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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2 月 12 日电(记者马剑)家门口的利济路亮如
白昼，一夜喧嚣过后遍地的烟花垃圾，空气中的火药味一天才能
散去。虽然已经时隔两年，42 岁的姚学建至今仍记得每年春节
如约笼罩织里镇上空的那场“烟雾”。

位于太湖南岸的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是远近闻名的“中国
童装名镇”。按照当地民俗，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织里人摆上供
桌、洒扫庭除、放起鞭炮，同时放生一尾鲤鱼，寄托辟邪除灾、迎
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正月里的鞭炮声开
始变了味道。

“要是想知道明年的童装流行什么，你在这条路上就能找到
答案。”织里镇副镇长潘斌松眼中，商贾云集的利济路是织里镇
“最贵的一条路”，一个 20 多平方米的商铺年租金超过 40 万元。

利济路一度也是织里镇“最亮”的一条路。“尤其是大年初四
晚上 11 点，织里镇‘迎财神’进入高潮，烟花照亮整条利济路。”姚
学建说，商户们为了开年讨个好彩头，买的鞭炮都是几万元起
步，甚至还存在攀比的心理，“你要是放了 2 万元的鞭炮，那我必
须放得比你贵，放得比你高。”

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织里镇春节高峰期的单日

烟花垃圾量保守估计超过 30 吨，而通过各种渠道集散到南太
湖边这个小城的烟花爆竹，价格总计超过两千万元。

燃放烟花爆竹不仅造成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还增加环
卫工人的工作量，更可能引起火灾。多重考量下，2017 年底，
织里镇决定向燃放烟花爆竹“亮剑”。

然而刚开始，织里镇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却并不
被看好。一位当地干部坦言，织里镇地域条件特殊，人口密度
大，“家家户户又有抢财神的传统，哪里是说禁就能禁掉的？”

迎难而上，打牢民意基础成为织里烟花爆竹“双禁”工作
破题的关键。除了加强常态化宣传，织里镇通过校讯通、家长
微信群等方式，将“双禁”信息传递到每个学生家庭。镇里还设
立了 60 余个“烟花换礼品”兑换点，鼓励学生用家中的烟花爆
竹兑换文具、鲜花等。

与此同时，织里公安加强了对禁放区域内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的打击力度，坚持发生一起查处一起。“全域宣
传形成不能放的氛围，关键节点严厉查处使其不敢放。”织
里镇党委副书记、织里公安分局局长周兴强说，织里镇通过
两条腿走路打牢民意基础，最终使得“不想放”的理念在织

里深入人心。
农历狗年春节，织里镇中心片区过了一个安静祥和年。在

此基础上，农历猪年春节期间，拥有 1 . 3 万户童装生产、销售
厂家的织里镇在包括农村区域在内的全域实施了“双禁”，效
果一以贯之。当地老百姓开玩笑说：“春节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只环卫工人可以松一口气，专营烟花爆竹的商家也可以‘关
门大吉、自谋出路’了。”

“原先是炮仗一响、黄金万两，现在看来其实可以换种形
式。”陈水龙正月初七从绍兴老家回到织里镇，在自家店铺中
张罗着开工，见人就往对方怀里塞糖果。“甜甜蜜蜜讨个彩头，
今年发展肯定好！”

陈水龙 2009 年来到织里镇，盘下利济路的一个商铺经营
童装，如今已是一家年销售额近亿元的企业负责人。这个和姚
学建一样，十年来每年过年都在利济路上看烟花的男人，今年
春节过得安静，按照当地民俗在太湖中放生了一尾鲤鱼。

伴随南太湖边鞭炮声的消失，一尾又一尾鲤鱼沿着纵横
交织的江、河、溪游入湖中，也将织里人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传向远方。

南太湖边消失的鞭炮声

▲ 2 月 12 日，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石桥镇东北庄村的农民在给樱桃授粉。

早春时节，各地农民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到处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农忙景象。

新华社发（赵东山摄）
早春时节农事忙

新华社南昌 2 月 12 日电(记者姚子
云)在江西省新干县城上乡大坑村大坑老
年活动中心，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齐聚
一堂，在欢声笑语中过了一个特殊的“新春
茶话会”。其实，这是李发根 70 岁生日宴，
只是原本烟花、爆竹、流水席的“传统”模
式，变成了水果、甜点、谈心“新三样”。

“以前办寿宴是件头疼事，要请村里
400 多位六十岁以上的村民吃顿饭，一摆
就得四十几桌。请亲朋好友来帮忙，都感觉
人手不够，结束后又要答谢亲朋好友，办个
酒席‘伤筋动骨’。”李发根说。

婚丧嫁娶操办人累，参与者也辛苦。
45 岁的李小林是典型的“夹心层”，他说：
“既要忙操办又要参加各种酒席，乔迁新
居、儿孙增岁、升学就业等。办个酒席收的
礼金都花在流水席上，参加酒席‘份子钱’
高，挣点钱全砸在人情上。”

如今在大坑村，红白事大操大办逐渐
转向节俭办理。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大坑村经过村两委、村党员大会和村民代
表大会制定通过了村规民约，此外村里还
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
会、红白理事会 4 个村民自治组织。“一约
四会”给村里带来了新气象。

“刚开始大家还有点畏难情绪，婚丧嫁
娶是大事怎么能随便；别人都大操大办，自

家从简怕被笑话；吃了酒席欠的人情得还……可是大家心底
还是认可从简，毕竟参加和举办酒席都‘折腾人’，风气慢慢传
开了，村民们也都认可了。”大坑村村支书李建国说。

“一约四会”也推动了乡风的转变，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
会等对不文明的行为进行监督，加强宣传教育，邀请县里的剧
团表演争创新风的节目等，新风尚越来越受到推崇，赌博、喝
酒、为小事争执的村民少了。“原来吃了上顿接下顿，一天都在
酒桌上，整天都是醉醺醺……现在村里的小广场和老年活动
中心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村民们聚在一起跳广场舞、看电
视节目，有事多沟通，邻里之间关系也比以前融洽不少。”68
岁的李四根高兴地说。

大坑村还根据本村外出务工青壮年多的情况成立了青年
会，邀请青年人经常回家看一看，在村里听一听，去村委坐一
坐。如今，大坑村的青年人归属感大大增强，广泛参与到村内
各项事务，村子瞬间“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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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找到工作

生活有了新奔头
新华社合肥 2 月 12 日电(记者叶昊鸣、樊曦)2 月 12

日，大年初八。一大早，冒着寒风中的细雨，安徽省滁州市的
吉刚来到了滁州市体育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2019 春风
行动”招聘会。

“来我们这里，月薪 4500 元，包吃包住，肯定满意。”“我
们这里小时记工，天天都有活儿干。”“这个工作稳定不？我
不想再打零工了……”偌大的体育馆，早已挤满了前来求职
的人员。热情介绍工作的，仔细询问需求的，相互“讨价还
价”的，热闹得仿佛新春时的庙会。

滁州地处安徽东部，靠近江浙一带。与很多当地人一
样，吉刚一直在外打工。今年春节回到老家，听说将在初七
后举行招聘会，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碰碰运气。

“这家公司招聘技术工，招聘条件看起来还不错，跟我
之前的工作也比较像，我去问问看。”他向记者指了指一家
制作镜片的公司，走上前去，开始仔细询问。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吉刚与这家企业达成了初步意
向，对方让他填写表格，约定一周时间内再次与他联系。

“安徽省这几年发展挺快的，很多企业都搬了进来。我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不用来回跑了。”吉刚说。

在这场招聘会中，与吉刚抱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不想再漂泊，不想再背井离乡，“家”，在大家心中的比重越
来越高。

“我想找的工作，工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午
能让我回趟家。”54 岁的陈冬芝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勾起
了记者的好奇心：出来找工作都想找个工资高的，但她却
“反其道而行”，这是为什么？

“我女儿今年 6 月份就要高考了，早饭和晚饭她都能在
学校解决，但午饭我怕她吃不好，就想着在家里给她做一
顿。”陈冬芝边向记者解释，边走向了一个介绍钟点工工作
的企业招聘摊位。上午工作 2 到 3 个小时，下午工作 3 到 4
个小时，时间灵活，看起来比较符合她的意向。

“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今年的“春风行动”以
这样一句口号作为主题。作为今年安徽省“春风行动”启动
仪式的所在地，滁州市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礼包”：

有 90家企业参与现场招聘，提供工种 481 个、就业岗
位 1 . 2 万个，吸引了 3000 多人参与现场招聘。同时今年的
活动还将采取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整个活
动将持续到 3 月 15 日。在这期间，滁州市将累计举办各类
招聘会 150 余场，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3 . 5 万个。

“就业工作，一头连着老百姓，另一头连着各类企业，责
任重大。我们将尽心竭力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推进‘稳就业’
的各项工作，守住就业‘基本盘’。”滁州市常务副市长金力
说。

而对于吉刚和陈冬芝来说，企业来了，岗位多了，就业
有着落了，不用来回两地跑了，生活有了新的奔头。

新华社拉萨 2 月 11 日电(记者李键、田金文)雅鲁藏布大
峡谷景区腹地，整齐划一的蓝色板房依江排列，房前有自来
水，屋顶炊烟袅袅。空地上，孩子们追逐嬉戏，大人们跳起欢乐
的锅庄，欢声笑语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这里是米林县派镇的垄白安置点，直白村 43户、144 人
在此喜迎春节和藏历新年。

2018 年 10 月 17 日和 29 日，雅鲁藏布江米林县派镇加
拉村段附近发生两次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致直白
村和加拉村群众受灾。在党和政府的救援以及社会各界的关
心帮助下，受灾群众及时转移安置，生产生活逐渐恢复。

春节期间，25 岁的旺姆请白玛央和普巴仓决到家里来做
客。板房里的桌子上，摆了糖果、奶渣、卡赛(藏式点心)、水果、
饮料等，案板边上放着油和米面。政府发放的火炉里，柴火正
旺。旺姆从墙上取下一串肉，切好端给她俩：“尝尝我做的腊
肉，味道很香。”

“这个安置点共建了 28 套活动板房，还有医务室、警务
站、小卖部。节前县里给每家每户发放了 1000 元慰问金，让大

家过好年。”直白村党支部书记罗布介绍说，“安置点离原来的
村址比较近，群众回家喂养牲畜也方便。”

受灾较重的加拉村群众搬到了临近林芝市区的一个安置
点，9户、47人在这里欢度新年，家里的牲畜委托给附近村庄的
亲戚照看。虽然不能在村里过年，但家家户户年货准备充足，老
人小孩换上新衣服，走亲访友，其乐融融。安置点里不时响起的
鞭炮声和孩子们的喧闹声，让这里充满浓厚的节日氛围。

记者来到 55 岁的布措家，政府统一配置了灶台、锅具、冰
箱、沙发、床、桌子等生活物件，厨房墙角，20 多袋大米和白面
整齐排列，摞起来约有两米高。液化气灶台上，高压锅“呜呜”
地响着，肉香扑鼻，阳台上悬挂着的一串串肉，在风中摇晃。

“新年前夕，政府送来了米面和罐头。家里肉、菜充足，我
们还酿了青稞酒。”布措说，“搬进这个安置点已有 3 个多月
了，虽然住着很舒服，但还是希望能在新的村址选好后，重新
盖房子。”

节日期间，加拉村驻村工作队还组织了文艺活动，干部、
群众一起跳锅庄、唱藏歌，开展射响箭比赛，欢度新年。

“这里过新年和往常一样热闹”
西藏雅江堰塞湖受灾群众安置点新春见闻

新华社昆明 2 月 12 日电(记者赵珮然、褚怡)过年这些
天，云南省施甸县摆榔彝族布朗族乡大中村的“80 后”村民李
立平几乎天天往村里的独居、留守老人家跑，帮他们打扫、贴
春联……忙得不亦乐乎。

和李立平同村的 72 岁孤寡老人李正相之前已经好久没
洗过热水澡了。春节前，李立平和村里的志愿者一起上门，为
老人理发、烧洗澡水，还特地去山里采了驱寒除湿的中草药。
在李立平的帮助下，老人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李正相老人是“五保户”，没有妻儿，15 年前一场意外导
致长期偏瘫在床。年迈的母亲和哥哥去世后，他成了独居老
人，生活主要靠侄子和邻居照顾。

大中村的村小组散落在山间的各个角落，山路崎岖，道路
狭窄，去看一些住得远的老人并不容易。“独居老人生活不易，
我的工作就是帮老人们跑跑腿，陪他们聊聊天，干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李立平说。

2017 年 4 月，施甸县民政局和有关方面合作，引入社会组
织开展“关怀深山独居老人”项目，帮助大山里留守、独居老人
居家养老。2017 年下半年，李立平被村里推荐为“关怀深山独
居老人”项目陪伴人员，负责陪伴照料村里 30位独居、留守老
人，每月至少要走访 3 次老人家，平均下来一天也得去 3家。

据介绍，“关怀深山独居老人”项目已在施甸县 49 个村培
养了 49位陪伴人员提供日常陪伴服务，惠及 1467位独居、留
守老人，其中有 702户为建档立卡户。

这个春节，外嫁的女儿没回家，独居老人李新翠不会使用
智能机，李立平打视频电话帮一家人实现了“团聚”。“阿平就
像亲儿子一样。”李新翠拍着李立平的肩膀说。

帮老人取低保，开车送老人去赶集，为老人看病请医生……
“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对每一位独居、留守老人而言，却是晚年心
灵的慰藉。”项目负责人钟铁华说，陪伴人员都是本村人，相较于
外来志愿者和社工，更了解当地情况，沟通也更容易。
施甸县民政局局长段玉元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老人不

愿改变生活习惯搬进政府修建的养老院或养老服务中心，个
性化的公益项目是民政和扶贫工作的有益补充，带给老人更
有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关爱。

春节过后，一些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李立平又在逐户拜
访村里的留守老人，了解子女外出务工情况。他说，他的心愿
是，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深 山 独 居 老 人

有了“项目陪伴员”

黄河小渔村“钓”起新生活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1 日电(记者丁铭、魏婧宇、哈丽

娜)春节期间，养殖户吕建军每天都要到鱼塘去转转。鱼塘已
结冰，他在鱼塘边行走，仔细观察鱼塘冰面的清洁度，有积雪、
尘土或垃圾就及时清除。

吕建军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
海心村村民。他由于常年患有疾病，加之与妻子离异，一直与
14 岁的女儿一起生活，2015 年被识别为贫困户。

2016 年，吕建军看见村里兴起了养鱼产业，他便在自家
的盐碱地上挖鱼塘养鱼。“刚开始养殖时最难熬，由于没有经
验，也掌握不好养鱼技术，第一年鱼死了一大半。”吕建军说。

2018 年，村里的养鱼协会对吕建军进行了技术指导，帮
扶单位还帮他联系销路，他养的 5000 斤鱼全部售出。“去年，
我卖鱼挣了 2 万多元，摆脱了贫困。”吕建军说。

东海心村北临黄河，属于沿河渗漏区，当地耕地盐碱化严
重，曾是一个偏僻的贫困村。20世纪 80 年代开始，东海心村
村民试着引进黄河水，利用盐碱地和荒滩发展淡水养鱼，养出
的黄河鱼因肉嫩、味鲜、无污染而享誉周边。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昔日贫困村已成为黄河上的一个以

养殖鱼为主产业的渔村。
东海心村总耕地面积 2 . 8 万亩，其中鱼塘面积 2100 亩，

现有养鱼户 79户，养殖品种主要有鲤鱼、鲢鱼、鳙鱼、草鱼、鲫
鱼，年产鲜鱼 200 万斤。

东海心村村主任高瑞平说：“现在利用盐碱地养鱼，一亩
鱼塘能收 2000 斤鱼，1 斤鱼三四元，一亩鱼塘收入最少 5000
元。养鱼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村民不仅养鱼卖鱼，有一部分村民还依托当地的养鱼产
业开餐饮店，办休闲垂钓中心，将养鱼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
建成了集养殖、餐饮、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年均接
待 20 多万人次。

去年，高瑞平将 1 个 8 亩的鱼塘改造成垂钓鱼塘，在鱼塘
上架桥，可以同时容纳 140 人进行垂钓。“周边城市的垂钓爱
好者，每年夏天到这里垂钓。”高瑞平说。

近年来，还有村民创新养殖方式，养虾和蟹，将养殖品种
增多。“3 月，土地解冻，我们就要开始清理鱼塘淤泥，4 月时
下鱼苗，再试着放一些新的品种，争取 9 月份时收获更多的
鱼。”吕建军说。

据新华社昆明 2 月 11 日电(记
者姚兵)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赵佳
华领着前来住店的外国游客游览沙
溪古镇寺登街的戏台、马店、古寺，
讲述千百年来发生在这个茶马古道
重要驿站的故事。这些外国游客不
时竖起大拇指，为如此古朴静谧的
小镇得以留存赞不绝口。

“我们看到很多独具特色的古
建筑，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感受和
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法国游
客米勒说。

沙溪古镇位于云南省剑川县境
内，是滇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和
重要驿站，曾是运送和交易茶叶、药
材、丝织品以及盐的重镇。

剑川县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董
增旭说，在古代，赶马是冒险的生
意，对远离了条件恶劣的雪山、峡谷
和急流，突然来到沙溪的马帮来说，
寺登街就像“天堂”。

随着 19世纪末现代公路网络
的完善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曾经热
闹非凡的马帮驿站沙溪因远离交通
干线而逐渐衰落。贫穷和落后虽阻
碍了沙溪的发展，却让当地具有约
600 年历史的古戏台、马店等得以
保留，最终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云
南沙溪寺登街(区域)成为茶马古道
上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的戏台、客
栈、寺庙和寨门。

但曾经，这个遗址也面临着整
体衰落等诸多威胁。“古戏台摇摇欲
坠，老房子东倒西歪，屋顶长满杂
草。”董增旭说。

2002 年开始，“沙溪复兴工程”
启动，致力于沙溪的文化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保护文化遗产、
改善基础设施、保护文化景观和建
立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等四个方面。

寺登街的戏台、古寺、马店等文
化遗产是经历了漫长沉淀后形成的
历史精华，它们能否继续保存下去，直接关系到沙溪发展的
方向和潜力。“我们尽可能留下能够表达文化价值的元素，
如清代铺的地砖在修复时坑洼不平，大家围绕是否更换进
行一番争论后，还是决定保存下来。”沙溪复兴工程有关负
责人说。

董增旭说，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了建筑物的
各个部分，进行必要的加固，再编号拆卸，最后将分类清理
的构件装回原位。

通过多年努力，沙溪复兴工程取得阶段性成绩，寺登街
以一种完整、古朴的面容展现在世人面前。剑川县县长王远
说，沙溪复兴工程保护了沙溪的田园风光和历史文化，修复
了古旧建筑和文化遗存，使沙溪这个茶马古道古集市逐渐
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当地人赵佳华是旅游业发展的受益者之一。寺登街刚
开始修复时，他只是一名工地看守员，后来在一家客栈当服
务员，2017 年底便开了自己的客栈。

“春节期间，客房基本都住满了，我们准备的白族
传统宴席‘土八碗’很受游客欢迎。”33 岁的赵佳华说，
青壮年以前大多外出谋生，村里如今机会多，很多人又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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