在网上直播间
火爆交易，全国各地消费者的关注让沉寂的小山村声名鹊起。梅娉艳
也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梅姑娘”。

“作为农家子弟，我对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非常关注。乡村振兴
战略提出后，我积极响应，成为当年第一批返乡创业者。”梅娉艳介
绍，毕业后她应聘到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后来她带着资金、经验回到
家乡创业，成立了公司，并拿到了黄山区第一张民宿特种行业许可
证。如今，她正在将新模式、新理念应用到实业中，推动家乡现代农业
发展。

梅娉艳将爷爷的老宅改造成民宿“梅姑娘的院子”，舒溪村因此迎
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并且一来就住很多天。“他们真是太喜欢这里的
土货了！前不久，我一天收到了 40 万元的订单。”梅娉艳说。

舒溪村位于黄山区太平湖畔、太平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这里
山清水秀，生态绝佳，黄山毛峰、太平猴魁蜚声海内外，连同自己推出
的老式月饼也受到市场青睐。“去年 6 月，梅姑娘月饼店出品的梅姑娘
徽式芝麻核桃月饼获评‘中华名饼’，这很难得。”在梅娉艳看来，这老
式月饼和“新农人”的关联很大，比如用的芝麻、菜籽油等全都产自本
地，而“梅姑娘的院子”民宿、落鄉度假社区、嵌山餐厅等舒溪 IP，无一
不是仰仗家乡好物出圈。梅娉艳推出的各种土特产品融入了徽州文
化，让月饼、黄山腊味等家乡好物具有较高溢价空间。这些家乡好物
凭着极佳口感，让不少“头回客”变为“回头客”，北京、江苏、浙江等地
的顾客也纷纷慕名购买。

“我觉得，新时代的‘新农人’不仅仅是由年龄、农事经验而定，还
要由技术、想法决定，对同样的农产品，要用不一样的营销手段和创新
方法综合起来对待。”梅娉艳称，从 2017 年起步以来，团队便非常注重
打造舒溪“新农人”群体，为舒溪发展贡献力量。

正是这些“新农人”，在协助销售家乡好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让“远在深山人未识”的舒溪农特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接下来，
我们要以舒溪的山间田头为青春起跑线，不断汇聚力量，让家乡好物
销得更好更远，为乡村振兴不断添砖加瓦。”梅娉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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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2 月 21 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第二批开往浙江省宁波市、嵊州市和
江苏省靖江市的“点对点”务工专车发
车，42 名务工人员踏上返岗之路。这也
是该旗继正月初五输送第一批110名务工
人员后，再次“点对点”护送返岗复工人员
去往江浙地区，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一大早，返岗务工人员陆续来到集
合地点，将行李和包裹放进“点对点”专
车。“点对点”专车会将务工者直接送到
务工企业，让他们出家门、上车门，下车
门、进厂门。阿荣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还为务工者提供了水果、方便面、
矿泉水等，让务工者两天的行程饮食无
忧。此次外出务工对接的企业是宁波华
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企业。

“我在宁波务工已经 3 年了，每年复
工的时候，旗里都给我们组织专车送到
工厂，服务太到位了！”卢彦军是宁波华
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老员工，这次

他和妻子耿继梅一同返厂复工，对“点对
点”务工专车赞不绝口。

近年来，阿荣旗不断拓宽域外用工
渠道，主动与黑龙江、辽宁、广东等省外
人社部门、用工企业进行对接。自 2020
年以来，签订劳务输出协议 60 个，联系用
工岗位 1 万余个，并通过“点对点”包车运
送、统一送站和“一对一”跟踪服务等举
措，紧紧织密“服务网”，让富余劳动力

“就业有去处”“务工有渠道”“维权有人
管”，累计调度车辆 431 趟次，统一“点对
点”运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6972 人，发
展了劳务经济，让“春风行动”更温暖。

阿荣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盛越介绍，旗人社局还在年初开展了“阿
荣送服务 春暖农民工”百日行动，针对
农民工返乡，组织接站、慰问；针对在家
的富余劳动力，通过“进乡镇、进村组、进
家庭”，“送政策、送岗位、送培训”；对返
乡创业的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服
务，支持、鼓励新业态创业就业。

内蒙古阿荣旗务工者“点对点”直通返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文宇阳

春节前后，正是红萝卜采收上市的
时节。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忠兴镇木龙
村红萝卜种植户殷成刚把一根根红萝卜
按照大小进行分类码放，等待着绵阳市
木龙观胡萝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
员前来收购。

“去年春节回家看到家乡的朋友通
过种植红萝卜在家门口致了富，现在我
也是木龙观红萝卜大军中的一员了。”殷
成刚说，“去年我把家里的 3 亩地都种上
了红萝卜，收获的 1 万多斤红萝卜全部
卖给了合作社，收入增加 3 万多元。”

忠兴镇农业农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木龙村是芙蓉溪的冲积平原，这里土质
松散肥沃，水质纯净，气候适宜红萝卜生
长，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木龙观红萝卜
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中国
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为帮助农民更好销售红萝卜，提高
收益率，我们组建了绵阳市木龙观胡萝
卜种植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 150 人，带
动周边 800 余人就业。核心产区栽种总
面积 800 余亩，年产量超 500 多吨。合作
社以种植木龙观胡萝卜为主导产业，通
过示范带动等社会化服务，促进了示范
区农民每亩增收 4000 元以上。”合作社
社长卢飞说。

近年来，忠兴镇探索适合村集体经
济组织发展的模式和机制，依托木龙观
红萝卜地标、绿标品牌的影响力，采取

“党建+金融”模式，将金融活水引入农
村，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采取集
中流转土地、大户带小户集中抱团方式
发展种植业，打造红萝卜种植核心示范
区，让红萝卜产值和品质稳步提升。产
品在特色农副产品展销线上线下店内统
一销售，并在木龙观红萝卜采收民俗文
化艺术节上集中销售，实现了助农增收。

红萝卜铺就红火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