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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多亮点 旅游好去处

春 节 消 费 红 红 火 火

大年初三晚上，一场韵味十足的民乐演出在北京
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琵琶演奏名家吴玉霞带着两名
身着红装的小学生齐奏琵琶，通过热情的弹拨、欢快的
旋律，展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之情，以一曲《欢乐
的日子》拉开了民乐名家迎新春音乐会的序幕。

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琵琶演奏名家吴玉霞、二胡
演奏名家宋飞及助演演奏了多首经典名曲及当代优秀
作品。《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刚柔并济，淋漓尽致地
演绎将观众深深吸引；《乔家大院》《查尔达什》《蒙风》
等曲目颇有新意，特色鲜明，赢得阵阵掌声。

据记者观察，来听民乐的观众既有中国人，也有外
国人；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很多年轻人和小朋
友。“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民乐，感觉非常好，有收
获。”观众马先生告诉记者，他是带着上小学的女儿花
了 1 个多小时从通州赶来的，“身边喜欢民乐的人很
多，女儿所在学校还成立了民乐团。”马先生的女儿练
二胡已经两年了，他发现，民乐既能陶冶情操，也有利
于智力开发。

“好日子不仅要吃好穿好，群众对于丰富的文化生
活是有期待的。在传统佳节，我们有责任奉献高质量
的演出，进一步唤起国人对民乐的热情。”吴玉霞说，她
们下午1点钟就开始排练了，力求演出尽善尽美。文
化市场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艺术工作者一以贯之的
坚持、一流演出平台的支持都很重要。

宋飞也认为，近年来，民乐的观众群体逐渐扩大。
大家听民乐的同时，也是在感受民风民情、民族历史和
文化。宋飞说，“作为民乐人，我们的艺术能得到年轻
一代的认同，感觉就是在进行文化传统的血脉传承”。

作为北京知名的音乐厅，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春
节期间开展传统文艺演出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这个新
春演出季，除了民乐之外，音乐堂还组织了京剧、老歌、
相声等专场，让观众尽情感受传统文化中国年。为了
惠民便民，音乐堂推出了低价票，观众花80元、100元
就能欣赏到名家的演出。

从初一到初六以及正月十五皆有活动，中山音乐
堂工作人员很忙碌，从技术保障、服务、业务、票务等各
方面为观众提供优质服务。

“瑞狮点睛贺狗年，布鲁托踏雪迎财神。”大年初三，
记者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感受这个号称上海最洋气过
春节地界的独特年味。

作为一个外国来的主题乐园，春节期间，迪士尼不
论装扮还是卡通明星们，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中国年
味：门票做得像红包一样、整个乐园以大红色为主题、别
致的米奇头灯笼、独具中国特色的春联、红红火火带着
耳朵的气球，还有迪士尼经典角色狗狗布鲁托扮演的财
神……随手拍，都是年味十足的风景。

抬眼望去，除了观赏性景点外，多数玩家都在忙着排
队。贪吃蛇式的排队长龙和迪士尼APP上排队预期时间
表，不由得让人紧迫感十足。记者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除
了纯观赏项目外，每一个游乐设施排队短则40分钟、长则3
个半小时。一天下来，能玩超过5个项目的绝对是“安排合
理、人品爆棚”。来自上海的游客霄燕告诉记者，作为本地

人，她本想趁着大家在家过年，来个畅快游，结果却发现“失
策”了。“看来大家想法变了，去游乐场，照样‘玩’转春节。”

春节期间，迪士尼的火爆还体现在各类纪念品商店
和食品店的排队人流上。在乐园内卖饰品的小刘告诉
记者：“这两天晚上7点不到，沿街的小食摊包括卖火鸡
腿的、卖热狗的，就都已挂上‘售罄’的牌子了。”

当然，实在懒得排队的游客也有好去处，“十二朋友
圈”就是一个让人美美拍照的地方，在许愿花园许个愿，
找到狗年主题背景拍个照，或者去找穿唐装的米奇和他
的朋友们合影都是不错的选择。

踩准特定时段，游客还会遇见迪士尼明星在欢乐广
场表演“上海摇摆舞”，熟悉的卡通形象身着老上海复古
服饰翩翩起舞，配上爵士乐，老上海风十足。

据了解，既接地气儿又有洋气儿的上海迪士尼接连
几日都门票售罄。

29岁的高志是辽宁省鞍山市京东物流锦程配送
站点的配送员。春节期间，这位“快递小哥”每天7点
就来到配送站点，开始一天的配送工作。“我刚做快递
员时，每日的快递配送量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两年配送
量迅速增长。”

高志发现，这两年，网购年货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
的首选。高志的一位老客户在腊月廿九当天，收到了
他派送的年货快递。这位客户对记者说：“现在的物流
快，我爱人昨天下的单，今天就送到了。网购买年货方
便省心还新鲜。”

配送站站长孙祥龙介绍说：“近几年，客户的消费
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货品平时日均配送量在900
至 1000 件左右。京东年货节开始后，订单增加了一
倍。京东物流春节不打烊也让很多客户选择在春节期
间购买商品。春节这几天，配送员们都很辛苦，基本都
工作到很晚才收工。”

红火的网购年货市场是消费方式不断变化的窗
口。网上销售的货品种类更丰富，可以买到天南海北
的商品。据京东年货节大数据显示，今年最受欢迎的
年货商品为：旅游出行、食品饮料、美妆个护、服饰内
衣、母婴商品；购买年货最多的省份为广东，北京、江苏
位列第二三名。

民乐奏响中国风
本报记者 周 雷

金字招牌引客来
本报记者 刘 瑾

主题公园人气旺
本报记者 梁 婧

傍晚6点多，我在车站一楼大厅巡视时，发现一
名穿着单薄的老人拎着行李在进站口徘徊，脸冻得
通红。天这么冷，我担心老人冻坏，赶紧把老人搀扶
到候车室，安顿他坐下并送上一杯热水。

“我要去齐齐哈尔看亲戚，我的车票是在这上
车吗？”“大爷，没错，这是去年刚建好的哈尔滨站新
站房。”得知找对车站，大爷的情绪稳定了。经过询
问，老人已经82岁了。他乘坐的K7069次车快检票
时，我担心他上车不便，便搀扶着他从检票口乘扶梯
到站台，与列车长进行了重点旅客交接。

今年春运，哈尔滨站安装了人脸识别实名制进
站安检仪，还为购票旅客提供微信、支付宝等购票方
式。旅客回家的路越来越好走了，但仍有不少急需
帮助的重点旅客，需要我去多发现、多帮助。

我从事客运工作38年，快要退休了。今年是哈尔
滨站新站房迎来的首个春运，也是我在岗位上的最后
一个春运。平时，大家遇到困难都会说，“有事，找彭
哥！”我会把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和解决办法记录
下来，传递给同事，力争退休后也能发光发热。

提示：在各大火车站都有重点旅客服务室，有需
要的旅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预约，也可到值班站长
台问询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整理）

八旬老人送上车
哈尔滨站值班站长 彭俊青

春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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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良平摄

网购年货成潮流
本报记者 张 倩

每年正月，是福建闽西连城县最热闹的时候，一场又
一场精彩的民俗活动在各个乡镇轮番上演，让这个山清
水秀的小城到处洋溢浓浓的年味。

正月初一晚上，连城县新泉镇新泉村家家户户张灯
结彩，老人孩子穿上新衣裳，走上街头，等着“犁春牛”队
伍的到来，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如意、五谷丰登。

新泉村村民张光华说：“‘犁春牛’习俗源自中原，
客家先祖南迁后，将这一习俗带到了连城。每年立春
前后，新泉镇一带的村庄都以家或片为单位举行‘犁春
牛’活动。”

说话间，一阵热闹的锣鼓声里，“犁春牛”的队伍来
了。只见走在队伍前面的人高举松明火把，后面紧跟着
举着写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吉祥语灯箱的青年，
随后是化了妆的农人牵着一头披红挂彩的耕牛；耕牛后
面跟着戴斗笠、打赤脚的犁手；跟在犁手后面的是荷锄、
挑谷、扛铁器的农妇。此外，还有反映农村社会风貌的渔
翁、樵夫、商人、读书人以及装饰华丽的“古事”，最后是锣
鼓队、十番乐队，好不热闹。“犁春牛”队伍所到之处，沿途
群众在门口鸣炮迎接，祈求新春平安如意、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财源广进。

新泉村村主任张鸿说：“现在，‘犁春牛’的习俗也发生
了变化，在传统仪式中融入了客家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同时引导群众少放鞭炮，保护环境。这几年，我们的民
俗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正月初三晚上，有着“纸包火的奇迹”美誉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城芷溪花灯百灯会如期进行。当
值出花灯的黄氏日庆堂祖屋内热闹非凡，族内的男子忙
着点灯、上灯，妇女们则负责准备点心和晚宴。

“咚咚锵、咚咚锵……”下午5点半，随着锣鼓声响起，
一个个通明透亮的圆形大花灯从古老的大宅门里出来，每
盏花灯由上百盏精美的小纸灯组成，由20多名族人守护，
在古村青砖乌瓦的大街小巷游走。花灯所到之处，火树银
花、美不胜收，引得游客驻足惊叹，纷纷拍照留念。

芷溪古村保护发展协会秘书长杨育昌告诉记者，芷
溪花灯有300多年的历史，最初游花灯是为了祈福，同时
增进亲友、邻里的感情。如今，村民们还通过花灯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客家传统家风家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给花灯赋予了时代的内涵。每年的芷溪游花灯活动
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结束。

做了40多年芷溪花灯的黄世平师傅说：“别看花灯
不重，擎灯笼靠的是手上的劲道，所以擎灯笼的个个都是
壮汉，半蹲马步重心放低才能把灯擎得四平八稳。壮汉
们每人肩上都搭着一条湿毛巾，一是擦汗，二是一旦花灯
意外起火，眼疾手快用湿毛巾盖上去灭火。”

据了解，“犁春牛”、芷溪花灯百灯会等只是春节期间
连城系列民俗活动的前奏，正月十五前后的连城客家元
宵狂欢节才是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正月十三至十五，罗
坊走古事、姑田游大龙、庙前红龙缠柱、北团游大粽、和林
坊游龙等脍炙人口的客家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将轮番上
演，还将举行灯市、灯谜晚会、木偶戏表演等社区系列活
动和冠豸山名人书画作品展、根雕根艺展、奇石展、连城
美食小吃节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旅游节庆活动，充分展示
连城县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建设成果。

“姑田大龙”于2012年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
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龙”。正月十五元宵夜，姑田乡
村，大龙翔游，少则百余节、500多米，多则200多节、千米
长的大龙，蜿蜒于乡间村野，穿行于大街小巷，腾挪起伏，
活灵活现。大龙每节至少由5个青壮年轮流抬举；而硕大
龙头则需20多人轮番上阵，由3个人擎着、一个人前面看
路、4个人用绳子从四方拉住，才可平稳前行。整个队伍
长1公里多，真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蔚为壮观。

届时，随着“罗坊走古事”和“姑田游大龙”两个重头戏的
上演，整个连城将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些活动不再仅仅是为了共祈新年风调雨顺、吉祥如意，还
彰显出新农村建设的繁荣景象，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和追求。

乡野乐趣多 闽西年味浓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上接第一版）去年，他在奥依拉克镇牵头成立了中药材
合作社，组织231名贫困农民接种肉苁蓉。这些贫困老
乡平均每人种5亩，按亩均收入2000元计算，将实现人
均年收入1万元，脱贫完全没问题。

与“人进，沙在退”相比，“人退，沙不进”则是另一种治
沙成效。去年，且末开展了4轮“天清气朗”清山行动，清
理退出69家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原有探采矿权；禁牧725
万亩、草畜平衡 1815 万亩；严禁非法开荒、超采地下水
……随着一系列“退”的举措的实施，沙子不再咄咄逼人。

治沙致富一盘棋

茫茫沙海，巍巍昆仑。且末县距东边的若羌县、西边
的民丰县均为300公里左右。作为“孤悬”的绿洲，且末
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将防风治沙与林果业提质增效
相结合，打造全域有机绿洲。“在辖域范围内建有机绿洲
是谋长远、打基础，走活治沙致富一盘棋的发展之道。”且
末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许晓华分析说。

打造有机绿洲，红枣“担当重任”。在托格拉克勒乡
的枣园，艾合买提·买合木提正在给枣树刮皮，以防虫
害。他们一家承包了22亩红枣，其中4亩枣树按有机作
物标准施肥、管理，去年卖到每公斤13.5元的好价钱；而
另外18亩红枣，售价只有每公斤7元多。这名维吾尔族
小伙子笑着告诉记者：“准备今年成家，筹备婚礼的钱都
准备好了，有机红枣贡献最多。”

目前，全县枣农推广有机种植的积极性高涨。县红
枣科技推广中心主任李大武介绍，且末枣树面积近20万
亩，其中6800亩初步完成有机认证；目前正在推进“且末
红枣”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工作，力争到“十三五”
时期末，全县红枣全部达到有机标准。

与红枣一样，高原香蒜、薄皮核桃也肩负治沙致富的
使命。库拉木勒克乡位于昆仑山脚下，居住着下山定居
的牧民，在政府引导下，他们积极发展种植业。牧民麦热
木汗·塔西一家种了1亩高原香蒜、8亩地核桃，其中高原
香蒜亩收入超过7000元，核桃树将在明年挂果。

“引入泥沙改良戈壁，建设果园；建好果园又能抵御
风沙，产生生态效益。”库拉木勒克乡党委书记周世刚对
治沙、用沙前景充满信心地说，濒沙地区不仅要算经济
账，更要算好生态账，将治沙与致富两道难题一起解。

东北人平日里素爱悠闲，春运“赶火车”是少有的急活
儿。今年在长春火车站，记者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春运”。

其一，快捷进站。
“机器咋叫唤了，我没带啥呀！”“先生，请把您左裤兜

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在进站大厅安检仪旁，安检
员对一名旅客说。今年春运，长春站在进站安检口，新安
装了4套二维自动安检报警系统以及6套人体智能快速
云安检暨数据采集系统，智能安检系统能同步完成对行李
包裹和旅客随身携带品的智能识别。如果识别出违禁品，
系统可以对违禁品精确定位告警鸣叫并将信息推送至工
作人员手持终端中，缩短了安检时间，提高了安保系数。

其二，刷脸认证。
二楼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内，旅客在有序候车。实

名制验票处只有两个人工验票口，12套自助验票进站设
备排列整齐，旅客只需拿出车票和身份证，将面部对准摄
像头，三者吻合便可以“开门”进入。

其三，享受候车。
候车室内原来硬质的座椅已全部更换为具备自助按

摩功能的软座沙发。据长春站房产处处长永新介绍，这
是他们通过社会化运作实现的，车站并没有花钱。

其四，欣赏演出。
候车大厅内，一段优美的旋律吸引了旅客。记者看

到，身着礼服的演奏者正在演奏《新春乐》交响乐，悠扬的
乐曲声在候车室回荡……

其五，运力最大化。
今年，沈阳局集团公司加大运力供给，在开行331对

图定列车基础上，增开了41对临时旅客客车。同时安排
52对动车重联，重点列车加挂170辆。

值班站长梁庆新告诉记者，从小年开始，长春站除了
在售票室人工窗口增加微信和支付宝购票功能，在进站
大厅增设安检系统、自助取票设备等硬件设备设施外，还
与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书法家协会联手，策划了“文化
春运·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让旅客回家的路更温暖。

不一样的“赶火车”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通讯员 周学军

大年初四，北京大栅栏廊房二条的义聚成炙子烤
肉店一早就热闹了起来，店员们忙着为中午的营业做
准备。烧水、切肉、腌肉、切菜、备辅料、准备炭火……
店员白顺喜熟练地进行着各项工作，“今天是春节期间
第一天开门，过年期间顾客比平时更多。我们得都备
好了，让顾客吃得开心”。

义聚成炙子烤肉店创立于1898年前后，原为前门
大栅栏商业街的酒铺儿，尤以自酿白酒和炙子烤肉享誉
京城。2017年，被北京老字号协会授予“北京老字号”。

店的门脸儿不大，推开古色古香的大门，烤肉的独
特香味扑面而来。“您别看咱这地儿不大，但咱的名气
可不小，烤肉都是古法研制。现在有了网络，有不少顾
客是看网络好评专门找来的。”老白正说着，一对来自
重庆的年轻夫妇推门进来。这对夫妇告诉记者，他们
是头一次来北京，来之前查了攻略，特意选了几家网上
推荐的北京特色餐馆来尝一尝。快到下午4点时，店
里还是满满当当的，基本是走一桌上一桌，十分红火。

义聚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茂庆说，“作为
一家老字号门店，我们坚守品质，童叟无欺。老字号存
活下来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做好传承和发扬。老字号
要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才能在不断升级的消费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亮点”。

2月18日，四川南充市嘉陵区天乐谷景区孝心桥，
游客参加踩桥民俗游。春节期间，民俗旅游成为春节
旅游消费主角。 张智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