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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离不开舌尖上的美食，也离

不开丰富、优质的精神食粮。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多地的书店、商场、电

影院等场所提前做好准备，通过提供优质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献上丰盛的

文化大餐。

品书香

“这个假期，我们读
着好书过个好年”

大年初一上午，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的上海书城曹杨店门口，还没到营业时间，

就已经有读者在门外排队等候了。

“按照店里的传统，会给前十名进店读

者每人发个红包。”为了迎接春节，店长艾

黎俊带领店员们早早做了准备。书店里，

消毒液、测温枪等防疫物资一应俱全，还挂

起了红灯笼，布置了新年摆件，“现在书店

的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好，选择来这里读书

休闲的人越来越多。”

春节期间，书店除了举办购书满额送

新春福袋、抢红包等活动外，还精选出多本

年度畅销书方便读者选购。在年度好书精

选榜专题图书货架前，不少读者驻足翻阅、

精心挑选。艾黎俊说，年轻读者大多喜欢

买文学类书籍，刚才一个男青年一次买了

两本，“有不少人买书当礼物，假期送给亲

朋好友。”

市民汪阿姨带着孙女来逛书店，给孩

子选了几本教辅书后，也给自己选了一本

书，“这个假期，我们读着好书过个好年。”

大 年 初 四 上 午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新 建

区 精 品 图 书 馆 —— 抱 朴 书 屋 内 ，仿 木 颜

色 的 书 架 配 上 绿 色 植 物 ，个 性 化 的 座 椅

和 精 心 摆 放 的 书 籍 烘 托 出 浓 浓 的 书 香

气，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享受宁和的读书

氛围。

22 岁的曾维政今年读大三，最近一有

空就会来书屋，“可以一边看书，一边享受

春日暖阳照在身上的感觉。”

在南昌红谷滩区未时图书馆，明媚的

阳光透过一楼智慧阅读区的落地窗洒了

进来，几位市民坐在窗前静静阅读，抬头

即见窗外九龙湖公园的亮丽风景。红谷

滩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舒民

镇表示，春节假期，未时图书馆实行预约

制 ，初 一 到 初 三 3 天 累 计 客 流 量 达 到 600
余人次。

抱朴书屋、未时图书馆，都是南昌市打

造的“书香洪城”精品图书馆。春节假期，

“书香洪城”精品图书馆已有 9 家完成了项

目建设，免费向市民开放，为留在南昌过年

的人们送上一份阅读大礼包。

同样是精品图书馆，位于南昌高新区

的高新区图书馆，如今成了阅读圈子里的

“网红”馆。最近，这里组织了白鹤摄影与

兰花花艺展、乡愁朗诵会等 10 余场定制式

活动。市民读者根据各自喜好，在这里收

获满满。

观年俗

“没想到老年俗也
这么有意思”

大年初二上午 10点，湖北武汉巾帼手工

创意联盟副秘书长钟文赶到武汉销品茂购物

广场，和手工艺人们一起支起摊准备展览。

钟文参加的展览，是在武汉市妇联、文

旅局等多部门支持下举办的一项非遗年俗

展。在这里，汇聚了景泰蓝、汉绣、剪纸、糖

画、捏面人等传统非遗和现代手工项目，内

容丰富，年味十足。

一进场馆大门，测体温、验绿码、手部

消毒……各个防疫环节一道都不能少。“现

在我们老百姓对防疫都非常重视，自觉配

合志愿者的工作。”带着一家老小前来参观

年俗展的市民马先生说。

今年参加年俗展的摊主，大多来自武

汉巾帼手工创意联盟。据介绍，考虑到非

遗项目展示和年俗年味的平衡，展示项目

要尽量符合“老中青”三代人的喜好，保证

市民春节假期文化消费的质量，联盟最终

遴选出 40 个代表性项目参展。

“ 轻 轻 剪 一 刀 ”“ 这 里 要 注 意 纸 的 连

接”……年俗展现场，湖北省工艺美术大

师、全国十佳剪纸能手胡平正带着市民体

验非遗剪纸技艺，还不忘处处提点操作技

巧。市民马先生的女儿马欣馨刚上一年

级，学校的手工课是她最喜欢的，“胡奶奶

教的跟学校老师教的不一样，剪出来的年

画里，人都是有表情的，小动物也像活了一

样，太神奇了！”看到女儿玩得开心，马先生

也频频点赞：“没想到老年俗也这么有意

思，真是来对了！”

“很多展示项目是老武汉人才见识过

的，平日里可不常见，有的前些年还濒临失

传呢。”钟文说，“年俗展不仅丰富了大家春

节假期的文化生活，还给我们手工艺人提

供了广泛交流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想给

观众带来难忘的年俗体验。”

年俗展上，非遗传承人、武汉巾帼手工

创意联盟会长梅祥鸿，和其他十几位非遗

传承人共同策划的百米长卷写“福”字活动

也吸引了不少人参与。记者在现场看到，

大 家 自 发 排 起 队 ，在 长 卷 上 写 下 一 个 个

“福”字，寄托对新春的美好愿望。

为了增强观展市民的参与感，2 月 5 日

到 2 月 19 日非遗年俗展举办期间，每天下

午都会定时安排一场主题互动体验。据统

计，每天前来参观体验的市民在 2000 人以

上，单个文创项目的销量在八九百元至几

千元不等。“现如今，文化消费已经成了咱

老百姓过年的一大选项。”钟文说。

赏新片

“全家人一起看个
贺岁片，同样开开心心”

大年初一中午 12 点，在位于浙江湖州

德清县的银都时代电影大世界，张涛带着

妻儿刚看完一场贺岁电影。

张涛是四川合江县人，通过东西部对口

扶贫结对提供的就业岗位来到德清，今年选

择留在这里过年。“不回老家也不冷清，全家

人一起看个贺岁片，同样开开心心。”

影院店长张倩璐介绍，按照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要求，影厅座位数只开放了 75%，

观影期间有工作人员全程巡视，提醒观众

佩戴口罩。“等观众走后，我们还会对影厅、

3D 眼镜等进行消毒。”不仅如此，在售取票

机、自动贩卖机、卫生间等重点区域，影院

每天也会进行多次擦拭消毒。

今年春节假期，国产贺岁电影人气很

旺。“仅大年初一当天，我们就实现近 80 万

元的票房收入，后续应该还会持续走高，7
天预计能有 700 万元。”张倩璐说。

大年初二，山西太原，95 后、00 后的付

媛、付锟姐弟俩，从去年就惦记着看的电

影，等到今年春节档终于上映。姐弟俩拉

住爸妈的手说：“过年要有点‘仪式感’，我

俩请全家人去看电影！”

“火爆程度与前年春节期间有一拼，最

火的电影几乎一票难求。”太原市铜锣湾国

际影城位于迎泽区柳巷商圈，店长刘利民

介绍，“目前大家以网上预约购票为主，从

大年初一到初四，白天场和晚上场的票都

卖光了，每天观影人次达到 3000 多。”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影院位于购物

中心 5 层。虽然观影人数挺多，但无论是取

票点还是检票口，大家都佩戴口罩、保持一

米的安全距离，排队井然有序。“今年春节，

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严格执行防疫和限流

措施，达到‘忙而不乱’的效果。”刘利民说。

据了解，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

背 景 下 ，我 国 春 节 假 期 电 影 票 房 依 然 火

爆。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17 亿

元，刷新了 2019 年创造的 14.43 亿元的正月

初一单日票房纪录。

图①：在湖北武汉销品茂的非遗年俗

展现场，市民选购年俗工艺品。

本报记者 鲜 敢摄

图②：在江西南昌红谷滩区未时图书

馆，读者在翻阅图书。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综合本报记者巨云鹏、朱磊、鲜敢、窦

瀚洋、乔栋报道）

品文化大餐 享多彩生活
充 实 的 春 节 ，离 不 开 丰 富 的 文 化 生

活。无论是到书店品书香，还是看展览观

年俗，或是到电影院看几场贺岁片，人们

对于文化消费的选择更加丰富，体验更加

愉悦。

本报记者探访上海、江西、湖北、浙江、

山西等地，看这些丰富、优质的精神食粮，

如何让春节假期的文化生活多姿多彩。

——编 者

除夕一大早，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三江村骆家桥自然村家

家户户正在准备过年仪式。突然，一片黑烟腾起，“起火了！”有

人大声呼喊。

消防队员及时赶到，很快就扑灭了火情。原来，75 岁的村

民骆仲权点蜡烛时一个不留神，火苗蹿起来点着了老房子。木

结构不防火，房子几分钟就被烧毁大半。老骆看着一片狼藉的

房子，忍不住哭了。

几分钟后，村干部骆君、骆仁永和乡风文明理事会成员罗

君、陈飞燕赶到了现场。“老骆，你莫要慌，人没事最要紧，村里帮

你张罗过年！”村支书骆君说。

联系上骆仲权的儿子，确定他在赶来的路上后，4 人回到村

委会，紧急商议如何处理老骆家的意外情况。老骆家条件本来

就不好，现在财产损失大半，更是雪上加霜。几人商议，等年后

再帮老骆重建房子，眼下救急，由村关爱基金拨款 2000 元慰问

金，帮老骆先过年关。手续办好后，骆君当天下午就上门把慰问

金交到了骆仲权手中。

骆君告诉记者：“村里有个关爱网络，由乡风文明理事会、村干

部和志愿者组成。如果有村民生大病、遭受重大灾害，网格员知晓

后会即刻启动关爱基金程序，及时送上关爱，让村民更安心。”

村民陈绍龙得知消息后，特意赶回来为老骆捐款：“我也希

望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老骆渡过难关！”

据介绍，关爱基金来自群众自愿捐助。“市里推行移风易俗

后，农村红白事一律简办。老百姓非常理解，把办宴席省下的钱

捐给关爱基金。”诸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孔羽说，自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以来，已经有 1606 户村民缓办、简

办红白事。2021 年，已有 151 户村民缓办、简办红白事，并向村

关爱基金捐款 20 万余元。

浙江诸暨设立村关爱基金——

“及时送上关爱，
让村民更安心”

本报记者 顾 春

2 月 15 日 ，在 海 南 省 三 亚 市 的 蜈 支

洲岛景区，游客在体验水上项目。

春节假期，三亚不少人走出家门，亲

近大自然，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袁 琛摄（人民视觉）

水上畅游

①①

②②

（上接第一版）多年来，碧桂园深耕产业扶贫，确

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使命、责任、良心，这是对精准扶贫、乡村

振兴的承诺，也是立足农业的根本。”碧桂园集

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杨国强说。

技能培训阻断贫困传递

现代农业温室大棚里，连樟村村民陆国建

正在采摘绿油油的小黄瓜。他熟练地操控着脚

下采摘车的高度，左右移动。

“以前弯着腰干农活。经过培训后，我们用

上了采摘车，工作强度小了，效率还提高了！”陆

国建告诉记者，2019 年 6 月，他和妻子通过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来到连樟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园工作。“现在我俩一个月就能挣 6000 元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碧桂园以农村

需要、市场需求及实现就业为导向，结合贫困劳

动力意愿，因地制宜为贫困户免费开展技能培

训，并提供就业岗位。2012 年至今，组织 9 省份

14 县共开展近 700 场次培训班，累计扶贫培训

93093 人次，实现就业 50426 人次。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半年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学习，让

我掌握了不少专业知识。”来自甘肃临夏东乡族

自治县的马小英，因治病让家里负债不少，一度

无法上学。2020 年，碧桂园投资 3 亿元资金建

成的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招生，马小英成为学校

第一批学生。学校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免除一切

费用，并通过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共育”的人才

培养模式，为贫困生在实习和就业方面提供有

力保障。

“学校的硬件设施非常好，实训教室里还有

一台等比例还原的仿真地铁模型呢！”对于未来

的学习生活，马小英很是期待。

近年来，碧桂园通过投资广东碧桂园职业

学院、援建甘肃东乡县龙泉学校等方式，充分发

掘教育在促脱贫、防返贫方面的重要作用。“把

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

策”，碧桂园践行教育扶贫的初心和理念，十数

载风雨，始终不渝。

农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巍然挺立的古树、别具一格的古街、记录

着岁月沧桑的古城墙……历经 800 多年的广

东省英德市鱼咀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这些历

史风貌。

从旧建筑中发掘新特色，在保留传统中推

进乡村宜居宜业。2018 年 3 月，碧桂园、公益基

金会帮扶鱼咀村启动文旅项目，2019 年，鱼咀

二期美丽乡村项目启动……经过持续建设，村

口的“鱼咀古城”牌坊建成，鱼咀村文旅项目一、

二期均已交付使用，咖啡馆、书吧以及民宿已投

入运营。来往游客越来越多，村民腰包越来越

鼓，村容村貌越来越美，如今的鱼咀村正焕发着

新的活力。

鱼咀村的变化不是个例。近年来，碧桂园

在广东英德市连樟村、雷州市那毛村、梅州市漳

北村等 25 个县 47 个行政村开展新农村建设，通

过“三清三拆三整治”“厕所革命”等项目，逐步

改变当地面貌。截至 2020 年 11 月，碧桂园乡村

振兴综合体建设共惠及 491 个自然村 23114 户

110173 人。

几年前的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茶园村木公

幌，还是一个比较破旧的村落。2018 年，碧桂

园与惠阳区政府联手筹备秋长谷里乡村振兴项

目，把客家村落古典建筑、文化风俗植入精品民

宿，绿水青山引来“金凤凰”。

2019 年，秋长谷里正式获批为国家 3A 级

旅游景区，得益于旅游增收，当地村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村子越来越热闹了，出租房屋 3 年

还能收入 4 万多元。”村民叶志伟说。农旅融合

的乡村振兴模式，也成为精准扶贫的样本。

“产业扶贫，要发挥地区产业优势，挖掘、

培 育 和 壮 大 优 势 产 业 ，把 资 源 优 势 有 效 转 化

为发展优势，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碧桂园

集 团 副 总 裁 、精 准 扶 贫 乡 村 振 兴 办 公 室 主 任

李静说。

大年初四，天刚亮，45 岁的王远峰单

臂抱起草料，忙着喂驴。喂完驴，他又开

始打扫圈舍、收拾家务，一忙就是一上

午，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

“过年了，妻子在旗里打工挣钱不容

易 ，我 在 家 里 就 多 做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活

儿。”王远峰家住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

居力很镇红心村，多年前因为一场车祸

失去了一条手臂，“那几年，我没有收入

又得看病，两个孩子上学花销也不少，家

里欠下不少债。”

3年前，旗里针对贫困户推出了“菜单

式”到户产业，每户可以获得产业扶持资

金，根据个人意愿发展各类养殖。“我家

刚好有亲戚养过驴，有技术有经验，我就

购买了 3 头繁育母驴。”要强的王远峰不

断练习单臂干活，种地、割草、喂料……

一般农活不在话下。看着坚强的丈夫，

妻子决定外出务工，补贴家用。

如今，王远峰成了养驴的一把好手，

家 里 存 栏 6 头 驴 。“2020 年 卖 了 两 头 仔

驴，挣了 6800 元，妻子一年收入三四万

元，不仅早早脱了贫，债务也都还清了。”王远峰憨厚地笑道，“家

里危房翻了新，旗里还聘我为村里的保洁员，每天干完家里的

活，就在村里打扫卫生，一年还能多收入 5000 多元。”

“我们村曾有贫困户 31 户 69 人，对其中有一定劳动能力的

16 户因户施策，支持他们养殖牛、羊、驴等，对其他没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则以产业分红、兜底保障等方式予以扶持，31 户贫

困户于 2018 年全部脱贫。”红心村党支部书记李英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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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贫更要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