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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极内陆 2 月 6 日电(记者刘诗平)
2 月 5 日大年初一，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学考察
队两支内陆队——— 昆仑队和泰山队的 37 名队
员，继续以中国南极中山站为目标，奔驰在茫茫
的南极内陆冰盖上，在冰天雪地中度过了农历
猪年第一天。

昆仑队和泰山队队员 3 日在暴风雪中从中
国南极泰山站启程，返回大约 520 公里之外的
中山站。4 日除夕当天，由 11 辆雪地车组成的
内陆车队在风雪中行进到距中山站大约 370 公
里处扎营，队员们在冰盖上度过了一个简单而
热闹的除夕夜。

经过 5 日一天的“狂奔”，队员们当晚驻扎
在距中山站大约 270 公里处。如果一切顺利，他
们有望在 8 日，即正月初四抵达中山站。

很多队员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南极冰盖上过
年了。国内的冬天正是南极的夏天，10 月、11
月至次年 3 月、4 月，正是科考队员赴南极科考
的最佳时间，有任务在身的他们只能远离家乡，
在遥远的南极过春节。

王焘离家来南极已经将近 500天了。他本是
第 34 次南极科考越冬队员，在中山站度过一年
后，又成为第 35次南极科考队昆仑队队员，开着
昆仑队雪地车队的头车登上南极冰盖之巅。

昆仑队队员方正，则将在完成本次任务回
到中山站后转为越冬队员，继续在南极驻守一
年。这意味着下一个春节他也将在南极度过。今
年已是方正连续第 10 次在南极过年。

“忙碌了一年，过年团聚是莫大的幸福，但
从事了南极考察的事业，也就难以与家人在春
节团圆。”第 8 次在南极过春节的队员姜华说，
除夕夜用队里的铱星电话与妻子通话时，得知
家里一切都很好，心里很是安慰。

昆仑队和泰山队队员去年 12 月 18 日从
中山站附近的出发基地向南极内陆进发。昆
仑队 16 名队员在风雪中艰难跋涉，深入内陆
1200 多公里，于 1 月 4 日抵达位于南极冰盖
之巅冰穹 A 地区的中国南极昆仑站，并在那
里开展了天文、冰川、测绘等方面的考察。

十年前建成的昆仑站，是我国南极考察

站中唯一纬度超过南纬 80 度的考察站，也是
人类在南极建设的海拔最高的考察站，高寒
缺氧，环境艰苦。在完成各项科考任务后，昆
仑队队员 1 月 24 日撤离昆仑站，1 月 31 日
抵达泰山站与 21 名泰山队队员会合。

泰山队队员自去年 12 月 25 日抵达泰山
站后，就忙着为形似中国红灯笼的泰山站主

体建筑进行内部装修，并实施雪下配套系统
安装工程。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泰山站
二期工程终于在 2 月 1 日完工。这使得泰山
站的设施更完善，建筑更节能环保。

按照计划，除在中山站越冬之外的内陆
队队员将于 2 月中旬搭乘“雪龙”号极地考察
破冰船回国，3 月中旬抵达上海。

有有一一种种过过年年，，叫叫在在南南极极冰冰盖盖上上““狂狂奔奔””

▲ 2 月 4 日农历大年三十，部分内陆队员在南极冰盖上合影。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江西宜春市民在选购农产品。日前，一场以“庆丰收·
贺新春”为主题的 2019 消费扶贫城乡联谊会在宜春举行。

联谊会将传统年货消费与扶贫相结合，汇聚了当地 6 个县
（市、区）的 6 个贫困村 30 余种农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选购。活动由宜春日报社、宜春市红十字会等部门联合举
办。 （刘继刚摄）

买年货，也是扶贫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汪军)一年之
计在于春。贫困户安明朝这个春天的
“计”，就是添置两头小牛犊。

“去年卖牛的收入有一万五千元，
今年还要靠这个产业。”家住贵州省德
江县桶井土家族乡场坝村的安明朝，
期待肉牛养殖有更大效益，尽早搬进
新盖的楼房。

“桶井石窝窝，出门就爬坡；望着
乌江水，就是没水喝。”曾经，民间流传
的顺口溜道出了桶井人的无奈。由于
基础设施欠账多、产业底子薄，桶井
2014 年贫困发生率超过 46%。2016
年，这个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深处的土家族乡被列入贵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

“过去三四年时间，基础设施、产
业、住房等，一场接一场的‘打硬仗’，如
今，行路难、饮水难等已基本解决。”桶
井乡党委书记吴飞说，新的一年，全乡
干部群众将继续齐发力，摘掉“贫困
帽”。

目前，桶井乡 23400 多人中还有
贫困人口 1500 多人。一场接一场的
“硬仗”拼下来，吴飞发现脱贫的关键
在产业。他说，围绕花椒、脐橙、肉牛等
主导产业，桶井乡在 2019 年的光景值
得期待。

尽管天寒地冻，黎明村花椒大户
安明军还在地里忙碌着，500 多亩花
椒需要防冻液保暖。他的花椒产业涉
及 4 个村的土地，聘请了 48 名村民为
固定工人。“大多数是贫困户，一个月
保底工资 2000 元。”安明军说。

对于贫困户而言，有产业才有稳
定的增收路子。芭蕉村贫困户安仕芳
就从肉牛产业中尝到了甜头，通过领
养、管护肉牛，一年下来有大约 1 万元
收入，加上村里还发展了花椒、脐橙等
产业，安仕芳感觉日子有奔头。

“2014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2600 元，2018 年底达到 6000 元。我
们把产业的宏伟蓝图规划好，村里还
没有脱贫的 4 人很快就能脱贫。”芭蕉
村村支书冯胜富笑着说。

为了深耕“牛产业”，场坝村发展
了 3 家合作社，带动 100 多户农户养
殖，2018 年全村出售肉牛 300 多头。村主任安宜宾盼望着，
新的一年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努力让村民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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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北消防人”王兆珩的除夕，是从“一把
火”开始的。

除夕 8时 13 分，黑龙江省漠河市消防救
援大队营房里铃声大作：有火情。火情就是命
令， 12 名消防指战员迅速滑下消防滑竿，穿
好作战服，不到 1 分钟，第一辆消防车已经出
动。

起火地点是漠河市一家企业的锅炉房。
“我们赶到时，烟很大，火蹿上了棚顶。”漠
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副中队长王兆珩说。经过半
个多小时扑救，明火被扑灭，归队时已是 9时
15 分。

坚守岗位过春节，对于消防指战员们来
说，已经习以为常。“别的单位都是越到春节
人越少，我们是越到春节人越多。”消防大队
副中队长王云峰说，除夕 14 时到大年初二 8
时，要进入二级战备状态，保证 95% 的人员
在位率。

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市，冬季气温常低
于零下 40 摄氏度。在这样的天气里，每次火
情都意味着消防战士们要经历一场“冰与火”

的考验。

王云峰说，冬季救火时，作战服常常被水

浸透，里外都结冰，行动特别不便。如今配
发了新式作战服，外层会结冰，但衣服不会
变硬，行动不受阻碍。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多，用火用电也
多。为此，消防部门加大了巡查力度，保障市
民过一个平安年。大年初一晚，漠河市飘起了
雪。6 名消防指战员冒雪来到街上巡逻值守。
在一家娱乐场所，王兆珩和队友详细检查消
防设施，为经营者讲解灭火器使用方式，并叮
嘱注意消防安全。

很多消防员的家人已经习惯了不能团圆
的春节。“以前不能回家过年时，父母都说
要照顾好自己，当上副中队长后，父母总叮
嘱我，要照顾好兄弟们的安全。”王云峰
说。

“我的梦想是参军拿上钢枪，但最后拿起
了水枪。消防员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同样
光荣。”来自河南许昌的赵广远说。

漠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焦永岩说，
别人的拜年短信里常有“红火”，消防人希望
“没火”，祝福每个人平安快乐。

(记者王春雨、杨喆、齐泓鑫)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6 日电

3 日是除夕的前一天，
在上海俗称“小年夜”。这一
天，在沪郊金山工业区“鑫港
湾”群团基层服务站的二楼
多功能厅内，热闹非凡，大家
团团围坐，有说有笑。这是这
一家沪郊工业区里已坚持整
整 7 年的“传统节目”———
“一家人、一家亲”工业区留
守职工“特殊年夜饭”。

金山工业区管委会副主
任、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超
说，金山工业区企业聚集，每
年春节期间，没能回家的职
工有不少。原因各有不同：企
业里的机械不能停工、生产
流水线必须有人监管、回家
的路途遥远而车票没有买
到。工业区是园区，也是“家
园”，有家就有人情，有人情
的地方过年就要有“年夜
饭”，这个绝不能少。

杨琳是上海锐拓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她
所在的这家民企由于生产任
务重，需要留守一部分人轮

班生产，所以今年她又没法和家人一起回安
徽凤阳老家过年。这是她一家第 3 次在工业区
吃上这一顿特殊的“职工年夜饭”。“来金
山几年了，这里早就成为我的第二个家，在
这里和大家一起团团圆圆吃年夜饭，看别样
‘春晚’，我也觉得很温暖！”留守的职工
大多和杨琳有着一样的心情。

饭桌上，围坐在一起的职工，来自不同的
企业。有企业高管，有一线工人，有职工家属，
平时或许并不相识，但是，坐在一起，就成了“一
家人”，“年夜饭”带给大家的，就是“家的感觉”。
他们不时站起来，举杯互相拜年，略略问一下
年龄，就“称兄道弟”起来。

在中国人心目中，春节是一年当中最大的
节日，是举家团圆、人情味最浓的日子。职工因
企业里生产不能“脱班断档”，舍“小”家、为“大”
家，留守园区。园区就要有“第二家”的温暖。

(记者李荣)据新华社上海电

“最北消防人”：每次火情都是“冰与火”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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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7 日电(记者丁建
刚、郝玉)贴春联、挂中国结；弹东布尔、跳贝
仑舞；喝奶茶吃马肠子；欢声笑语间，几名老
人锡伯语、汉语、哈萨克语切换自如……大年
初二，中国西北边陲的一场家庭聚会，让人感
受到别样的浓浓“年味”。

一大早，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
奇牛录乡扎库奇村，82 岁的富秀昌就起床张
罗起来，客厅挂上了大红的中国结，干果、馓
子摆满了长条桌。在神像前叩拜后，老人便招
呼着小儿子和儿媳妇准备食材。几个小时后，
一场家庭聚会就要开始。

富秀昌是锡伯族人，家里四世同堂的 29
口人，由锡伯、汉、维吾尔、哈萨克、回、俄罗斯

六个民族组成，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大家族。每
年春节，在外工作的子女、许久未见的亲戚好
友，都会聚拢到老人家里。

“爷爷，我回来啦！”临近中午，从北京回
来的苏亚军提着羊腿、白酒进了屋，他是富秀
昌的外孙，长期在北京工作。一年没见，一番
问候后，就忙着和几个姐姐、姑姑给长辈们磕
头拜年。

家人许久未见，一时兴起，弹起两弦的东
布尔，几个人摆手踢腿，围跳起锡伯族传统的
贝伦舞，步态轻盈，眼神俏皮。而细细听去，彼
此间的寒暄问候，竟然是锡伯语、汉语和哈萨
克语兼有。说到开心处，两名长者也携手高声
唱起哈萨克民歌。

“吃”当然是一家人过年的重头戏。除了
油果子、麻花、奶茶等各式各样的小吃，还要
备好各色炖菜和肉食。

厨房里，女人们围着灶台用铁锅做“发尔
合芬”(一种发面薄饼)，这是过年锡伯族家家
必吃的一道主食。富秀昌老伴儿永英梅说，发
面的酵头源自东北，锡伯人远道而来守卫边
疆，路上这个饼越吃越有嚼头，还可以反复加
热，因此被作为美食保留下来。

按照锡伯族传统习俗，大年三十，家家都
要挂“喜利妈妈”，寓意子孙延嗣；家里亲戚要
脸上抹锅底灰，祈求避灾避难。

“这都是过去的老讲究了。”富秀昌摆摆
手说，现在家里过年图喜庆，很多过去的仪式
环节都省去了，家里过年也包饺子、贴春联，
传统的土炕换成了榻榻米。

虽然少了很多传统仪式，但富秀昌放不
下贝伦舞。“这是锡伯族独有的舞蹈，希望后
人能传承下去。”因为这个念想，他不仅教会
了儿子和女儿，连孙子孙女都跳出了好名
次。

孙女苏雅瑞成为一名贝伦舞教师。不过，
在教学中她还融入了自己的想法，“在编排时
也会加入爵士、现代舞的元素。”而富秀昌也
作为一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享受政府补贴。
中午时分，集合了多种风味的年饭上桌，

其中，花花菜、萨斯肯(干豆角炖肉)是锡伯族
的；风干马肉、马肠子则是哈萨克族的；当然，
还有川味的泡椒泡菜。一家人围在富秀昌身
边，聆听一段老人锡伯语说唱《三国演义》后，
共同举杯祈愿国泰民安。

1764 年，1000 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
共 3200 多人，由沈阳出发，来到新疆伊犁地
区屯垦戍边，锡伯人从此在天山北麓繁衍生
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关晓军说，“锡伯族的年味丰富多彩，既充满
现代意味，又不失传统文化，还融入了其他少
数民族文化元素。”

六个民族·四世同堂·一桌年饭
一个新疆锡伯人家的特别“年味”

据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7 日电(记者孙英威、李建平、董
宝森)金庸笔下的“桃花岛”上有个专心研究武功的武林高
手。在中俄边境城市绥芬河的山坳里，同样有个“桃花岛”，
“岛主”陶玉海正在潜心钻研带领村民致富的“新经”。

这座位于绥芬河市郊区南寒村、占地 5 万平方米的生
态园，被 54 岁的村民陶玉海取名“桃花岛”。“桃”取自陶玉
海姓氏谐音，“花”字来源于他是花卉种植专家，而南寒村依
山傍水，像个小岛。

俯瞰南寒村，一个个红顶民居点缀着雪白的世界，封冻
的寒葱河如一条玉带穿过村庄，居于村落西南的“桃花岛”
与南寒村有机融合，形成“岛在村中，村在岛上”的意境。

吊桥、小河、粮垛、木板车、压水井……走进“桃花岛”，
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歌中的场景，纷纷映入眼帘。在岛上一
处“世外桃源”——— 1600 平方米的钢结构温室里，近万株中
国南方花草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与室外北方冬景形成反
差，令人称奇。

拥有 26 年花卉种植经验的陶玉海是个勤于钻研的人，
“桃花岛”的风格特色、园艺规划，都由他亲自设计。“将游乐
设施做旧，能让人找回童年的亲切感。”陶玉海说。

2014 年，陶玉海又研究起致富新方法——— 把“桃花岛”

变成“牡丹岛”。他突破了牡丹花在北方寒地种植的技术难
题，试种了 6 万株油用牡丹。夏季牡丹花海供游人观赏，秋
季收获牡丹花籽榨油，每亩地能多收入约 4000 元。

近年来，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日渐火爆。主打乡村、怀
旧、自然风情的“桃花岛”越来越红火，年均接待游客 1 . 3 万
人，成为绥芬河市规模最大的乡村游景区，还吸引来一些俄
罗斯游客。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提出，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发掘
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
种功能和多重价值。这些发展方向令陶玉海很兴奋。

今年春节，陶玉海没休息，他和在村委会值班的南寒村
村主任卢华恩商量，准备春节后组织部分村民去北京郊县
考察乡村民宿游，将村里的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咱村条件不差，缺的是方法、理念。”陶玉海说，将来可
以利用村民闲置的空房、土地，发展农家乐旅游，并成立公
司管理，带动整个南寒村乡村旅游发展。

“现在动车都开到绥芬河了，对咱村发展更有利，咱们
是得好好研究研究。搞好基础设施和管理，才能更好地发展
乡村旅游。”卢华恩赞同地说。

“桃花岛主”的致富“新经”

▲ 2 月 5 日，黑龙江漠河市的消防员们在一家娱乐场所检查消防设施。新华社记者王春雨摄

▲扎库奇村村民富秀昌一家人跳起锡伯族传统的贝伦舞（2 月 6 日摄）。新华社发（丁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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