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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5 日电(记者王春雨、杨
喆、齐泓鑫)“我在大年初一找到‘北’啦！”在黑龙
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红村不少家庭旅馆的留言
墙上，游客们满怀欣喜写下新春愿望。

北红村位于我国最北端，冬季气温常低于
零下四十摄氏度。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找北方年味”。

严寒丝毫阻挡不住游客们的热情。一大早，
三五成群的游客来到室外，玩起了“泼水成冰”
游戏。

游客赵英良刚学会，他“现学现卖”指导着
其他人：“水杯要斜着拿，泼水要甩大圈。”

游客们按照他的指导，将保温杯中的热水
泼向空中，水瞬间结成冰晶散落下来，在空中留
下银色的轨迹。

“嘎嘎爽”，赵英良用刚刚学会的东北方言
大声喊。

来自河北的小游客杜小西在体验完“泼
水成冰”后调皮地说：“泼着挺冷，看着挺美
的。”

自制糖葫芦、包饺子、坐爬犁、冬捕，丰富多

彩、独具北方年味的活动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将山楂串到竹签上，裹上糖浆，来自成都市

的游客宋文思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今年到
这儿来过年，太有意思了！”宋文思说。

紧邻北红村的黑龙江上，江面已被厚厚的
冰雪覆盖。许多游客在这里体验雪圈、爬犁带来

的快乐。
北红村曾是贫困村，随着游客增多，旅游

给村民们带来了致富的“金饭碗”。记者从漠
河市扶贫办了解到，去年北红村旅游产业创造
产值已达 1300 余万元，人均收入突破了 3 万
元。走在街上，随处可见农家乐、家庭宾馆
等。

漠河远方故里酒店经营者冉凡胜说，今年
在店里过年的游客有 40 名左右。除夕夜，冉凡
胜为游客们准备了年夜饭，大家一起包饺子、看
春晚、点篝火，共贺新春。

“2012 年开始经营家庭宾馆的时候，只有
2 个房间，随着游客不断增多，店面也不断扩
大，现在已经有 26 个房间。”冉凡胜说。

新春到来，许多游客也在最北端说出了自
己的心愿。

“祝我妈妈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来自山西
的小朋友梁敬博说。

“祝福我自己新的一年有新突破，祝福我的
家人身体健康，祝福我热爱的祖国繁荣昌盛。”
来自上海的游客鞠雨亭说。

“最北村庄”：北方年味“嘎嘎爽”
新华社拉萨 2 月 5 日

电(记者李键、格桑边觉)初
一的拉萨古城，街道人流
如潮。身着传统民族服装
的藏族群众，开启了新年
拜年活动，社区和街道不
时传来“扎西德勒”的问候。

5 日恰逢春节和藏历
新年的初一。双节合一，让
西藏各地的年味更浓了，祥
和欢乐的气氛弥漫在高原。

拉萨街头随处可见喜
庆的大红灯笼和五彩缤纷
的绢花，商铺、机关、学校
门前挂着“欢度春节和藏
历新年”等横幅。

在拉萨龙王潭公园，
优美的歌声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围观。藏戏《吉祥的祝
福》、小品《银手镯》、热巴
舞《藏东神韵》等文艺节目
精彩纷呈，大家纷纷拿起
手机拍照留念。

76 岁的朗加扎西说，
每年新年初一，他都会来
这里看文艺表演，已经连
续来了 10 多年。如果年初
一不来这里，就感觉新年
少了点热闹。

同样感受到双节合一
热闹氛围的还有郭兵强。
在西藏山南措美县哲古镇
担任驻村干部的他，和当
地群众一起吃年夜饭，一
起进行文艺表演。

“我是第一次在海拔
4600 多米的牧区和老百姓
过年。除夕夜，我们驻村成
员烧了 8 道菜，还做了猪
肉大葱馅的水饺，和村民
们一起喝青稞酒，看春晚。
去年我所驻的村庄实现了

脱贫，收成都不错，大家新年都很快乐。”他说。
双节的欢乐同样也在遥远的阿里地区延

展。海拔 4000 米的扎达县楚鲁松杰乡距拉萨有
2000 多公里，眼下正值大雪封山，20 名干部带
领 473 名农牧民新年坚守深山。

楚鲁松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旦增索朗介
绍，除夕夜，大家跑到雪地里点燃篝火，燃放烟
花，跳锅庄舞。新年第一天，乡干部就端着吉祥
的“切玛”盒，到附近村庄挨家挨户送祝福。

“这里虽然偏远，干部们也不能回家团圆，
但我们祝福祖国人民的情意是相通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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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在位于江西吉安市的昌赣客专峡江站建设工地，工人在施工。 新华社发（陈福平摄）

据新华社三沙 2 月 5 日电(记者王海洲)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一上午，三沙市举行庄严的
升国旗仪式，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从除夕到新年，记者在海南省三沙市看到：
这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春节期
间，有不少驻岛工作人员把家属接到了三沙市
一起过团圆年。

2 月 4 日上午，航班降落在三沙永兴机场，
永兴派出所赵述岛警务室的民警洪英杰在机场
接到了前来探亲的妻子和女儿。一下飞机他们
就赶到码头，乘坐冲锋舟前往赵述岛。在冲锋舟
上，洪英杰紧紧抱着自己两岁多的女儿，用身体
为女儿挡住飞溅的海浪。

谈到女儿，洪英杰动情地说：“从孩子出生
到现在两岁多，我陪她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两
个月。”

同样来三沙市探亲的还有从新疆伊犁赶来
的刘用国和任红夫妇，他们的儿子刘俊峰因为
工作原因已经 3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刘用国说：“儿子最爱吃的是红烧肉，这次
来为了给儿子送上一碗热腾腾的红烧肉，也是
非常不容易。”

1 月 25 日，刘用国夫妇带着做好的红烧肉

从家里出发，开始了这次“千里探亲路”。本计划
从伊犁搭乘飞机，航班却因天气取消。当晚他
们改乘火车前往乌鲁木齐。

1 月 26 日航班又因天气原因延误，直到 1
月 27 日凌晨，刘用国夫妇才抵达海口机场。

1 月 27 日上午，历经 3 天时间，他们终于
带着这碗“妈妈牌”红烧肉搭乘班机顺利抵达三
沙市永兴岛。一家团圆，刘俊峰吃到了妈妈用
心准备的红烧肉。

除夕当晚，三沙市委市政府组织所有驻岛
单位的工作人员、武警官兵、消防官兵一起在
食堂吃年夜饭。食堂厨师介绍，年夜饭除了有
饺子外，还有海南的名菜文昌鸡，也有三沙的
海鲜等特色菜，希望不能回家过年的工作人员
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2月 5日上午，永兴岛政府楼前开始了热闹
的春节游园活动，三沙市管委会组织驻岛军警民
及探亲家属一起参与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现场
热闹非凡，军警民齐联欢，欢声笑语不断。

“最南城市”：“反向团圆”也温暖

万家灯火，爆竹声声，

欢声笑语······在亿万家

庭欢聚一堂，欢度春节时，

交通 、公安 、环卫 、医卫 、电

力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

在看得见的街头，在看不见

的角落，在平凡的岗位上，

依然“不打烊”，依然默默地

坚守。

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

让这个春节更加温暖。

▲ 2 月 5 日，拉萨阿坝林卡社区群众
庆祝春节和藏历新年。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 2 月 5 日，游客在北红村坐爬犁。

新华社记者王春雨摄

▲ 2 月 5 日，人们在永兴岛游园活动中参
加“为你添彩”游戏。 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据新华社福州 2 月 5 日
电（记者刘小红）2 月 4 日傍
晚时分，大雾又一次如期相
约海岛。

西洋岛，这个大海深处
的小岛，如同刚刚出浴一般，
湿漉漉的，越发湿冷。

驻守海岛的东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某海防连营
院内，却处处洋溢着节日的
气氛：春联早已贴好，灯笼
高高挂起，一面面彩旗迎风
飘扬。

年夜饭前，记者走进连
队食堂操作间，只见一个个
身影穿梭在炉台旁：切菜切
肉、剁椒剥蒜、煮汤熬粥、油
煎炒炸……炊事员们忙得不
亦乐乎。

“炊事班长张文良是年
夜饭的主厨。”副连长李冲
说，张文良从事炊事岗位近
10 年，是连队有名的“大厨”。

为了这顿年夜饭，张文
良和两名炊事员从午饭后就
开始准备了。

“春节期间，我们安排
了党员帮厨。”指导员李响
说，“今天我和一班长杨建
龙来帮厨，任务是择菜、洗
菜。”

不多时，几位军嫂带着
小孩走进食堂。李响说，官兵
们不能回家过年，每年军嫂
来队，他们都要请军嫂和官
兵们一起吃年夜饭。

“上菜！”李响说道。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摆上桌：椒盐大虾、清蒸鲈

鱼、糯米排骨、烤鸭、口水鸡……餐桌上，官兵们欢
声笑语，共话新年的喜悦。

吃过年夜饭，大家围坐在投影屏幕前，观看春
节联欢晚会。

晚上 9 点多，记者在营门口，看到李响全副武
装，笔直地站在营门岗哨位。

“除夕夜，连队干部替战士站岗，是我们连的
一项传统。”李响说，“战士们平时执勤十分辛苦。
除夕夜，我们替战士站哨，让他们安心看春晚，给
家人打电话拜年，过一个祥和、快乐的除夕夜，是
连队干部应该做的。”

李响换岗回来，正赶上炊事班给大家送夜
宵——— 香喷喷的水饺。记者发现，细心的李响又去
岗哨给执勤的战友送饺子了。

深夜，伴随着清脆的爆竹声和绚丽的烟花，官
兵们面向家乡的方向表达着对亲人的祝福。

▲渔船上的西洋岛渔民。 新华社资料片

 2 月 4 日，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郑
兵（右）给旅客办理出境手续。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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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动车
医生”在检查动车。 新华社发(宫文波摄)

 2 月 5 日，山东枣庄交警在指挥交通。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2 月 4 日晚，在山西运城北站，临汾铁路公

安处民警张晋杰在站台执勤。新华社发(鲍东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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