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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看 家 乡 万 象 新

本报北京2月12日讯（记者敖蓉）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2021 年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播出，

海内外受众总规模再创新高。据统计，除夕当

晚，全球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20多家媒体对

春晚进行播出。通过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多

终端多渠道，跨媒体受众总规模达 12.72 亿人。

其中，新媒体直点播用户规模达7.34亿人，新媒

体端的春晚总体美誉度达96.17%。

《2021 年春节联欢晚会》紧跟时代主题、紧

扣社会现实、紧贴火热生活。《国宝回家》展示了

一件件漂泊海外、终回祖国怀抱的珍贵文物，道

出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的

真谛。网友评论说，“今年的春晚让人热血沸

腾”。表现战“疫”时期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的小品《阳台》，再现了武汉解封时的动人

画面。节目一经播出，话题“春晚重现武汉解封

时刻”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感动”“泪奔”成为

评论热词。

春晚持续拓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融

合传播优势，连续 3 年刷新了跨媒体传播纪

录。正如今年春晚相声所描绘的场景，刷手机

看春晚、用手机参与春晚互动已经成了除夕夜

的新年俗。数以亿计的受众通过总台新媒体平

台，以及抖音、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新浪微

博等第三方新媒体合作平台观看春晚，参与互

动，形成春晚刷屏传播力。在抖音和新浪平台，

“#春晚#”话题阅读播放量突破了 80.9 亿次。

在抖音平台，创意节目《牛起来》的播放量达到

1.29亿次。春晚和抖音合作的抢红包等新媒体

互动活动让大家热情高涨，在春晚直播期间参

与人次达到了703亿次。

今年春晚的歌舞类和创意类节目充分展示

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新奇震撼、百花齐

放、精彩绝伦，广受好评。除夕当晚，近 50个春

晚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网友评价《天地

英雄》《山水霓裳》《牛起来》《茉莉》等节目“舞美真心厉害，惊艳”“今年

春晚的科技含量堪比大片”“太美了，中国风”“舞蹈绝美，意犹未尽”。

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题材广泛，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被网友评价“接地

气”“有共鸣”“又好笑又感动”。

春晚的海外影响力和关注度再创纪录。其中，美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阿联酋、马来西亚、南非

等国家和地区的 358 家主流电视台、电台和新媒体对春晚进行实况转

播或录播，全面覆盖 G7、G2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重点国家、主流

媒体和重点人群，并在部分国家实现突破，合作传播媒体数量比去年

增加 64 家，增幅达 22%。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自 2 月 8 日

起在各终端播放 2021 年春晚宣传片和海报，累计播放超过 420 万

次。日本最大的视频平台 Niconico 同步转播总台春晚节目，引发日

本民众积极反响，实时在线观看人数 9.74 万人。在非洲，有 5.64 万名

观众通过多个当地有线网络直播收看了春晚。另据统计，春晚直播

期间海外社交平台用户观看春晚直播的触达人次超过 3259 万，比去

年增加 45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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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今年春运已经是我在新疆南疆铁路喀什站的第 22个

春运了，每年我都会在这里迎来送往各族旅客。今年春运不同于

往年，叮嘱旅客戴好口罩、测温、隔位就座，保证顺利出行是我们工

作的重点。

“老大爷，您要去哪里呀？”上午我在候车室发现一位维吾尔族

老大爷一脸焦急地在大厅东张西望，赶忙过去询问。老大爷说：

“火车快开了，但是我还没有取票。”我一听就知道，老人对电子客

票还不了解，便安慰道：“您别着急，现在上车不用纸质车票了，刷

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上车了。”我帮老人拎上行李到自助闸机口验证

进站，老人上车后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并向我竖起大拇指。

喀什站少数民族旅客比较多，用双语服务是我们的必备技

能。为帮助旅客，特别是不会使用电子购票支付的人群，车站专门

成立了“双语学习互助组”，并设置引导人员，碰到有难处的旅客可

以及时提供帮助。

中午候车人数较多，我抓紧时间吃完饭，然后到候车室辅助同

事组织旅客有序进站上车。这时，对讲机中传来一名旅客下车后

将行李遗忘在车上的消息。我立刻问明车次及车厢座位号，通知

车长重点查找，得知书包还在原地后，我又联系前方车站的客运人

员，将书包通过下一趟列车带回喀什站。2个小时后，当旅客接过

失而复得的行李时，我感到很开心。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28 岁的次仁德吉家住

雅鲁藏布江边的森布日极高

海 拔 生 态 搬 迁 安 置 点 37

栋。走进她家二楼的阳光

房，簇新的壁纸 、精 美 的 吊

灯 、舒 适 的 卡 垫 ……全是

2020 年装修的“成果”。

2018 年 6 月，为保护生

态环境、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西藏开始实施极高海

拔生态搬迁项目。2019 年

底 ，次 仁 德 吉 一 家 从 海 拔

5000 多米的双湖县措折强

玛乡搬到了森布日安置点，

免费住进了政府统一修建的

二层小楼。新家海拔低，还

通了水电路讯网，生活十分

便利。

马路宽阔整洁，商业街

日渐繁华。“森布日安置点上

安居乐业的氛围越来越浓。”

次仁德吉告诉记者，“靠近马

路的一排排民居里，村民自

己经营的小商店比以前多了。”

为了让大家搬过来、留得住，森布日安置点配套了

果园、劳务派遣公司、绿化公司等产业项目，最大限度

地保证就业。

去年 3月，在政府支持下，森布日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成立，对搬迁点的劳动力、挖掘机、装载机都做了统

一登记，一有活儿就分派给大家干。

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次仁德吉家的挖掘机和大卡

车都投入到了正在进行的森布日二期工程建设中，

2020年她家就赚了近 60万元，再加上留在老家的牲畜

入股分红了 4万余元，还有草场补贴等，次仁德吉一家

年收入达到了近70万元。去年，她家不仅拿出18万元

把房子装修了一番，还买了一辆新越野车。

“搬迁点上，像我家这样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过

上幸福生活的有不少。”次仁德吉说，大家在森布日住得

好、吃得好、睡得香，铆足了劲要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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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几年不多见，到如今“遍地开花”，民宿产业已

成为三亚旅游经济的新亮点。海棠区龙海风情小镇就

是三亚市民宿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

龙海风情小镇是一个移民迁建村庄。2008年，海

棠湾作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开发后，区内居

民需要全部异地安置，涉及需要搬迁的居民 1 万多

户。当地采用市场化手段引进社会资金，以“建设—移

交”的模式引进有实力的专业公司规划建设了 10个风

格各异的风情小镇。风情小镇建成后，一栋栋亮丽的

花园式洋房成为三亚旅游的新景观。周帆就是三亚风

情小镇变化发展的亲历者之一。

一直心怀创业梦想的周帆前几年在三亚游玩时，

发现当地住宿多是星级宾馆，缺少价格低廉的民宿，他

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2017年，周帆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在龙海开办起乡

村民宿。“这里原来是散种芒果树的荒地，一片荒芜，后来

安置建设才有了这么整齐美观的花园小区。”周帆说。

“只约初见，约在追海。”经过两年多的打理经营，

周帆在龙海风情小镇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

见证了小镇的巨大变化。“刚来时，小镇民宿也就 10多

家，现在起码有 70 多家了，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离岛

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支持下，来小镇的游客越来越多，

风情小镇也越来越火了。”周帆说。

“作为一个海南人，自贸港建设对我们每个海南人都

是巨大利好。”周帆说，“民宿行业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比的就是环境和质量，只要大家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小镇以后的环境面貌和整个海南的面貌都会越来越好！”

寻 梦 风 情 小 镇
本报记者 潘世鹏

招呼客人、端菜、清扫……今年 21岁的金凯强干起

活儿来，一点也不生疏。在西安上大学的金凯强家住新

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园户村镇三工湖村，他的父

母在自家的院子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主打家常菜和回

族特色美食。每年放假回家，他都会到农家乐帮忙。

2016 年，金凯强随父母从市区搬回了村里。那一

年，三工湖村被列为呼图壁县重点打造的美丽乡村示范

点之一，村里实施了农村上下水改造、巷道硬化、厕所革

命等一系列民生工程。“刚搬来时，村里都是老旧的土块

房，现在都是统一的安居房。”金凯强说，这两年，村里的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建起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园、百

亩花卉种植示范园，农家乐也越来越多。

三工湖村距离县城仅有 6公里。近年来，该村打起

“旅游牌”，目前，全村已有 20余户村民把自家的庭院改

造成了“民宿+餐饮旅游”模式的度假庄园，村里也形成

了旅游餐饮产业链。

金凯强学的是营销管理，他希望以后能够学以致

用，“把家里的农家乐做大规模，打出品牌”。

农 家 乐 也 要 打 品 牌
本报记者 耿丹丹

春节前，在天津打工的郑夫梅，回到家乡山东邹城

市大束镇钓鱼台村，每天都会到合作社的香菇棚里学

习技术。这两年村里大规模发展香菇大棚种植，一个菇

棚一季收入就能有3万多元，让她很动心。

钓鱼台村的土地是山岭沙石薄地，只能种一些花生、

地瓜，不仅产量低，还得看天吃饭。“那时，村民纷纷离乡

到外面打工。”郑夫梅回忆道。2019年，大束镇规划建设

蘑菇小镇，落地了两家大型现代化金针菇生产企业。为

搭上龙头企业“借船出海”，钓鱼台村规划了“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企业+农户”新模式，建起了20栋崭新的香菇种

植大棚，由食用菌龙头企业友硕集团提供各项技术指导，

回购所有香菇产品。一个棚有 1万支菌棒，每个菌棒可

出菇2斤，企业按照每斤4.5元回收，扣除租金和成本，每

季可收入2万元到4万元，一年能种两季。

“这一年，不仅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村容村貌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大沙河臭气熏天，街道上

污水横流。现如今，焕然一新的大沙河两岸建成了人们

休闲游玩的景观带，青砖红瓦石墙的农家小院房前屋后

干净整洁，再也没人笑话我们了。”郑夫梅告诉记者，等

把技术学到手，她就要返乡在家门口踏踏实实当菇农。

2月9日，天津市宝坻区天秀园里彩旗飘扬，47栋住

宅楼迎来了首批还迁户。宝坻区前白庙村的村民刘志

富与老伴领了钥匙，走进盼望已久的还迁房。

“我们家三四辈人一直生活在前白庙村，现在我是

我们家这辈人中第一个住上楼房的，再也不用看着天气

过日子了。”刘志富说，“出村入楼”后，政府还给搬迁村

民上了养老保险，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每月还有 1000 多

元的养老金。

“现在我和老伴在东丽区打工，每月有 3000元的收

入，再加上退休金，一年下来收入达到六七万元了。”提

起还迁，刘志富就笑得合不上嘴。

刘志富一家人生活的变化，得益于宝坻区棚户区改

造工程。2015年，宝坻区启动了棚户区改造，涉及五个

街道73个村、24个平房宿舍区、3处旧楼区。从“五年计

划”到“三年改造”，再到“三年计划两年完成”，宝坻区的

棚户区改造工程不断提速。截至目前，宝坻区已投资

488亿元，新建完成41个小区、625万平方米住宅，已累计

让3.26万户、8.8万人喜迁新居。

踏 踏 实 实 当 菇 农
本报记者 王金虎

迎 来 首 批 还 迁 户
本报记者 商 瑞

2月 11日，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三峡广场，市民在此游玩。春节期间，三峡广

场被装扮得年味十足，喜庆的迎春灯饰、多彩的鲜花、栩栩如生的牛年雕塑等，让

市民感受到浓浓年味，呈现出一派喜庆祥和景象。 孙凯芳摄（中经视觉）

双语服务更贴心
喀什站客运值班站长 阿依加玛丽·阿吾提

晴2月12日 星期五

（上接第一版）打破围墙，村庄更

添欢声笑语。村民们在庭院里浇

浇花、晒太阳，抬头就能和邻居打

招呼。大家习惯傍晚走到庭院开

放的地方，坐着一起拉家常。

“以前，村口也有这样自带

人气、用来议事的地方，是块晒

谷场。”65岁的章兰芝告诉记者，

时隔几十年后，重拾集体记忆的

村民再度聚在一起，人与人之间

走动得勤了，关系也更近了。

做大金山银山

以首批开放庭院的 15 户示

范户为核心，余村形成一条“味

道特色街”。大家还编了顺口溜

推广——“小胡的咖啡老胡的

酒，春林的山庄老表的油，鲍家

的学堂荷塘的藕……”在余村，

各家庭院串珠成链，特色作坊、

手工艺坊等产业悄然兴起。

前来余村度假的杭州市民

马女士感叹：“一年没来余村，这

里变化很大，步步是景、处处是

产业。”

“决不辜负总书记嘱托，继

续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

山，让余村明天更加美好。”汪玉

成笃定地表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如今，余村正携手与周

边几个村庄联动发展，共同打造

美丽乡村示范地。眼下，这一总

面积 17.7 平方公里的区域，48

个环境、交通、公共服务等项目

正加快推进。

“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

指引的路子走下去，走出一条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湖州市委常委、安吉

县委书记沈铭权说。

在绿水青山间收获金山银

山，在“两山”通道间赢得发展先

机。安吉余村的美丽蜕变，既是

浙江乡村百姓绿色逐梦、步履不

息的真实写照，更将为美丽中国

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接第一版）

重返地面，记者继续走访兴建中的地

铁模式口站的员工驻地。简易房内，张

贴着“福”字，温暖的房间里摆满了过

节的物资。为保障冬奥支线工程建设，

近 600 名地铁建设者在工地过节，驻地

会议室内已经准备好了网络电视、水果

零食，食堂包饺子的猪肉、韭菜等食材

也早已备齐。

午休时间，北京地铁 11 号线 01 标模

式口站生产经理赵文贞正给妻子打电话嘱

咐着过年的安排。来北京打拼了 30 多

年，赵文贞还记得初来北京时候，第一次

乘坐地铁交通时的激动心情。“第一次坐

地铁觉得特别兴奋，这就是大城市啊。几

十年了，我在工地上干出了业绩、在北京

扎了根。城市发展得越好我们越忙，家人

也理解，这是好事儿，备战冬奥会，我们

也算是并肩作战。”

年味儿就是人情味儿

临近春节，就地过年号召下的北京地

铁什么样？记者换乘 9 号线前往北京西

站，车厢里空座较多，佩戴口罩的乘客们

自觉拉开距离落座。下午 4 点，地铁 9 号

线列车司机金钊值乘前换上制服，做好各

项安全检测后，熟练进入驾驶室启动列

车。他在地铁工作了 30 多年，安全运行

了近 70 万公里。他说，春节期间的列车

虽然有些空，却意味着更多人正享受着团

圆和幸福。

作为进出京的重点站口，以及 7 号

线、9 号线的换乘站，北京地铁北京西

站站点客流大、压力重。站内外的福字

充满节日氛围，乘客匆匆赶路。除夕前

夜，记者跟随刘姝婷和张峥峥两位年轻

的地铁值班站长，体验地铁工作人员值

班的工作日常。

左肩上的对讲机时刻保持沟通、双

眼不断环顾车站各处细节、及时应答乘

客 提 出 的 各 种 问 题 …… 刘 姝 婷 告 诉 记

者，从事地铁值班工作总有新的挑战。

刘姝婷正在处理几位乘客的咨询时，对

讲机里传来接应一名视力障碍人士的通

知。她及时调度工作人员配合，迅速从

站点接应乘客。“以前出行总是不自信，

后来知道了地铁方面有针对残疾人的陪

同服务，每个站点彼此接应形成爱心接

力，非常方便。”接受帮助的曹先生告诉

记 者 。 工 作 人 员 将 曹 先 生 送 入 车 厢 落

座，通过对讲机与下一个站点的同事对

接好。曹先生不断表达着感谢，车厢内

外溢满温情。

“大家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春节期

间本站客流量下降了 56%左右，我们每个

班次配备 70 人，保障春运期间防疫安全

和运营顺畅。”刘姝婷告诉记者，节庆期

间服务更要将心比心，年味儿也就是人情

味儿。而“90 后”的张峥峥与妻子则是

一对“地铁伉俪”，平日工作繁忙，生活

中也经常讨论如何精进业务。张峥峥告诉

记者，“地铁服务也呈现出年轻化的趋

势，很多志愿者通过手机 APP 随时随地

加入我们，参与地铁服务工作，票务电子

化、智能体温检测等新手段，也极大地提

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许多人不知道，每天深夜地铁停运

后，地铁值班工作人员还要进行业务学

习、完成轨道清理等一系列工作。清晨，

结束一夜值守的刘姝婷打开手机，前夜她

制作发布的一条值班成员们为大家拜年的

创意视频，已经收获了数十个点赞。看着

满屏“新年快乐”“辛苦了”的留言，刘

姝婷心里暖洋洋的。

奋 战 在 地 下 的 坚 守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