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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除夕。晚 6 时许，承德
市双滦区元宝山下灯光璀璨，“千米长
街灯光秀”准时上演。

市民于伟一家来逛灯会，一眼望
去，兔灯、花灯、树灯……五光十色、分
外璀璨。

“今年的灯会精彩更胜以往，这是
我们送给游客和市民的新年礼物。”承
德鼎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演艺中
心副总经理尹炎介绍，从2013年首届灯
会至今，他们一手打造的鼎盛皇家灯会
已走过10年，一笔一画绘就承德文化新
IP。以灯为媒、以欢乐为主题，本届灯会
采用声光电与古典演艺相结合，用多种
创新方式为游人呈现全新的视觉效果。

以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为调色
板，汇彩灯、花灯、光灯为一体，融灯
会、庙会、花会于一堂，上千盏激光射
灯渲染出美轮美奂的“沉浸式光影
秀”，于伟被眼前的“千米长街灯光秀”
所震撼，边走边看，还第一时间把照片
发送到朋友圈。

鼎盛皇家灯会的烟火气十足，除

了灯光，自然少不了各种美食。在灯
光照映下，各种小吃分外诱人。“既好
玩又好吃，既饱眼福又饱口福。”于伟
一家不时驻足拍照留念。

“咚！咚！咚！”随着鼓乐节奏，一
头“狮子”摇头摆尾地出现在大家面
前，让人眼前一亮。

中国人过年的仪式感中，怎少得
了舞狮闹春？“我们特意邀请了具有

‘醒狮’之称的南派舞狮表演，市民们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不同的表演风
格。”尹炎说。

除了南派舞狮，灯会上海
城高跷、铜梁龙舞等非遗
项目轮番上演，浓浓的
年 味 儿 扑 面 而 来 。
精心准备的多个
主 题 巡 游 表
演、快闪活
动 贯 穿

始终，给新年增添新滋味。
在灯会里流连，于伟不禁感叹：

“这熟悉的年味儿
真让人沉醉！”

拆箱、上妆、绑腿……1 月 17 日 8
时许，涉县更乐镇大洼村村委会里的
临时“化妆间”内，平日忙于田间劳作
的村民，开始为即将开锣的民俗大戏
忙碌起来。

沿着青石板路，踏着残雪，走进大
洼村，仿佛步入一座“石头世界”：石房
石桥、石碾石墙，院叠院、房搭房，传统
民居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临近春节，
村民们或忙着挂灯笼、贴窗花，或忙着
炸丸子、蒸糖包，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

“咚咚锵、咚咚锵……”10时许，伴
着喜庆的锣鼓声，大洼村瞬间热闹起
来。踩着高跷的村民鱼贯而出，身后的

“跑竹马”，或奔或走，变化出“双进门”
“绕八字”等风趣诙谐的动作。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大洼村，三面
环山，有 109户 350口人。因村北青阳

山与东西两座大山相连，形似展翅欲
飞的凤凰，又名“凤凰窝”。然而，因交
通不便、村民缺少致富门路，这里成了
多年的“穷窝窝”。

随着太行山高速的开通和近年来
涉县“四好农村路”建设，让这个曾经封
闭的小山村驶入发展“快车道”。几年
前，大洼村引入专业旅游公司，带动村
民吃上“旅游饭”。全村人均收入由2016
年的 3000 多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3万
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5万元。2022年
底，大洼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日子好了，踩起高跷浑身是劲
儿。”24 岁的张志斌抹了一把脸上的
汗，趁着表演间隙和记者聊了起来。他
是大洼村的大学生村干部，2021 年他
辞去在县城的工作回到家乡。培训民
宿经营者直播带货，普查村内中药材资

源……趁春节假期，他和几位返乡青年
约好来一场“头脑风暴”，主题就
是“年轻人如何带动家乡更好
地发展”。

“直播带货要有特点，展
示咱村山货的独有品质。”

“很多游客来大洼，就是冲着
原生态的人居环境和传统民
俗文化，这个千万不能丢。”表演
间隙，几位年轻人热烈讨论起来。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优秀
青年人才扎根。”随行的涉县
更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
理刘晓辉说，今年该公司
将实施大洼乡村旅游提档
升级项目，提升乡村旅游品
质，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家
乡、建设家乡。

书法、明信片制作、传统制香技
艺、冬菜制作技艺……春节前夕，记者
走进位于大运河畔的沧州百狮园南川
古渡广场，由沧州市运河区举办的“运
河·年味儿”文化大集火热开启。市民
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这里，体验千年运
河畔的民俗年味儿。

冰封的大运河犹如一条晶莹玉
带，环绕着冬日里热闹非凡的百狮
园。“运河·年味儿”文化大集以年味
儿春节文化为背景，融入手作、文创
体验，邀请手作艺人、非遗传承人、文
创产品爱好者，以多元形式向市民展
示着大运河民俗文化，让孩子们感受
传统年味儿，让老人找到童年的味
道，让市民在大运河畔体验别样的新
年味道。

“我从小在大运河边长大，去年，
大运河沧州市区段实现旅游通航，我
们全家人兴奋地乘船观赏了运河两岸
的美丽风景，跟平时在岸上看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市民吴新说，“现在，这
里又举办了这样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
大集，让我们备感自豪！”

“过年了来这儿转转，小时候就是
这样的热闹场面，现在童年的味道又
回来了！”市民张伟说。

除了体验传统文化，独具沧州特
色的各类文创手作、拓印雕刻等，也让
许多人流连忘返。在人来人往的文化
大集，远望如玉带蜿蜒的大运河，让人
感慨是不是当年南川古渡码头的繁华
盛景如今重现人间。

“今天我们不到 10 点就来了，这

里的过年气氛真浓啊！”市民杨洋高
兴 地 说 ，“ 你 看 ，大 红 灯 笼 挂 起 来
了。我们还体验了小时候见过的糖
画制作，这里还有这么多沧州本土
的手工艺品，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
的年味儿。”

2022 年，沧州市抢抓机遇让古运
河焕发新貌，实施了总投资225亿元的
18个重点项目，南川楼、朗吟楼风貌再
现，百狮园、运河公园已建成开放，大
运河非遗展示馆、南川楼文化街区、大
化工业遗存提升改造等项目进入收官
阶段，13.7 公里的大运河中心城区段
实现50年来首次旅游通航。开放包容
的大运河，让更多的“文化大餐”走进
运河人家，在大运河畔奏响新春
最动听的旋律。

1 月 21 日，农历大年三十。一大
早，朝阳洒在彩虹山上，郭镇忠像往常
一样去巡山。

今年 70 岁的郭镇忠，退休前曾任
原邢台县林业局局长，是全国林业劳
动模范。

彩虹山位于邢台市信都区西黄村
镇，海拔500多米。山路蜿蜒，积雪湿滑，
郭镇忠不时驻足远望。眼前是一棵棵挺
拔的松柏，耳旁松涛阵阵、鸟鸣山林。

今年是郭镇忠在彩虹山植树造林
的第 14 个年头。“和树有感情了，根本
停不下来。”他说，彩虹山离他的老家
不远，地处太行山绿化断带，满山石
头，干旱缺水。用百姓的话说，在这里
种树，就是在猴嘴里偷桃——比登天
还难。

“天明出征，日落收工，一身臭汗，
浑身轻松。”2009 年以来，郭镇忠组织

当地 10 多位村民，用铁镐、钢钎和大
锤，在 6000多亩山场种活 42万余株树
木。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是他绿
化荒山的见证。

一到冬天，山上风大，野草干枯，
一丁点火星都会惹出大麻烦。5年前，
因有人在山场内的坟地烧纸，接连引
发过两次火险。因此，越到年根儿，郭
镇忠越紧张。夜里，郭镇忠就住在山
上，一晚要起来好几回，嗅闻风中是否
有着火烧焦的味道。

从旧面包车、简易房到小平房，
再到望火楼，郭镇忠在山上的住宿
条件一点点改善。然而到了冬天，
半夜还是冷得直哆嗦。2022 年，他
就地取材，用清理出来的石头建了
一个新房子。一个多月前，他和老
伴儿搬了进去。

贴对联，贴福字，挂灯笼。新建的

石头房，顿时添了几分喜庆。
巡山归来的郭镇忠回到石头房，

和老伴儿一起包起了饺子：“山上的树
长了一岁，咱也老了一岁。彩虹山是
它们的家，也是咱的家。”

年夜饭除了饺子，还有炒鸡蛋、干
煸豆角、一盘烧鸡。老伴儿给郭镇忠
倒了一杯酒，“过年了，也解解乏吧。”

树苗，一年年长高；林地，一片片
扩展。

郭镇忠有一个心愿：带动更多人
投入到太行山综合开发治理中去，把

“滴水必拦蓄、寸草必保护、寸石必利
用、寸地必绿化、寸山变寸金”的治山
模式推广开来。

除夕之夜，彩虹山下万家灯火。
一阵风吹来，彩虹山满山的树沙沙地
响，似掌声，像歌声。林海松涛间，郭
镇忠老两口，又在彩虹山迎来新年。

“叮咚！叮咚！”1 月 17 日 9 时许，
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时代楷模”李
保国妻子郭素萍家的门铃响了。

“郭老师，听说你昨天回保定了，
我赶紧过来看看。”保定市竞秀区四台
村村民李凤云，抱着一箱红树莓进了
门，给郭素萍拜早年。

“过年正是忙的时候，你还非得跑
这一趟！”郭素萍一边嗔怪地说，一边
把李凤云让进屋里。

“你平时总在外地忙，这次回保
定，总算让我‘逮’到了，怎么能不来！”
李凤云拉着郭素萍的手念叨着，“7 年
多来，你和你的学生雪梅手把手地教
我种樱桃、红树莓，帮我把农场发展成
为省级示范农场，让我和 40 多户农民
过上了好日子。”

李凤云从箱子里拿出一盒红树
莓，递到郭素萍的手中：“这不是年礼，
是我们交的‘作业’，快看看怎么样？”

“凤云姐的农场，现在已实现错季
成熟、错季上市了。”坐在一旁的张雪
梅介绍。

郭素萍仔细端详着红树莓，告诉
李凤云：“错季上市可错过用工高峰、
提高经济效益，但要想做到‘掐点’上
市，还得进一步提升大棚硬件条件，更
好地调控棚内温度、湿度和光照，才能
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正说话间，门铃再次响起。“您好，
有个快递，请您签收。”郭素萍打开快
递，里面是一封中宣部寄给“时代楷
模”李保国亲属的新春慰问信。郭素
萍读完，捧着慰问信放到了李保国的
遗照前，深情地说：“你没完成的事业，
我们接着干。”

作为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山区开
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
郭素萍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她
仍然奋战在乡村振兴第一线。她每年

在农村工作300多天，足迹遍布全省30
多个县（市、区），有效推动了苹果、核
桃、红树莓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山区
面貌的改变。

“大妈，你啥时候出发呀？”正抓
紧给李凤云讲解红树莓种植技术难
点时，唐山滦州市宋家峪村的一位村
民发来语音信息。“我今天下午两点
就往你那走。”郭素萍回复。原来前
些天她就答应农历腊月二十七到宋
家峪村，针对冬季果树管理等问题进
行现场指导。

“郭老师，今年春节还得这么跑
呀？”李凤云忍不住心疼地问，“宋家峪
村的事忙完了，就该回保定过年了吧？”

“还不行，农历腊月二十八还得去
邢台市信都区宋家庄村，农历腊月二
十九去衡水市武邑县刘家村……”郭
素萍说，“农时不等人，农民的事是大
事，可耽误不得！”

“这个带光泽的是白蝶螺，粉色的
是胭脂螺，黄色的是万宝螺，都是天然
贝壳研磨加工成的，这里还有拼接款。”
1月20日，北戴河区非遗市集上游客摩
肩接踵，秦皇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
氏贝艺传承人刘翠兰，正在向游客介绍
自己设计制作的贝艺作品。

北戴河区新春“戴河风韵·匠心云
集”非遗市集和第九届国潮艺术花灯
节1月19日在集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
启帷，将分别持续至 2月 5日和 2月 21
日。“为了让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今年春节我们将非遗市集与春节灯会
相结合，对北戴河区非遗代表性项目
进行集中展示，打造看得见、尝得到、

摸得着、带得走的非遗市集，让
市民有看头、有玩头，全程感受、

全程共享非遗活态魅力。”北戴河区旅
游和文化广电局副局长周娇娇介绍。

在非遗市集，省级非遗丁记藤艺，
市级非遗刘氏贝艺、孙氏葫芦雕刻，区
级非遗赵氏手篓编、金麦穗花饽饽等
项目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非遗作品
让游客大饱眼福，大家争相观赏、拍
照，与传承人交流，很多人买下了喜欢
的作品。

“没想到北戴河有这么多非遗项
目，真是长见识了。”沿着摊位走来，市
民李江一路与传承人交流，对精美的
手工艺品赞叹不已。他来到金麦穗花
饽饽摊位前，立即被粉白的兔子饽饽
吸引。“今年是兔年，这些兔子造型的
饽饽太可爱了。买回去一袋，全家一
起吃。”

在金麦穗花饽饽摊位上的各种花
饽饽中，兔子造型的占绝大多数。最
大的一款福兔，内有乾坤，掰开后，里
面竟然有四只“小兔”和两个“金元
宝”。“今年春节，预订花饽饽的人比往
年要多，年前到农历正月初六都排满
了。”传承人范雅文说。

天黑了，花灯节的灯亮了起来。
瑞兔迎新、森林幻境、奇趣自然、国潮
古风四个主题区域大型灯组造型各
异、色彩绚丽，让夜空变得璀璨无比，
引来游客驻足拍照。

“过年看灯会，是秦皇岛市民最喜
欢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这么多漂亮的
花灯，让我们的年味儿更浓了。”市民宋
硕带着12岁的女儿用了3个小时才转
完一圈，还是意犹未尽。

一场“头脑风暴”，返乡青年谋乡村振兴
——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涉县更乐镇大洼村

河北日报记者 陈 正

一次特殊拜年，果农交来“作业”
——在“时代楷模”李保国妻子郭素萍家

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

大运河畔年味儿浓
——在沧州市百狮园南川古渡广场文化大集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彩虹山上的年夜饭
——在“全国林业劳动模范”郭镇忠大山里的家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逛非遗市集，赏花灯璀璨
——在北戴河区非遗市集和国潮艺术花灯节

河北日报记者 张 辉

千米长街灯光秀，新年增添新滋味
——在承德市鼎盛皇家灯会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图① 1月15日，在沧州“运河·年味
儿”文化大集上，市民正在选购年俗工艺
品。 河北日报通讯员 魏志广摄

图② 1月17日上午，涉县更乐镇大洼村村民
在表演“舞龙”。河北日报记者 陈 正 通讯员 冯晓广摄

图③ 除夕，郭镇忠老两口在彩虹山上的石头房子里包
饺子、过大年。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通讯员 黄 涛摄

图④ 1月 17日，保定市竞秀区四台村村民李凤云，抱着一
箱红树莓来给郭素萍（右）拜早年。 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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