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
夫”，文人墨客笔下的钱塘江大潮“壮观
天下无”，自古引来无数赞叹。如今，就
在钱塘江大潮的起潮处——浙江海宁经
济开发区（尖山新区），也聚集着许多的
时代“弄潮儿”，他们领风气之先，留下了
不少“小而美”的故事。

2月 13日，农历正月初六上午，天上
下起了细雨，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雨停
后，不少市民在尖山新区鼠尾山公园内
漫步、垂钓。在附近工作的居民王冬告诉
记者，“这里环境好，生活又方便，前两天
天气暖和时，外面的人才叫多呢。”一位
来自杭州的老太太说，大城市里道路拥
堵、空气也不如这里，自己的哮喘病总是
好不了，今年过年她跟老伴儿到这里看
亲戚，才住了两三天身体就好了不少。

站在鼠尾山山顶四下望去，尖山新
区全貌呈现在眼前，不仅拥有众多企业，
中小学、医院、文化活动中心、小商品市

场等也一应俱全。可是，10多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水域——尖山新区由围垦形成，
1997年至2005年先后围涂6.3万亩。

杨鸿铭、林兰兰是一对“90 后”情
侣，两人去年离开上海来到这里，开了家
茶叶店。他们说，虽然刚来的时候很喜
欢这里，但因为人地生疏也打过退堂
鼓。随着各方面配套不断完善，两人和
许多其他外来者一样，逐渐融入并爱上
了这里。身在这个小城市，他们过上了
喜欢的慢生活，但互联网时代让他们的
生活和知识水准不比上海的亲友差，还
通过网络营销为生意打开了局面。

为促进新区发展，当地政府在保护
生态环境的同时，着力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引进了万凯新材料、联鑫板材等企
业，形成了以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机械装
备、新材料、电子信息及其他技术含量
高、污染少、成长性好的新兴产业为主的
格局。近些年，总部基地厂店城等重大

产业项目也相继落户，尖山新区开启了
新的商贸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发展时代。

产业发展了，但产城融合不足等矛
盾也凸显出来。许多在附近企业上班的
员工收入颇丰，但以前常抱怨找不到合
适的休闲生活场所，下班后只能开车回
海宁市区。2015 年 5 月，江南首个民俗
印象体验地——“尖山宽塘”在这里开
街。浙江宽塘休闲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傅丽告诉记者，想把宽塘打造成为

“商业味没那么浓的丽江”，让每个店铺
都有特色、有故事。

其实，傅丽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想
的。傅丽长期从事房地产开发，在房地
产火爆的 2011 年，她在这里拍到了一块
地，准备像以往一样，把房子盖好卖掉就
换个地方接着开发。但后来房地产市场
降温，周边的房子开始变得不大好卖，她
发现以前那种挣快钱的暴富方式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经过思考后便将这里打造

成为美食街区，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
为了打造特色美食街，她请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主创为顾问，吸引片中介绍的
20 多种全国各地风味美食入驻。但不
是每件事都能尽如人意，傅丽告诉记者，
因为前期定位与实际呈现有所差距，起
初人气不够的问题比较明显，因此亏了
200多万元。

为营造浓郁的文化气息，傅丽跑了
许多地方搜集了数百万件古香古色的古
砖、古瓦和老木料，作为建筑材料精心打
磨每个细节；为了让南来北往的游客能
多点留下来的时间，还建设了“爱情公
寓”商品房和“侣途”民宿。

今年，宽塘将引入剪纸、做年糕、捏
面人、皮影戏等项目，增强展示性和参与
性，用傅丽的话说，就是“雕刻一条有腔
调的街”。随着人气不断聚集，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宽塘、了解了尖山，也乐意在
附近开启新的生活。

新春佳节本是走亲访友的时候，然而,家住青岛市城阳区
夏庄街道马家台社区的杨志永老两口，却没忙于走亲访友。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初四一大早，老两口早早起床，前往离家
不足 5分钟路程的社区文化中心扭秧歌。

“俺村里的文化中心有个老年大学,让俺们这些老头子老
太太的日子一下子充实起来了，越过越快活！平时学习惯了，
过年俺俩也闲不住。虽然还没有开学，俺这些人早就约好了，
每天一大早就过来，一起再切磋切磋。”杨大爷说。

跟随杨大爷来到社区文化中心,记者看到大清早赶来“切
磋”舞技的“同学”已有 20 余人。谈起现在的生活，杨大爷不禁
喜笑颜开：“以前，正月都是走亲访友、喝酒打牌，心累身体也
累，生活太单调；现在，我们这些老年人没事就到社区文化中
心，这里的老年大学给我们开了很多课程，有戏曲、书法、秧歌
等，都是免费的，而且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我和老伴儿去年都
报了四个班儿，从周一到周四都有课，比上班的孩子还忙呢！”

“以前像我们这些偏远的山区，条件差，这几年，真是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杨大爷的“同学”李春发告诉记者，他们社区
去年进行了旧村改造，现在都住进了楼房，还通了暖气，冬天
不怕冷了，家里暖和和的。“最重要的是，有了社区文化中心，
把老年大学也搬进来了，老年人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了。”
李春发说。

据了解，目前城阳区各街道与社区都建起了设施完备的
文化中心,很多社区文化中心就在居民家门口。城阳区老年
大学负责人魏文双告诉记者，城阳老年大学在各个街道设立
了分校，在建成的 46 处社区服务中心也建立了分校，成立了
教学点，方便社区群众，尤其是更方便老年人学习。区老年大
学每年拿出 12 万元专项师资基金，免费为基层配送优秀教
师。老年人想学什么,在社区文化中心学习就可以了,这让老
年大学班成了培养文艺骨干的班。

春节期间，退休干部李一丁一家三代 8 口人，来到海南万
泉河边的琼海市过年。自退休后，李一丁就当起了“候鸟老
人”，每年冬季就飞到琼海市过冬，他在当地村里租了房子，

“你瞧这里环境多美，空气好、生态好。”李老高兴地说。
李一丁觉得今年的年味更浓了，因为除了李老一家，他弟

妹一大家人也自驾来到琼海。更让李老兴奋的是，今年 3 月
底，博鳌机场将开通运行。“我们以后可以直接飞到家门口了，
来这里过年会越来越方便。”李老说。

不仅交通更方便，琼海市的美丽乡村也更有魅力了。“坐
在农舍边，喝着农民自家种的咖啡，享受现代化生活，这是城
乡最完美的结合！”坐在北仍村的草寮咖啡屋，游客王梓然说。

北仍村里，美丽整齐的槟榔林枝叶婆娑。丛丛树木间坐
落一间木屋，挂着“草寮咖啡”的招牌，散发着咖啡的醇香。

“按照‘以城带乡、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北仍村将从传
统农村转向富有乡村特色和城市品位的有机整体，我们农民
将从传统农民向市民融合，其传统农业也将向第三产业融合，
是具有新的发展意义、发展水平和发展品质的现代农村。以
前经常会有候鸟老人来我们村散步，惋惜这里没有游玩歇脚
的地方。现在好了，北仍村也成为旅游景区了。”官塘村村支
部书记李昭良说，村里游客特别多，大都是来体验乡村气息。

与北仍村的宁静不同，琼海潭门镇里的渔民和游客们过
大年和渔夫的“号子”一样，豪迈、热闹。近年来，渔民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有了自己的大船、新船，纷纷扬帆远航。政府还
为渔民提供柴油补贴、安装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捕鱼，渔民们
还在大街两旁开办起许多海洋工艺品商店，琳琅满目的工艺
品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人。“咱渔民的日子越来越滋润了。”当
地渔民符兴告诉记者。

浙江海宁尖山新区：

钱 塘 江 边 弄“ 新 潮 ”
本报记者 杨开新

青岛市城阳区：

老人过起欢乐“文化年”
本报记者 刘 成

万 泉 河 畔 游 人 稠
本报记者 何 伟

春节期间，来自湖北的郑福林一家从
江西省景德镇市区自驾前往浮梁县瑶里古
镇，开启踏春之旅。

江南小镇瑶里在二月天里泛起了些
许不经意的温热，郑福林一家人到达上
游的汪湖原始森林游览区后下车，惬意
步行。“春节长假有 7 天，我正好带上家
人出来走走，让孩子感受乡镇气息，还
可以享受阖家团聚的出游乐趣。”郑福
林说。

瑶里位于瓷都景德镇的东北方，保留
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古朴的聚落风貌，素
有“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汪湖
游览区内山峭林密、水清岸绿。顺着山路
蜿蜒直下，景德镇东河流域悠久灿烂的陶
瓷文化在瑶里绕南陶瓷主题园区里显露
无遗。

“绕南的瓷味最浓，处处能感受到与我
往常生活不一样的陶瓷文化，真是惊喜连
连。”郑福林漫步观览园区里多处宋、元、明
等时期遗留下的古窑旧迹，不时和家人一
起合影留念。

行至下游的瓷茶古镇，来往游客走走
停停，不时向摆摊的古镇居民询问起看到
的新鲜玩意儿，瑶里崖玉茶叶、风干的野竹
笋衣和云耳等特色农产品成为游人驻足购
买的抢手货。

清澈的瑶河从古镇中穿流而过，两岸
徽派建筑以砖石为基料，以木构为支架，
青瓦白墙搭建起乡间怡然自得的田园生
活。明媚的日光下，游人穿堂而入，当地
村民就地取材，用刚摘下的时令蔬菜搭配
鱼 肉 等 ， 烹 煮 出 一 桌 健 康 可 口 的 农 家
饭菜。

郑福林告诉记者，自驾游方式给更多
游客尝试短途生态乡村游提供了机会。“有
的玩、有的吃，有大好山河美景相伴，我们
体验了一回正宗的古镇风情，一家人开心
过大年。”郑福林高兴地说。

瑶里古镇踏春行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今年过年，我比任何一年操的心都多！”河南旭原不锈钢
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发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远处生产不锈
钢的厂房笼罩在 2016 年首场春雨的薄雾中。随着加工设备
的运转，各种不锈钢成品“走下”生产线。

2013 年，旭原公司与中国一重集团等合作成立了翔隆不
锈钢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宝丰县产业集聚区建设大型不锈钢
板材生产基地，这个春节后即将投产。

宝丰立志建成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不锈钢加工基地。毗
邻平顶山市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让宝丰在过去占了不少优势。
然而，煤炭行业逐渐显露的产能过剩，让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2009 年，董发有注意到了不锈钢市场的商机。“河南是国
内不锈钢加工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基地和销售地，但省内却无
一家不锈钢加工大型企业，原材料运至广东深加工后回销省
内，每吨来回运费超过 1000 元，且不锈钢加工产业污染小、
附加值高，未来一定有市场。”

2010 年，董发有决定放弃原来的冷轧普碳钢领域，与广
东远航不锈钢公司合作成立河南旭原不锈钢有限公司，成为
宝丰不锈钢产业的第一点“星星之火”。目前年生产能力达到
10万吨，满负荷生产状态下，产品供不应求。

宝丰县看到了转型的机遇，将不锈钢生产项目作为特色
主导产业。为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宝丰县启动项目审批“绿色
通道”，全程跟踪服务项目。“十几家不锈钢制品企业已经入驻
县产业集聚区，同时还有多家正在洽谈。”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项目服务部部长朱海龙说。目前，宝丰的不锈钢产业已成燎
原之势，计划围绕不锈钢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不锈钢产业
从压轧、平整、制品、研发到物流交易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河南宝丰：

董 事 长 新 年 谋 转 型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实习生 王佳宁

“我的孩子不见了，我的孩子不见
了！”2 月 4 日，广州南站 10 号候车区，一
名中年妇女哭着求助，情绪有些失控。

正在巡站的值班站长王娟见此情
景，立即上前询问。该妇女叫贺二女，带
着 4 岁的女儿回湖南老家，没想到自己
刚去了趟厕所，孩子就在人群里走散了。

问清走失女孩的姓名、年龄、衣着特
征，王娟立即用手持电台通知广播找人，
随后迅速联系车站指挥中心，卡控进出
站各验证口，踏上电动平衡车逐个候车
区进行寻找。经过多方努力，半个小时
后，终于找到了迷路的小女孩。

“当时一下就慌了，只记得责怪自
己，幸亏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帮我找回了

小孩。要再晚一点，孩子可真的走丢了，
我真的感谢他们。”找回孩子的贺二女，
仍然心有余悸。

这场有惊无险的寻人接力，得益于
王 娟 的 春 运 新“ 三 宝 ”——1 台 手 持
PDA、一个手持电台、1 台电动平衡车。
作为武广高铁开通时调入的第一批职
工、广州南站“爱心驿站”的负责人，喇
叭、口笛、喉宝作为王娟的春运“三宝”，
伴随了她 7年时间。

“原来有句顺口溜，说客运员‘喊话
基本靠吼，巡站基本靠走’，所以客运组
织要喊喇叭、吹口笛，要是不随身带着喉
宝，一天下来，嗓子像冒烟一样，第二天
常常话都说不出来。”广州南站客运车间
主任龙笋说。

春运期间，广州南站每天旅客发送
量近 20 万人次。车站候车厅从东到西
设置 28 个验证口，站房南北长 500 米，

东 西 宽 400 米 ，一 圈 下 来 就 有 近 2 公
里。及时掌握并传达信息、迅速进行处
置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更好更快地服务旅客，提高巡
站效率，今年以来，广州南站开始配备电
动平衡车，实现了 2 分钟到达车站任一
位置，可随时处理旅客的应急需求。

除此之外，今年王娟还有一样刚刚
上线的春运宝贝——1 台手持 PDA。这
台被称为资讯“百事通”的小手机，不仅
能随时查询到车站全部到开信息、正晚
点状态，还能连通客票系统，掌握每一趟
列车的上车、下车人数。

“每天会有数百名旅客咨询。以前
我们自己制作一些小纸条。现在有了手
持 PDA，我们实现了实时查询，比小纸
条方便多了。”王娟告诉记者。

2 月 4 日 11 点多，一名年轻的旅客
焦急地跑了过来，“我的列车还有十多分

钟就要开了，但身份证刷不出来了。”原
来，由于这名旅客没有取纸质车票，身份
证又临时出现“消磁”问题，导致无法验
证进站。

“你先别着急。”王娟安慰旅客后，立
即通过手持电台与值班站长室进行联
系，从后台核对旅客刘先生的身份证号
码、购票信息。确认无误后，王娟迅速开
启人工验证口。

记者跟班不到 4 个小时，王娟已处
理各类旅客咨询、预约服务、应急处置任
务 20多人次。

“不仅自己奉献，还将正能量传递给
身边人。”广州南站党办主任胡巨华透
露，在王娟的倡导下，广州南站成立了由
她负责的“爱心驿站”，为旅客提供爱心
服务。3 年来，共开展特殊重点旅客服
务 1800余人次，广播寻人 1500余人次，
受理旅客咨询超过 50万人。

广州南站值班站长王娟：

春运新“三宝”让服务更快捷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左图 2 月 14 日，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农

民文艺队在进行“踩街”

巡游表演。当日，山亭

区 10 余支农民文艺队

在城区举行“踩街闹新

春”活动，表演竹马戏、

划旱船等民俗节目。

李宗宪摄

下图 2 月 13 日，

游客在江西省峡江县现

代农业示范园内的百花

园基地赏花拍照。春节

期间，该县现代农业示

范园内的百花园基地万

株杜鹃迎春怒放，吸引

不少市民前往。

陈福平摄

上图 2 月 14 日，河南汝南县一队舞龙艺人正在表演。春节

期间，当地举办了戏迷大赛、非遗展演、舞龙舞狮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传统民俗活动，欢庆新春佳节。 孙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