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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推选2024年大国工匠培育对象的通知》，

决定在2024年推选200名左右大国工匠进行培育，培育期为2年，示范引导各地、各行

业积极支持培养1000名左右省部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为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培养造就一大批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带动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

工人队伍。 （综 合）

2024年推选200名大国工匠进行培育

本报讯 （记者 魏静 □ 顾士刚
王庄园）“歌唱党的二十大，正月里来
闹新春，人居环境整治好，绿水青山就
是宝……”从大年初一开始，江苏省睢
宁县桃园镇袁店村的 82岁退休教师张
明华就和他的伙伴们组成的旱船表演
队走村串巷，到社区，到村民家划旱
船、扭秧歌。他们的动作既自在豪放

又 轻 巧 敏 捷 ，
映衬出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祝
福。

2 月 12 日，
大 年 初 三 ，喧
嚣的锣鼓声早
早地把袁店村
男女老少都招
呼到村部门前
的广场上。“我
们 是 二 组 的 ，
昨天已在我们
组 演 出 过 了 ，

听说今天上午在村部表演，我和老伴
开着三轮车就追过来看了，这是咱老
百姓的快乐，我们不是追剧，我们是在
追快乐。”80岁张红林老两口高兴地对
现场工作人员说。

“玩旱船、落子舞只在小时候见
过，没有想到，现在家门口又能看见
了。今天我妈让我带 2岁的弟弟过来

一起看。过年时候能看见这样的民俗
表演，感觉很喜庆。”袁晓琴和弟弟看
到表演后十分高兴。

“过去，划旱船、扭秧歌，更多的是
祈福，希望新年风调雨顺。现在，我们
生活都很幸福，我们是为高兴而高
兴。”表演队里的舞者张新梅高兴地
说，满脸的汗水遮不住幸福的笑容。

“过年了，能把这种传统的艺术形
式展现给大家，我们也高兴。”张明华
边敲鼓边说，“我们早早就扎好了旱
船，排好了节目，已经演出 15场次了，
还有两家预定好了。没想到，咱老百
姓的乐趣影响这么大，现在大家日子
都过好了，就图一个乐。”

张明华老人的表演队成员年龄基
本都在 60岁以上，平常大家凑在一起
唱唱跳跳，经常为群众义务表演节
目。张明华介绍，一年到头来，旱船划
起来、秧歌舞起来、落子舞跳起来，浑
身都是劲儿呀，我们在乡村一直舞，震
天响的锣鼓声，和着舞步，预示着村民

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这个春节，我们镇 25个村都有自

己编排的娱乐活动，文化站有责任和
义务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各村的锣
鼓队、秧歌队都动起来了，群众自发走
上街头去表演，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传统文化，喜欢上传统文化。”桃
园镇文化站负责人王书平说。落子舞
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 400多
年的历史，它充满着浓厚的青春活力
与阳刚之气，又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
息和地方特色。2006 年，睢宁落子舞
成为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
保护项目。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后，睢宁文化
部门组织睢宁县百姓文化艺术团、睢
宁县弘翔民间艺术团等 5家文化团队，
同时指导全县 400个行政村（社区）自
发组织的表演队。他们活跃在睢宁城
乡，向群众展示舞龙、旱船、秧歌、落子
舞等传统民间艺术风采，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看演出、品民俗。

本报讯（记者 汪宏胜） 花非遗闹
春、醒狮献瑞、巡游贺岁、市集鼎沸……
春节期间，苏州乐园上演了一系列具有
年轻态、烟火气、文化味的祈福闹春活
动，随着游客出游热情逐渐高涨，苏州乐
园各项经营数据再创开园以来春节历史
新高。

春节期间，苏州乐园携手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自贡彩灯”首次推出

“新春灯会”主题活动，以祈福文化为核
心，设置“天官赐福、山海奇境、五龙聚
首”三大主题区域，展出超 50组灯组造
型、千余盏氛围彩灯。各个灯组通过

“形、色、声、光、动”营造出交相辉映的
沉浸夜景，装点出浓浓的年味，成为长
三角地区灯组体量最大、数量最多的灯

会活动之一。
活动期间，景区特别邀请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汕英
歌舞助阵，伴着铿锵的锣鼓节奏，来自
广东潮汕的舞者们手执舞棍，对敲而
舞，现场鼓声、吼声交织，气势如虹。除
此以外，景区还推出璀璨烟花秀、炫彩
醒狮、国潮盛典、无影极光、梦幻飘雪等
20多个祈福闹春活动，带领游客来“闹”
最酷的中国年。

本次活动从 2024年 2月 10日持续
至2月25日，开放16天夜场。为了吸引
更多本地和周边市民前来体验这份文旅
盛宴，景区不仅推出半价全天票、龙年生
肖免费、中小学生免费等多项优惠政策，
还同印力集团开展战略合作，同上海方

面进行跨城联动，属地会员通过积分兑
换便可获得新春灯会的游玩权益，通过

多项福利政策、主题活动，让游客以更高
性价比体验一场年味十足的新春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春宝）日前，在吉
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东风村，以

“农民的节日农民办 欢天喜地关东年”
为主题的“关东村晚”在东风村热情上
演，老乡们在此欢聚一堂，热热闹闹迎新
春、过大年。

“村晚”上，导演是村民，演员是村
民，他们说的是乡音、唱的是乡愁、演的
是乡亲，他们通过用心和用情为广大村
民献上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让东风
村洋溢在喜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

整场“关东村晚”在欢天喜地的开场
舞《开门红》中拉开序幕，歌舞、相声、小品

等30多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传递了乡
村振兴、文明创建、民生工程等新时代国
家政策方针，以原汁原味的表演，将农村
乡土气息、民风民情和人文底蕴呈现在
观众面前，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文化
新动力。

东风村村民张志国说：“这是我们村
举行的第一届‘村晚’，身边的邻居们由
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变演员，节目精
彩，气氛特别好，年味也足了。”“这样的

‘村晚’在东风村举办还是头一次，确实

办得好，接地气、聚人气、扬
正气。”东风村党支部书记
郎宝民介绍，2023年东风村
党支部牵头组织合作社，通
过发酵床养猪技术带动村
民加入，并带领他们利用闲
置育苗大棚种植猴头菇等
菌类，利用线上线下直播销售大米、蜂蜜
和干菜等土特产。

吉林大学东北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兼东风村乡村振兴总顾问
李恩表示，乡村振兴蓝图已经绘就，乡村
振兴之路已经开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就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农民富不
仅指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更重要
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此次“关东村晚”旨在展示乡村振兴
和经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全面展现
新时代和美乡村新风貌。

□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春节前，在东北农村的年货大集上，
人群熙攘，买卖兴隆。记者连日来走访
吉林省多地年货大集，从浓郁的人间烟
火中，感受人们对新生活的新期盼，领略
年货大集里的乡村振兴新风貌。

百年大集年味浓

吉林省农安县的大街小巷张灯结
彩，浓浓的年味儿散发在城乡的每个角
落。记者在农安县前岗乡鲍家大集上见
到，吉祥的“福”字、糖果、干果、冻货、蔬
菜、海鲜等年货，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一
站式满足群众的各种所需。

据了解，农安县鲍家大集从形成至
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吉林省商务
厅、市县商务局开展的县域商业建设行
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前岗乡完成了鲍
家集贸市场第 4次改造的一期工程建

设。现在，迁移到市场外部的商户都已
全部移回市场内部。改造后的鲍家大
集，市场面貌焕然一新，商户经营规范有
序，摊点布局更加合理，来往群众的购物
体验大幅提升。

赶上时代潮流，随着时代的变化，这
里也配备了鲍家村电商物流中心服务
站。农安县前岗乡鲍家村电商物流中心
服务站是2019年末农安县城乡高效配送
第一批试点服务站，开通了网货下乡和
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提供县、
乡、村三级物流配送服务。2020年农安
县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
设，前岗乡鲍家村在物流服务站的基础
上，先后升级了8个电商服务站。

前岗乡鲍家村党总支书记臧洪雷介
绍，每年进入腊月后，鲍家大集十分热
闹，鲍家原来的大集都是在街路上，比较
零散，并且堵塞交通。2023年11月份开
始，鲍家大集统一规划到集贸市场院里，

规范了管理、缓解了交通问题。如今，鲍
家大集已经成为具有历史性的一个乡村
大集。

“第一书记代言”产品大集开幕

携乡村特产迎新春。1月 27日，吉
林省“第一书记代言”产品大集在长春开
幕，来自吉林省直部门（单位）和长春市
的 256名驻村第一书记纷纷登台，亮身
份、讲乡情、售产品、话振兴、迎新春。

产品大集在颇具特色的朝鲜族象帽
舞表演中拉开帷幕。长春市双阳区齐瓦
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运涛带着当地生产
的有机米参加大集，希望帮助乡亲们拓
宽市场销售渠道。

在大集现场，长春市驻村第一书记
协会组织公主岭、榆树、农安、德惠、九台、
双阳 6个县（市）区的 40名驻村第一书
记、37家单位、56款代言产品参展，“第一
书记”摇身变成“带货达人”，向省内外消

费者热情推介代言产品。于丫酸菜，叶
小铺三辣酱等地域特色突出的农副产
品，将“长春味道”带给了省内外消费者，
展示了长春市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接
下来，长春市驻村第一书记协会将继续
整合产品、物流、销售等资源力量，开展
好“进展会、进媒体、进社区”活动，发挥好

“第一书记代言”品牌优势，助力打造具
有“长春特色”的农特产品品牌，为长春
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

下一步，吉林省将以农村大集为契
机，深耕历史文化，进一步推进“以农助
旅、以旅兴农”深度整合，打造区域特色
乡村文旅品牌，擦亮农文旅融合发展新
名片，让乡村旅游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新增长点、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 佟 强 □ 周宇琼）
逛大集，买年货是人们春节期间必不可少
的活动之一。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了黑龙
江省五大连池市的东北年货大集，体验浓
浓的东北年味儿。

年货大集上的对联摊位，一片红火景
象，非常喜庆，摊位上不仅有对联、福字，
还有窗花以及具有龙年元素的各种饰品，
非常的有年味。摊主秦海告诉记者，今年
的对联新意十足，除了各种图案的对联，
还有立体的对联，寓意着红红火火、团团
圆圆。

春节前夕的年货大集格外热闹，红红
火火的春联、欢腾的矿泉活鱼，还有炒货
干果、鸡鸭鱼肉以及今年冬天火爆出圈的
冻梨，各种年货琳琅满目。

虽然室外最低温度已经零下27度，
但依然有络绎不绝的市民前来扫货。人
们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挑选着自己心仪
的年货。大集上吆喝声、说笑声此起彼

伏，弥漫着浓浓的年味。严实的塑料篷
布、挡风的大门帘，将新鲜水果与东北的
寒风隔绝开，商家们搭起的一个个“保温
大棚”，让市民们在冬天的大集上也能够
买到新鲜的水果。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除了普通的年
货，大集上具有五大连池特色的矿泉豆腐
也深受大家喜爱。豆腐摊主刘志强告诉
记者，他已经做了12年的豆腐，多年以来
一直采用的都是传统的做法，因此他做出
的豆腐是最老式的味道。“原料都是采用
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和黄豆，都是天然的，
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在年货大集上一天
卖几百块豆腐不在话下。”刘志强表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线上购
物融入人们生活的时代，传统的年货大集
依然热度不减，承载着当地人记忆中的

“年味”。人们在一起逛大集、寻年味，收
获的不仅是心仪的年货，更是人们对新的
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

江苏睢宁：划旱船、落子舞、扭秧歌 舞动乡村过大年

村民们正在村民们正在““关东村晚关东村晚””上表演节目上表演节目

旱船表演队正在表演划旱船旱船表演队正在表演划旱船、、扭秧歌扭秧歌

花灯璀璨过花灯璀璨过““苏苏””年年 非遗祈福闹新春非遗祈福闹新春

苏州乐园里的彩灯苏州乐园里的彩灯

吉林吉林““村晚村晚””演出好年景演出好年景 唱响振兴主旋律唱响振兴主旋律

吉林吉林：：年货大集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年货大集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黑龙江五大连池：

东北年货大集 洋溢浓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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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太阳岛雪博会观看雪雕游客在太阳岛雪博会观看雪雕

□ 本报记者 王 洋 文/摄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春节假期8天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 4.7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亿元，同比增长47.3%，按可比
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7.7%；入出境旅游约683万人次，其中出境
游约 360万人次，入境游约 323万人次。记者从携程、去哪儿、途
牛、马蜂窝、同程、途家、木鸟等多家旅行平台了解到，今年春节假
期旅游市场呈现出返乡探亲和休闲度假需求叠加、“龙味”十足的
文化游受追捧，以及出境游进入加速复苏新通道等趋势。

返乡探亲和休闲度假需求叠加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节假期返乡探亲和休闲度假需求叠加，呈
现出“返乡+出游”两手抓的特点，不少消费者选择“初一拜年，初二
出游”。

“返乡和亲朋好友团聚过后，全家来一次周边或长途自驾游，
抑或一次颇具性价比的错峰出境游，都是今年春节家庭出行的热
门之选。”马蜂窝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春节年轻人在“团圆”和“旅行”之间选择“我全都要”。

去哪儿数据显示，从单日出行量看，选择初二（2月11日）坐飞
机出游的人比腊月二十九（2月8日）返乡的人还要多。初一至初七
节中出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23倍。七成游客选择在大年初
二集中出发，与家人一同开始旅游；初一至初五是春节旅游的出行
高峰。“人们原有的春节度假习惯，因为假期的延长而发生了改
变。8天的超长假期让‘出游’代替‘返乡’成为了春节假期的主
角。”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分析称。

“从客流趋势来看，大家更倾向于先和家人一同守岁迎新，随
后再带上长辈和孩子外出旅游，其中，3-4人或 5-6人结伴出游最
为明显，出游人次占比分别为37%和24%。”途牛方面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春节出游客流自 2月 7日起逐步攀升，出游高峰期更多
集中在2月10日（大年初一）至2月13日（大年初四）。（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