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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白墙绿瓦的村舍错落有致，巨幅壁
画描绘着乡间好风光，整洁的街道、清澈的池塘展现出乡村
生活的惬意。在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石榴红村，村民们张
罗过年的同时，正准备迎接新年第一个旅游旺季的到来。
　　敲开一扇农家小院的大门，院子里的陈设与普通的村舍别
无两样，而屋内一间间客房很“洋气”：现代化的电器、莫兰迪色
的壁纸、北欧简约风的家具……
　　“石榴红村所在的鸦渡社区，像这样的民宿有 4 家，还有
23 户农家乐。”鸦渡社区党支部书记朱磊说，发展旅游业后，石
榴红村平均一年会迎来 60 余万人次游客。
　　汉江环抱的石榴红村，土地肥沃，这里的老百姓曾经靠
种植蔬菜为生。由于收入有限，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
　　“过去的石榴红村，下雨天土路坑坑洼洼，一踩一脚泥，
还有一些村民住着土坯房，条件好一点的也不过是简陋的
砖房。”朱磊说，2005 年，石榴红村开展新农村建设，极大
地改善了村容村貌。再加上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入
推进，石榴红村已经处处是美景，四季好风光。
　　美丽的乡村吸引了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吸引着外出的
年轻人回乡创业。27 岁的李俊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农家餐
馆，每到周末，座无虚席。
　　 2017 年回乡创业前，李俊是武汉沌口一家日企的生
产线班长，月收入 5000 多元。现在，他年收入达 30 万元。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中专学历的李俊正在武汉理工
大学进修工商企业管理。李俊说，除了线下的餐饮服务，他
还十分重视线上社群的建设，维护和客人的关系。
　　李俊还加入了一个“观光自行车及烧烤协会”，生意比之
前更好了。“这里的商户有一个成功秘诀——— 共建，目前已经
建了 5 个自治组织。”朱磊说，“观光自行车及烧烤协会”是几
名烧烤摊主联合观光自行车经营者组建的，他们统一定价，
联合经营，互相推荐，改变了最初无序竞争的局面，实现了互
利共赢。
　　“石榴红村最开始是个小盆景，如今已经起到了放大器
的作用。”慈惠街道工委副书记李林君说，慈惠街道下属的
鸦渡社区和蔡家社区共同打造了“乡伴慈惠”景区，包括石
榴红村在内的 14 个村湾都是景区的组成部分。
　　“乡伴慈惠”景区的建设也处处体现着共建，池塘改造、
房屋外观和村文化广场的设计方案都是村民们共同商议后
投票选出的。“过去的池塘都是一潭死水，夏天臭味大，在村
民们的建议下，协商选出生态改造方案。现在小桥流水，环境
宜人。”李林君说。
　　记者在一处民宿前的草坪上坐下，与村子里的返乡青
年们交流。暖阳下，一炉炭火炙烤着金灿灿的橘子，阵阵清
香飘来。说话间，一壶红茶已经煮好，石榴红了又红的故事
还在继续。   （记者万芃琦）新华社武汉 1 月 23 日电

　　这个春节，老王格外忙碌。这段时间，他的鱼塘新投一
批鱼苗，换水、喂食，每个细节都大意不得。
　　老王名叫王朝生，60 岁，家住乌江边、贵州思南县塘头
镇下寨村，30 岁出头开始打鱼，57 岁退捕上岸。上岸后，王
朝生租地 10 多亩建池塘养鱼，养了 3 年，效益不错，开启了
新生活。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流经思南县 28 个乡镇
中的 13 个乡镇。为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当地渔业部门
多次深入两岸做渔民思想工作。像王朝生这样的老渔民，纷
纷告别打鱼生活。自 2019 年开始，思南县 121 户渔民陆续
退捕上岸。
　　王朝生过去打鱼，收入相当可观。他有捕捞许可证、船
员证、渔船登记证等手续，农闲时节，开着渔船，装上几张
网，就在乌江干起了“副业”。
　　“种庄稼是主业，但家里收入的大头还是打鱼这个‘副
业’。”王朝生说，年轻时打鱼，最多的一年，收入有三四十万
元，最多的一天挣过 1 万元。
　　王朝生打鱼是一把好手，风高浪急，白天黑夜，他和妻
子几十年平安无事。五六百米宽的江面，他游来游去，不在
话下。打捞上来的野生鱼，如果量不大，在家门口就被一抢
而空。要是渔船满载而归，他就拉到乡镇、县城。
　　王朝生对打鱼是怀念的。不过，退捕上岸的事情，他也
想得通。一方面，拥护生态保护政策；另一方面，上岸后，家
庭收入也比较稳定。
　　“过去打鱼，现在养鱼，我还是老本行嘛！”王朝生笑着
对记者说。现在一年养鱼有 10 多万元收入，乌江得以休养
生息，流域生态保护得到加强。
　　如今，王朝生每天早晚到鱼塘投喂草料。看着山泉水流进
鱼塘，大小鱼儿上下翻腾，他干劲很足。草鱼、鲶鱼等四五个品
种，大的十四五斤，单价 10 元至 50 元，三口鱼塘，不愁销路。
　　“山泉水，生态鱼，品质好！”王朝生这辈子注定与鱼结
缘。在山泉水流进鱼塘的入口处，他专门从河道取来鹅卵
石、小河沙，给鱼打造天然生存环境。他种植甜高粱、黑麦
草，再配以饵料，让鱼的食料更原生态。
　　由于鱼的品质好，王朝生的鱼塘吸引了一些垂钓爱好
者。垂钓不收费，按实际价格把上钩的鱼买了就行。现在，他
的养殖技术更加精进，产量逐年提升。
　　为保证生态鱼养殖持续出效益，县乡渔业部门技术人
员经常到村里指导，投食、换水、防病，他们帮着王朝生不断
前行。   　（记者汪军、吴思）新华社贵阳 1 月 23 日电

老渔民“上岸”记

　　回家团圆，让乡情乡味慰藉乡愁；节日
里的非遗，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新生；多彩的
文化体验，带来全新民俗享受……癸卯春
节的浓浓年味穿越古今，彰显中华文化新
气象，勾勒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时代新图景。

回家团圆抚慰浓浓乡愁

　　“兔年好运财源广，新春如意富贵来！”
除夕一大早，黑龙江宁安市新立村村民张
继芳边给家门两侧贴上春联，边念叨着上
面的美好愿望。门的中间，还特意把“福”字
倒过来贴。“这样福就到了！”张继芳笑
着说。
　　皑皑白雪之中，张继芳的家被这抹红
色衬得年味满满。
　　因为疫情，在江苏务工的张继芳和丈
夫已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今年春节我们
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和家人一起才
是过年！”张继芳说。

　　归家有期，团圆不远。对中国人而言，
和家人团圆，或许是过年最典型的含义。这
样的奔赴一年一次，这样的奔赴千年不变。
　　“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就像飞出去很久
的小鸟又回到了巢里，感觉非常温暖。”经
过 7 个多小时的飞行，从迪拜启程的张钦
伟一下飞机感觉浑身是劲。
　　 2001 年大学毕业后，张钦伟从广东
汕头独自前往阿联酋迪拜发展。转眼 20
多年过去，生意也越做越大，如今已是阿联
酋广东商会会长的他已三年没有回家
过年。
　　置办年货、吃年夜饭、祭祖、祈福、走亲
戚……张钦伟此次回乡的“日程表”排得满
满当当。“红桃粿、反沙芋头、糖葱薄饼，这
些是我们潮汕人过年要吃的传统小吃，也
是我在外想了好久的家乡味道。”张钦
伟说。
　　年夜饭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浓情的一
餐。无论是热腾腾的饺子、甜蜜蜜的年糕，
还是寓意团团圆圆的炸丸子、年年有余的
红烧鱼，都蕴含着家乡的味道，年味和亲情
就这样年复一年传递着。
　　在辽宁鞍山，市民王聪和家人一边包

饺子一边唠家常。王聪说，饺子上桌后，
晚辈还要给长辈拜年，收到祝福的父母
给孩子压岁红包，希望孩子新的一年健
康成长。
　　守岁、拜年、年夜饭……家家户户的
天伦之乐、欢声笑语，汇聚起来就是九百
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万家灯火、国泰
民安。
　　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世界多地举办
的一场场中国年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
的华夏儿女深情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
对亲人的思念、对乡愁的慰藉，也让国际
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春节的点点滴滴，
共同触摸五千年文明的脉动。
　　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民俗文化
节，数十个民俗摊位和一场持续三个多
小时的文艺演出给纽约的华侨华人带来
节日气氛；在荷兰海牙，吃饺子、写“福”
字、听古筝、观画作，浓浓的中国年味让
观众流连忘返；在智利圣地亚哥，一场盛
大的春节庆祝活动为当地民众奉上了中
国武术、太极、舞龙舞狮、歌舞等精彩节
目，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一声声“过年好”、一回回拱手礼中，

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升腾浓厚的家
国情怀。

非遗焕发时代新活力

　　“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报平
安，家家门前说一段，句句吉祥庆丰
年”……大年初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县
城彩旗飘舞，一波波社火队伍走上街头，
身着戏服的春官在喜庆的锣鼓声中为当
地百姓送上新春祝福。
　　春官送福是六盘山区的一项传统春
节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街坊举
起手机用视频记录下来。
　　千里之外，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
镇，一场喜气洋洋的四川省级非遗客家
婚俗表演正在举行。热闹的场面令当地
村民和游客连连拍手叫好。
　　“希望今天这场融入了客家山歌的
婚俗表演，在为十里八乡的龙泉客家人
团聚添喜的同时，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喜
爱并记住这一传统习俗。”客家婚俗传承
人赵文义说。     （下转 3 版）

玉 兔 奔 九 州  年 味 满 中 华
——— 从癸卯春节看中华文化新气象 石榴红村更“红”了

　　颤抖的双手，扶上一根长条高凳，一
寸、又一寸，推着长条凳离开护理床；佝偻
的身躯，凭借长条凳的支撑，一寸、又一寸，
向着一米开外的靠背座椅挪动……在别人
眼里只是一抬腿的“动作”，倪荣宝却说他
用了近两年。
　　 3 年前，87 岁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西阳村村民倪荣宝，重重摔倒在自家院里
的水泥地上。医院诊断，臀部骨头碎裂。既
害怕做手术，更害怕家里没钱做手术的倪
荣宝，在病床上吊了一个月的腿后，咬着牙
坚持回了家。
　　倪荣宝家里 5 口人，重孙子智力残
疾，重孙女正在读初中，全家主要收入就靠
45 岁的孙子倪新海打零工。尽管政府全年
的各种救助款项累计超过 4 万元，倪荣宝

依然不敢做手术，“家里还有孩子读书，
要攒点钱给她读大学”。
　　两层独栋楼房里，家具虽然陈旧，水
泥地面却十分洁净，倪荣宝的护理床就
在一楼大厅临院一角。“现在能撑着凳子
走路，我已经知足了。”倪荣宝说，家里的
护理床、残疾人轮椅和靠背座椅，都是南
浔区残联配发的，“没有残联的资助，我
站不起来，也活不下去”。
　　从医院回来，倪荣宝一卧床就是近
两年，“要吃要拉，样样要人侍候，一天
都 离 不 开 人 ，这 个 家 哪 经 得 起 我 折
腾？”
　　湖州市残联推出的疑似残疾人主动
发现服务机制，点燃了倪荣宝活下去的
希望。2021 年 4 月开始实施的试点就

选在西阳村，倪荣宝成为了湖州市享受
这一政策的“第一人”。
　　“按现行规定，没有残疾证，是不能
享受残疾人待遇的。”南浔区残联理事长
宋国平说，残联工作人员在走访摸排中
了解到，许多残疾朋友不知道身体损伤
了可以申办残疾证，“而真正的残疾人很
少在外走动，这就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
和提供服务。”
　　没读过书的倪荣宝，自然不知道摔
伤了可以申办残疾证，也不知道办理了
残疾证可以享受残疾人待遇，更不可能
主动去医院做残疾评定。当西阳村干部
杨斌华带着医生上门给倪荣宝做残疾评
定时，倪荣宝全家愕然了。
           （下转 2 版）

共富路上，残疾朋友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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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在国家速滑馆拍摄的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兔年特别版“兔墩墩”（1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任超摄
图 2：1 月 23 日，在江苏盱眙县第一山历史文化街区崖壁广场大型兔灯旁，游人观看打铁花表演。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图 3：人们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城贡水河畔观看兔灯（1 月 22 日摄）。        新华社发（宋文摄）

  在福州鼓山风景区相怀梅园，一只绣眼
鸟站在梅枝上（1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1 月 23 日，游客在昆明市滇池海埂大坝
上投喂红嘴鸥。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据新华社北京
电（姜琳、郭晓蕾）
记者近日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2023 年 1 至 3
月 在 全 国 开 展 的

“ 2023 年春风行
动暨就业援助月”
专项服务活动，预
计将为劳动者提供
3 0 0 0 万 个 就 业
岗位。
　　该活动由人社
部会同工业和信息
化部、民政部等 10
部门联合推出，主
要是集中为有就业
创业意愿的农村劳
动者、符合认定条
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以及有用工需求的
用人单位提供就业
帮扶。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绍，
具体措施包括六方面——— 组织一轮走访慰
问，开展一轮政策宣讲，促进一批劳务对
接，推介一批就业项目，举办一批招聘活
动，保障一批企业用工。目前，各省均已公
布招聘场次、政策宣讲、项目推介等计划安
排。江苏、河南与北京、上海等劳务与用工
较大省份已提前开展劳务对接、出台重点
企业招用工资金补贴政策。四川、广东等许
多省份已开出返乡专列，并计划节后组织
返岗包车专列。
　　据了解，从 1 月 28 日（正月初七）开
始，湖南长沙、湖南浏阳、山东烟台、广东东
莞、山东德州等地将陆续举办“2023 年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
　　张莹表示，人社部将公布一批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名录以及各地招聘
活动的场次安排，宣传推广一批典型经验
做法，更多促进市场供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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