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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3 日电(记者郝玉、丁
磊)腊月二十七，新疆伊犁河谷最大的冬季牧
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阿合牙孜冬牧场
天空高远、湛蓝，气温零下二十几摄氏度。

“手抬高一点，再往左靠，别让毛毯挡着字了！”
午后，一处哈萨克族牧民的木制民房门口，

43 岁的女主人齐娜尔古丽·拜塞克正踩着积
雪，在一团一团白色哈气中，指挥着丈夫努尔凯
尔德·努尔沙拉贴“福”字。

“保尔代(好了)！”听到妻子指令，努尔凯尔
德·努尔沙拉这才将粘着双面胶的“福”字，小心
翼翼地贴在了门上。

春节将近，“年”元素正逐渐融入新疆哈萨
克族牧民的寻常生活。不少冬牧场牧民家门口
都贴上了“福”字、春联。

“福”字贴好后，齐娜尔古丽·拜塞克便开始
准备新年的美食。

用牛奶揉好的面团，淋上一层薄薄的清油，
规规矩矩地摆放在面盆里。齐娜尔古丽·拜塞克
仔仔细细地将其分切成一块块正方形的小面
饼，依次下入滚烫的油锅。

“马上要过年了，现在日子好了，想吃啥就吃
啥。”几句话的功夫，锅里的“包尔萨克”(哈萨克族

一种面食小吃)便开始泛出金灿灿的颜色。
邻居拉扎提·迪尔阿曼吐尔“寻香而
来”。平日，两个女人都是做饭的行家

里手，不一会儿，“包尔萨克”、羊肉饺子、纳仁
(哈萨克族传统美食)就陆续送进了屋。

齐娜尔古丽·拜塞克的家是传统的哈萨
克族风格。她热情地招呼邻居上座，拿出精致
的小碗，给大家倒上奶茶。

亲戚、朋友围坐在一起，几轮寒暄后，说
起了这几年的变化。

齐娜尔古丽·拜塞克说：“这些年国家舍得
在牧区投入，解决了用电问题，现在家里电视
机、电灯、洗衣机一应俱全，生活方便多了。”

2014 年开始，国家支持农牧民用光伏发
电，阿合牙孜冬牧场千余户牧民家免费安装
了光伏发电机。在推广太阳能发电基础上，当
地政府还先后投资拓宽了牧道，新建了通信
设施，“冬窝子”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

话题打开了拉扎提·迪尔阿曼吐尔的话匣
子，不过，更令她高兴的是，她准备上小学的女
儿，到县城上学不用花钱，“我经常跟娃娃说，
要珍惜国家这么好的政策，以后考个好大学。”

“居住条件好了，娃娃教育有保障了，这
不就是我们的福气嘛。”拉扎提·迪尔阿曼吐
尔说着，端起手边的奶茶，与大家碰杯。

欢笑和祝福声中，牧民一天的忙碌要结
束了。窗外，冰雪覆盖的草场与天空之间，星
星点点的红色“福”字，“装扮”着这座原本寂
寞的冬牧场，寓意着新一年丰收、顺遂。

伊犁：“春”风吹进“冬窝子”
日子好过了的牧民用“福”字、春联“装扮”冬牧场，祝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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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2 月 3 日电(记者董小红、杨静、李平)贴
春联、煮腊肉、打糍粑、跳竹竿舞……年味正当浓，春节
前，记者走进四川、云南、贵州三个贫困村，感受脱贫攻坚
给大山深处带来的巨变。

过年更温暖：“以前不想回来，现在不

愿离开”

把院子打扫干净、贴上红彤彤的春联、煮好一锅腊
肉……为过春节做准备，麦吉尔吉最近可忙了，但脸上却
一直笑呵呵的。

这是住进新家后的第一个春节，麦吉尔吉内心非常
激动。

“能看电视，还能上网，以前想都不敢想。”麦吉尔吉说。
31 岁的麦吉尔吉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马

布村村民，2018 年 11 月，他和村里其他贫困户一起搬进
了新家。

“整个房子我只花了 6000 多元，一家人就拎着包搬
进来了。”麦吉尔吉至今都有点不敢相信，以前的老房子
在对面山顶上，水电不通、交通不便。走出大山一直是麦
吉尔吉的梦想。

“前几年出去打工，春节我都不想回来，家里太穷了，

回来连网都没有，像与世隔绝了一样。”麦吉尔吉笑着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外面打工做苦力活一年也就挣两、三万元，现
在村里种上了花椒，一斤花椒至少卖 10 多元，在家一
年挣好几万不是问题。以前不想回来，现在不愿离开。”
他笑着说。

为了让村民可持续脱贫，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贵阳
市开阳县毛家院村也引进种植了 6000 亩果树，预计项
目投产后，全村每户农户年均可增加 3000 元收入。57
岁的毛家院村贫困户阳本连最近心里美滋滋的，给家里
添了很多年货。

去年 2月，在村干部介绍下，他在村里的食用菌棒厂上
班，一个月有 2500元的收入，老婆在县城做家政，一个月也
有 2200元。“在家里挣钱挺好的，今后肯定不出去了。”阳本
连说。

过年更热闹：“房屋变了样、收入变了样”

买新衣服、购置年货、走亲访友……临近春节，云南
寻甸县功山镇纲纪村委会偏路村民小组一派忙碌景象。

以前，偏路村民小组位于半山腰上，交通不便，村民
家没有厕所，人畜混居情况比较突出；如今，走进偏路村
民小组，跃然眼前的是一幢幢具有苗族特色的小楼，硬化
路通到每家每户门前，村里还建了公厕和垃圾房。

“房屋变了样、收入变了样，过年的氛围比以前更热
闹了。”正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村民张学林说，过去一年自
己告别了土木房，搬进了砖混房，还在政府的帮扶下养了
鸡，原生态饲养不愁销路，一斤可以卖 35 元。

穿着布依族服饰，在联欢会上欢快跳着竹竿舞的陈
代丽，对村里的变化感触很深。在她看来，这几年村里的
路变宽了、房子美了，工厂建到了山沟里，家门口就可以
挣钱。

在凉山马布村，过年的热闹气氛也随处可见。一栋栋
黄墙红瓦的彝家新房错落有致，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来；村
口的路修通了，到县城骑摩托车只需要 20 分钟，不少村
民忙着用摩托车驮年货；水电都通了，家家户户都有了电
视、洗衣机，村民们聚在一起准备团圆饭……

过年更期盼：“青山变金山，日子越来越火”

打糍粑、跳竹竿舞、吃圆桌饭……春节前夕，毛家院
村的村民们欢聚一堂，大家自筹 1 万多元，举办了村里第
一届春节联欢会。

“前几天，村里刚举行了食用菌产业分红大会，我们
家分了 1116 元。”贫困户黄吉发说，这两年，村民喝上了
自来水，村里有了通村路、建了灯光篮球场、配了体育健
身器材，还建了两个产业扶贫项目。

在偏路村民小组，今年很多村民都杀了 2 头过年猪，
节日气氛越来越浓。

现在，偏路村民小组正依托民俗资源，努力建设民族
生态旅游村。“收入上来了，生活变好了。”村民张志光说，
新的一年，他也想再努力下，做点小生意，存点钱娶媳妇。

“今后，我们还要在产业发展上精准发力，让青山变
金山，村民日子越来越火。”村委会主任姚永春说。

以后的日子，纲纪村也有更多期盼。“不仅房子变漂亮
了，村民们也更有活力了。”纲纪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姜禹贤
说，以前村里穷，大家上进心不强，一些村民得过且过。现
在村里环境好了，村民们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也提升了。

“今后村里发展好了，年轻人更愿意留下来。”凉山马
布村党支部书记马海车古说，村里已经规划了 1000
多亩的花椒种植基地，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教大家
花椒种植技术，以后日子更有盼头了。

过年了
置办年货是家家户户准备

过年的重头戏。这几天，各地年
货市场红红火火，处处满堂红
色，张灯结彩，各色商品摆满货
架，选购年货的顾客络绎不绝，
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

随着近几年“春节档”市场
供应的日益充足，年货种类越
来越丰富，为春节“菜篮子”发
愁、“囤货”过年等现象正逐渐
成为历史。

 2 月 3 日，在山东省烟
台市福山区年货大集，市民在
选购年货。

新华社发(孙文潭摄)

“日子好了，节目表演也更带劲了”
湖南瑶乡“春晚”唱响希望之歌

新华社长沙 2 月 3 日电(记者白田田、柳
王敏)“瑶家姐妹打呀油茶呀，一勺油来一勺
盐。一勺葱花香喷喷，敬请贵客尝一尝呀咿
哟！”湖南江永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田万载家
里，这几天愈发热闹。拉二胡、吹唢呐、打渔
鼓，五六个村民围着一盆火红的炭火，排练着
乡村的“春晚”节目。

春节前夕，一台台民族风情浓郁、唱响新
生活的“春晚”，正在湖南多地瑶乡上演。不论
是留守的老人孩子，还是刚刚返乡的年轻人，
大家齐聚一堂、围炉而坐。烧得通红的炭火驱
散了寒意，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湖南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今年有 5 个
村寨组织了“春晚”。1 月 31 日，草原村礼堂
外雾气缭绕，里面人声鼎沸，当地第二届“春
晚”拉开帷幕。导演、编剧、主持、演员几乎全
部是本村人，从小学生到 80 岁的老村主任都
踊跃参演，民歌、舞蹈、朗诵、小品等 10 多个
节目“大戏”连台。

瑶乡“春晚”唱的是民俗歌。作为清溪村
“春晚”的总策划，71 岁的退休教师田万载是
闻名乡里的“瑶族文化通”。他告诉记者，瑶族
文化中的教儿、采茶、敬酒等，他都创作出了
曲目，准备这次唱响乡村。

“瑶家姐妹打呀油茶呀，一勺米来一勺
汤。一勺花生香喷喷，客人喝了都说香呀咿
哟！”56 岁的清溪村村民蒋菊珠是女声主唱，
站在一旁的田万载拿着指挥棒，一节将了，轻
手一抬，“呀咿哟”，众人跟着和起来。

隆回县特有的呜哇山歌，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挖田试妹心，莳田表真情，打禾
定终生”，节目《三连妹》讲述了瑶族男女浪漫
的爱情故事。草原村“春晚”现场，身穿色彩艳
丽的花瑶服装，表演者高亢的歌声、长长的甩
腔、诙谐的动作，惹得台下笑声阵阵。

瑶乡“春晚”唱的是脱贫歌。草原村平均
海拔 1300 多米，是一个偏远贫困村，预计
2019 年可以“摘帽”。这次草原村“村晚”，情景
剧《老两口逛新村》、小品《扶贫》等节目生动

表现了贫困村的巨大变化。

草原村呜哇山歌传承人戴龙修是贫困
户。他说，他以前缺技术、缺资金，生活比较
困难。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很快实现
了脱贫。“把国家脱贫政策来宣传，农民家
家富起来，呜哇呜哇……”当着记者的面，
戴龙修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最新填词的呜
哇山歌。

作为湖南省偏远地带的“边边角”，清
溪村曾是贫穷、闭塞的代名词，如今成了远
近闻名的“明星村”，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
观。“今年香柚卖了 2 万多元，还有夏橙 4
亩长势很好。”“春晚”的二胡手蒋烈辉说，
日子好了，节目表演也更带劲了。

瑶乡“春晚”唱的是希望歌。在长沙读
大学的蒋细珠放寒假回家，听说清溪村在

筹备节目，立刻组织了村里的年轻姐妹，编
演了一套打碟舞。18 岁的蒋细珠说，原来
过年冷冷清清，现在感觉乡村有了生机，有
了希望。

一个月有 25 天时间驻村，草原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罗华和村民们成了“一家人”。
他被主持人拉上台，即兴高歌了一曲《父老
乡亲》。罗华说，如今村民有钱、有闲，更有
了精气神。一台“春晚”，展现出团结、向上
的精神面貌，大家不仅要脱贫，还要共同建
设美丽乡村。

“一年四季开红花，寒冬腊梅花含笑。
杀猪宰羊酿冬酒，五谷丰登庆丰年。”田万
载的指挥棒一抬，锣鼓一敲，整个大厅热闹
起来了。炭火正红，新年喜庆的歌声传唱瑶
乡，唱响深山里。

▲湖南瑶乡草原村 2019 年春节联欢会现场（1 月 31 日摄）。新华社记者白田田摄

（上接 1 版）“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人们听到了振奋
的足音，汲取了前进的力量，更感受到他始
终不渝的家国情怀、人民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用“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一
起守岁”这样质朴的话语推崇“天伦之乐、生活
之美”；以“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号召“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晚年”。

“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对‘尊老孝亲’这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贯重视和继承发扬。”受邀
参加团拜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子女赡养老人支出可以抵
扣个税的新政，也反映出党和国家改善民生的积
极努力。

憧憬美好的未来，感召不懈的奋斗。
今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新的征程上，会有新的发展机
遇，也会有新的风险挑战。

受邀参加团拜会的国投集团董事长王会生
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生力军，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功实现
新旧动能转化。今后还要迎难而上、勇于担当、
奋力拼搏，为全面深化改革贡献力量。

团拜会上，文艺工作者表演了器乐合奏《我
和我的祖国》、舞蹈《丝路之约》、戏曲小品《金猪
拜年》、歌曲《目光》等精彩节目。

在曲艺表演唱《奔跑吧，追梦人》节目中，来
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代表用各自乡音表达了人民
群众在新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导演
田沁鑫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中国梦”引领中华民族阔步向
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

“中国道路，无比宽广；万众一心，奔向前
方；中华儿女，百炼成钢；创造奇迹，初心不
忘……”当演员们唱起《复兴的力量》，人们把心
声融入掌声，更把期盼化作力量。

在京打拼 20 多年，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民工
代表朱玉华受邀参加团拜会，感到十分温暖。她
说：“我会把党中央的祝福和关心传递给身边的
人们，大家一起奋力奔跑。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
老百姓，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我们伟大的祖
国，前程一定会越来越远大！”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

▲在昭苏县阿合牙孜冬牧场，牧民齐娜尔古丽·拜塞克（左二）一家和亲戚
朋友共进晚餐（1 月 31 日摄）。 新华社发（丁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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