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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灯璀璨引来京津游客
河北日报记者 李建成

博物馆里过个“文化年”
河北日报记者 张 辉

北京油鸡养殖户的幸福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马朝丽 贾 楠

搭上新地铁 感受老民俗
北京日报记者 张 楠

杨柳青年画里的中国年
天津日报记者 廖晨霞

2 月 14 日 18 时 30 分，从承德
市区出发，沿鼎盛路行驶至双滦
区大元宝山村综合服务站附近，
道路开始出现拥堵。这里距鼎盛
皇家灯会现场，还有将近一公里
的路程。

离灯会现场越近，路上车辆
越多，公路两侧已经停满了车，
每隔百米就有一名警察在指挥交
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
记者跟着大批游客一起步行前往
灯会现场。

从停车区经过，粗略观察，
京牌和津牌车辆约占四成。“这个
停车场能满足上千辆汽车停放需
求 ， 春 节 假 期 每 天 都 是 满 满 当
当。”鼎盛元宝街企划经理李然
介绍。

来到鼎盛元宝街东入口，抬眼
望去，迎面是“盘龙玉玺”组灯，
霸气的造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留念。据介绍，第九届鼎盛皇家灯
会以鼎盛元宝街为主体，融合灯光
秀、DJ 表演、传统民俗表演和定
点表演等形式，为游客提供多元的
游玩体验，打造一场沉浸式、互动

式、场景化、娱乐化的全新迎春
灯会。

进入鼎盛元宝街，头顶“降龙
十八掌”“福星高照”等多个景观
组灯绚烂多彩；街边，鳞次栉比的
商店在各类彩灯装饰下格外喜庆，
美食小店、音乐餐厅、非遗体验馆
等各色店铺人声鼎沸；路旁，鼎盛
疏影、鼎盛画梅、龙年大吉、戏曲
迎春……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变装拍
照地，吸引了不少游客排队打卡；
街道上，父母牵着孩子，情侣手拉
着手，晚辈搀扶老人，一路欢声
笑语。

元宝街中心广场舞台，海城高
跷、铜梁龙舞、快歌热舞、DJ 灯
光秀等演出轮番上演。几何书店作
为街区的知名“网红”打卡地，不
仅有丰富的书籍，还为青少年准备
了绘画、印刷、刻板、雕塑等数十
项体验活动。“这个灯会与我们以
前看的大不相同，更像是一个传统
与时尚、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光影
秀场，文化味更浓、新意更多。”
北京游客李天义说。

“千灯璀璨汇聚的是东方国

潮 ， 灯 火 可 亲 照 亮 的 是 万 家 团
圆 ， 人 山 人 海 沉 浸 的 是 文 化 魅
力。”李然说，本届灯会最大特色
就是化灯为市，将灯会打造成了
一场以灯为景的欢乐集市。鼎盛
元宝街设立了五个室外市集专区
和儿童娱乐专区，汇集了各类特
色小吃、年货、非遗、文创等产
品，吃喝玩乐赏样样俱全。还安
排了古装表演等环节与游客进行
互动，送出新年祝福和礼物，增
加游客快乐体验。随机举办大屏
幕抽奖、祈愿墙抽奖、超值秒杀
以及现场互动等活动。一系列年
味儿十足的“大餐”，让看灯会的
游 客 不 仅 能 看 好 ， 还 能 吃 好 、
玩好。

“初步统计，春节假期我们每
天接待游客万人以上，其中京津游
客约占40%，街内大小饭店每晚平
均得翻台两次。”李然说。

在元宝街内的“承德山水”农
副产品展销中心，来自天津的刘树
田正在挑选“杏仁茶”。“不仅要周
末到河北，还得把河北特产带回
去。”刘树田说。

2 月 12 日，大年初三。上午 9
时许，秦皇岛市高一学生张跃檬和
小伙伴们一起来到秦皇岛博物馆，

“我们预约了在这里举行的秦皇岛
市非遗精品项目展演活动，去看百
灵皮影剧团带来的省级非遗项目青
龙皮影戏演出。”

“快点，演出就要开始啦。”刚
进馆没多久，同行的小伙伴就催促
道。等张跃檬一行人进入博物馆报
告厅，里面已经座无虚席。

9时30分，灯光熄灭，所有人
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舞台中央的白色
幕布上。一阵锣鼓声响起，皮影戏

《三打白骨精》 正式开演。孙悟
空、猪八戒、唐僧、白龙马、白骨
精……操着本地口音的故事人物轮
番登场，一开口就引得观众哈哈
大笑。

半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许多
观众意犹未尽。张跃檬和小伙伴们
摸 到 后 台 ， 想 看 看 皮 影 是 如 何

“活”起来的。
“老师，我能试一下吗？”张跃

檬壮着胆子问。看到孩子们感兴

趣，百灵皮影剧团团长杨明忠非常
高兴，拿起皮影开始手把手地现场
教学。

“除了 《三打白骨精》，今天
还会演出 《猪八戒背媳妇》《杨家
将》 等 剧 目 。 14 日 还 有 4 场 演
出，我们准备了 《庙会》《武松打
虎》 等剧目，欢迎你们再来看。”
说话间，前台观众席上陆陆续续
又坐满了观众，杨明忠要准备下
一场演出，只能先跟张跃檬等人
说再见。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秦
皇 岛 博 物 馆 以 “ 赏 非 遗 技 艺
过盛世龙年”为主题，通过组织
非 遗 展 览 、 非 遗 展 演 、 非 遗 文
创、非遗体验四大板块 10 项活
动，让市民在观展览、看演出、
逛市集、学技艺的同时在博物馆
里寻年味，感受中华文化和传统
民俗的深厚底蕴。

从报告厅出来，张跃檬和小伙
伴们直奔三楼参观《海岳明珠》主
题展览。每逛一个展厅，他们都边
看展品边听讲解，并仔细阅读文物

的文字说明，认真了解家乡的历史
和文化。

“那是在干嘛？好热闹呀！”参
观间隙，张跃檬等人又向非遗迎春
文创市集投去了好奇的目光。文创
市集里，剪纸、皮影、藤艺、绣花
鞋布艺等年味十足、特色鲜明的非
遗 项 目 ，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参 与
体验。

“已经中午了，还有几个展厅
没来得及逛呢。”张跃檬有些遗憾
地说。她和几个小伙伴约定，开学
前一定要再来一趟，“把剩下的

‘知识点’都补上。”
“春节期间预约进馆的市民特

别多，大年初一至初三，累计入馆
人数已突破 1 万人次。”秦皇岛博
物馆馆长郭绘宇说，秦皇岛博物馆
2024年春节系列活动将持续至3月
11日 （农历二月初二），并在元宵
节推出“禧龍龘龘——博物馆里闹
元宵”系列活动，除了传统活动猜
灯谜，还会有舞狮、西河大鼓、小
武戏、渔歌号子、评剧折子戏等精
彩表演。

“爷爷，过年好。”2月10日一
大早，遵化市石门镇屈家铺村村民
王秀军刚从自家鸡棚忙活完，就看
到儿子一家四口拎着大包小包从车
上下来。孙子孙女看到爷爷，高高
兴兴地跑过去拜年。

一到家，儿子、儿媳便忙着做
饭。临近中午，红烧鲤鱼、蒜薹炒
肉、芹菜炒肉、大锅菜等一一上
桌。一家人围坐桌前，热热闹闹吃
起了团圆饭。

王秀军今年 60 岁，养鸡有十
来年了，以前养白羽肉鸡，去年开
始养北京油鸡。鸡棚离村子有一里
多地，这些年为了把鸡养好，王秀
军很少回家。他在鸡棚旁边搭建了
几间临时住房，就连过年都守在
这儿。

饭间，儿子心疼父亲，劝他回
家养老。“以前养鸡是辛苦，现在
这北京油鸡好养，挣钱也多，我现
在干得正起劲呢。”王秀军眉眼里

全是笑意。
王秀军口中的北京油鸡，大凤

头、大毛腿，是优良的肉蛋兼用型
鸡种。河北美客多食品集团作为遵
化最早从事肉鸡养殖加工的企业，
利用自身优势，成功引进北京油鸡
资源保种基地项目。自此，北京油
鸡在遵化安了家。

鸡雏、饲料、兽药由公司统一
配送；定期有专家和技术人员给讲
解饲养管理及防病治病知识；提前
签订合同，高于市场价格统一回收
成鸡。这种“公司+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给养鸡户吃下了定心
丸。现在，“小油鸡”已经成了遵
化老乡们眼中的“金凤凰”。

“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
不算。可我养的北京油鸡，每年的
收入都很稳定。”王秀军拿出账本
展示给儿子看，他总共养了 1.3 万
只北京油鸡，三到四个月就能出
栏，去年共出栏 3 次，挣了 30 来

万元。
正说着，王秀军放下饭碗，就

要去鸡棚看看。
“现在这批北京油鸡养了40多

天了，一天喂一次饲料就行。有时
候，有的鸡吃得多，有的鸡吃得
少，料槽分布不均匀，得时不时进
去看看。”王秀军说。

走进鸡棚，一股暖气扑面而
来，一排排鸡笼整齐划一，小油鸡
正惬意地进食。王秀军一边查看，
一边用手将料槽中的饲料划拉得均
匀一些。在这里，只需“一键启
动”，添料、送水、控温、换气、
清粪等一系列工作就开始自动运
行了。

鸡棚内，鸡叫声此起彼伏，王
秀军听着像动听的乐曲。走出鸡
棚，他跟儿子说：“过了春节，我
想把旁边的旧鸡棚重新修整一下，
再扩大点规模，咱们的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了。”

“一定要充分着墨，让每一根线条
都附上墨，这样印出来才能清晰有劲。”

右手拿稳刷子，在颜料碟里取适
当颜料，在木版上刷匀，高抬、慢
落、稳压，一幅“专属”福字花卉图
案跃然纸上。2 月 12 日，在古文化街
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年画摊位，来自河
北省保定市的游客陈欣然在画社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动手体验国家级非遗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作为一
项古老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 400 多
年历史的杨柳青年画给千家万户的中
国年增添了兴旺欢乐的气氛。红红火
火的画摊前客流如织，留下赞叹欣
赏，带走吉祥祝福。

“我们结合龙年春节推出的龙年主
题新品特别受欢迎。财神福袋，里面

有福字、门神、对联，寓意吉祥，在
北京书展两天卖了 200多套。”画社负
责审校的李晓丹说。

“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艺采用‘半
印半绘’的多色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
合，工序繁多、绘制精细，视觉效果
毫不亚于用笔工整严谨、敷色层层渲
染的中国工笔绘画作品。”在津湾广
场，天津杨柳青画社联合国图津湾文
创空间共同举办杨柳青木版年画主题
展，美术生李倩正在和小伙伴津
津有味地赏画，“你看这勾
描、木刻、水印和彩
绘四道工序，完全
看不出是由不同
的 人 来 完 成 ，
互相之间的

配合环环相扣，绝了！”
“为了迎接龙年春节，我们还与市

教委共同举办了‘莲年有余’学生主
题年画作品展，收集到近万件作品，
在机场、地铁、商业中心展出，以年
画艺术激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营造
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天津
杨柳青画社社长刘
岳告诉记者。

“出了家门，坐地铁到模式口老
街，加上换乘时间一共才花了 46 分
钟！”大年初五，北京市民崔女士和家
人一起，搭乘地铁 11号线，来到去年
底才刚刚开通的模式口站，前往模式
口老街参观游览。满街的红灯笼、修
旧如旧的老街、焕发新生的老建筑、
热闹的新春游园会，让游客感受到烟
火气十足的传统年味。

一进地铁 11号线，满墙的福字喜
庆十足，有的福字贴成心形，有的福
字贴成了龙形，引得乘客驻足合影。
2023 年 12 月 30 日，地铁 11 号线西段
剩余段 （金安桥—模式口） 开通试运
营，搭乘地铁可直达模式口老街、法

海寺和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等
近年来人气颇高的热门景点。

“过去想来模式口，别提多费劲
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直到退
休，崔女士都在石景山区模式口老街
附近工作，交通不便成了最让她头疼
的问题。“我那时住北三环，每天一早
出门，先坐公交车，再倒地铁，然后
还得再换一趟公交车，最后在模式口
站下车，沿着老街走一段上坡才能到
单位。”

这个春节，已搬到地铁 6 号线附
近居住的崔女士特意故地重游。从地
铁 11号线模式口站 A 出口出站，一幅
巨大的“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全景导

览图”就张贴在地铁出口正对面的墙
壁上，历史遗迹景点、艺术文化景点
等信息一目了然。而另一侧，张贴有

“驼铃古道模式口游客服务小程序”海
报，扫码不仅可以听到语音讲解，还
能了解特色美食、文创零售、街区活
动等一系列信息。

小时候曾在模式口老街居住多年
的张女士，这个春节也带着孩子回到
童年居住地重游。便利的交通，眼前
的场景都让她恍惚。张女士说，过去
根本没什么人跑这么远来模式口老街
游玩。“如今，我们模式口可不一样
了，不光通了地铁，老街还成了城里
人爱逛的景点！”

▲2 月 12 日，小
游客在秦皇岛博物馆
一 楼 参 观 非 遗 精
品展。

河北日报记者
张 辉摄

▶2 月 12 日，民
间艺人在张家口市宣
化区钟楼大街进行民
俗巡演。

河北日报通讯员
陈晓东摄

▲2月14日，游客们在鼎盛元宝街逛灯会。
河北日报记者 李建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