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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能逛集市

“贺新年咧！锣声鼓声响起，隆咚锵咚

锵！”步入江西省会昌县站塘乡新圩农贸市

场，喜庆的赣南民歌传入耳中。只见各类摊

铺柜台挂着火红的灯笼，摆满了各种年货：水

嫩的萝卜，吊成排的板鸭，还有咸香酥脆的客

家“年果子”，琳琅满目，好不热闹。

“爸爸，我想要小老虎灯！”饶金辉的小儿

子一只小手拉拉他的衣角，指着一个憨态可

掬的老虎灯笼说。“买！买！”摸摸孩子的小脑

瓜，饶金辉笑着对记者说，“过年了，今天带家

人出来逛逛。”

饶金辉家住站塘乡新圩安置点，步行到

这里不超过 5 分钟。一早吃过了饭，他便带着

妻子和 3 个孩子来到农贸市场采购。“过去呀，

赶集可麻烦了！”饶金辉说，“镇上每月逢一四

九才有集，赶集要走 1 个多小时，中间还得翻

过一座山。遇上农活忙，油盐酱醋只能托邻

居带。”

2017 年，由于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饶

金辉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饶金辉一

家住在站塘乡岽背村的土坯房里，五口人挤

在一间屋。

2018 年，当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1
万块钱就能拎包入住，真好！”饶金辉一家搬

进 100 多平方米的楼房。当年，站塘乡 68 户

374 人的易地扶贫搬迁户也陆陆续续搬进了

安置点，住上了新房。2019 年，当地投入 2000
万元，在安置点附近建成了农贸市场，以方便

群众生活。

新圩市场共 3 层，一层用作农贸市场，共

2730 平方米，有摊位 120 个、店铺 95 个。二、

三 层 被 打 造 成 就 业 车 间 ，方 便 搬 迁 群 众 就

业。妻子黄玉招在安置点附近的小学找到了

一份厨师的工作，学校放假时她就在新圩市

场的就业车间打打零工。一家人拧成一股

绳。饶金辉家的日子一天天变好，2021 年，全

家人均收入 1 万多元。

“家里已经做好了腊味，今天就只买些鱼

和糖果点心。之后再要买啥，随时可以来。”

饶金辉说。

网上商品进乡村

早上 10 点，吉林省靖宇县大北山村村口，

几十个快递盒子堆在一起。48 岁的陈军福从

中翻找出一个大箱子，抱着往家走，“这是我

网购的十几条比目鱼，平时总吃鲤鱼，今年过

年咱尝尝鲜！”

陈军福家里，玻璃上早早贴上了大红窗

花，“这也是从网上买的，还买了俩大灯笼。”

今年，在家看直播购物成了陈军福的新爱好，

湖北的绿茶、新疆的核桃……“新鲜东西太多

了，都想买来见识见识。”

陈军福曾是村里的低保户，以前听邻居

提 起 网 购 时 ，他 连 软 件 名 字 都 不 敢 问 ，“ 一

分 钱 恨 不 能 掰 成 两 半 花 ，哪 能 舍 得 到 网 上

买东西。”

近几年，在靖宇县政府的帮扶下，陈军福

摘掉了贫困帽，发展起灵芝种植产业，年收入

达 20 万元。生活宽裕了，看着村里的年轻人

时不时就拿回几个快递，老陈也想尝试。可

他一上网就花了眼，既不知道该咋买，又怕买

到假货。

问邻居，学操作，陈军福慢慢习惯了在网

上买东西。2021 年，吉林省首次组织线上年

货节，省商务厅组织甄选各地产品，“有人给

把关了，网购更放心。”陈军福说。

今年，吉林省继续举办网上年货节，在多

地筹备近百场直播带货，让网购走进乡村。

“你看，这是卖煎饼的，不光介绍产品，还教咱

咋下单、退换货，可详细了。”陈军福随手点开

一场直播。

除了网购活动丰富，陈军福的另一个感

受是网购更方便了，“以前取快递得坐公交去

镇里，现在每天有人送。”2019 年，大北山村村

口设置了快递点。

吉 林 全 省 农 村 商 业 建 设 工 作 现 场 会 提

出，完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体系，加快县城物

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配送站、村级物流配送

网点建设，深入实施“快递进村”工程，推动物

流设施共建共享；确保 2022 年底，实现符合条

件的建制村“村村通快递”。

“我看直播不光是为了买东西，也是跟人

家学习，将来咱也直播带自己的货。”拿着手

机，陈军福认真地模仿起主播的动作语气。

新年货里幸福年

顶着寒风，骑上崭新的蓝色电动三轮车，

邵显来这个春节过得喜笑颜开。

买 车 的 那 天 记 忆 犹 新 。 一 大 早 ，揣 上

钱，邵显来出门左拐。径直走，几百米后到

村部，他一边等公交车，一边时不时摸摸上

衣口袋。

坐上车，10 来分钟到达站点。安徽省长

丰县罗塘乡徐庙社区街上张灯结彩，卖咸货

的、写福字的，热闹非凡。顾不上看，老邵直

奔三轮车商店，瞅准目标，掏出捂热乎的 5500
块钱，买单提货。

“年货买啥，合计了个把月呢。本想买辆

小汽车，老伴不同意，说以后下地种田不方

便。我一琢磨，是这个理。”59 岁的邵显来家

住罗塘乡邵集社区，曾是贫困户，家里有三四

亩地，可他身体弱，干不了重活。“一年到头就

靠老伴种地养牛挣万把块钱。治病得花一大

半，诊所里面欠着债，还要供娃娃上学，半分

钱都攒不住。”邵显来说。

靠着扶贫政策，生活有补贴，看病能报

销，邵显来的身体也越来越好。养好了身体，

恢复了力气，他到工地务工，每月能挣 5000 多

元。2016 年顺利脱贫。

走进老邵家，布沙发、长茶几、电视冰箱

一应俱全。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添的年货。”指着双

开门的大冰箱，邵显来笑着说。拉开冷冻室，

老鸭、鲫鱼，塞得满满当当；打开冷藏室，白

菜、豆角，摆得整整齐齐。

“过去哪想得到现在！以前过年，肉都吃

不上几回，哪儿想得到现在还能开上电动三

轮车。”老邵感慨连连。

日子好了，消费水平高了，新春佳节，邵

显来一家人的幸福感更足了。

如今，长丰县已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 。 为 了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长 丰 县 持 续 完 善

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机制和农村脱贫人

口 住 房 安 全 动 态 监 测 机 制 ，兜 底 脱 贫 人 口

生活保障。 2021 年，全县投入资金 1.4 亿多

元 ，新 建 和 完 善 市 级 标 准 化 特 色 产 业 扶 贫

基 地 50 个 ，将 9 个 脱 贫 村 打 造 为“ 一 村 一

品”专业村。

本期统筹：郭 玥

脱贫群众办年货脱贫群众办年货，，形式更多形式更多样样、、种类更齐全种类更齐全——

年 货 足年 货 足 幸 福 满幸 福 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丹丹 刘以晴刘以晴 游游 仪仪 李俊杰李俊杰

饶金辉
（江西会昌县新圩安置点农民）

花生、瓜子、糖果、

白鱼、牛肉干、碗筷、对

联、福字、灯笼

陈军福
（吉林靖宇县大北山村农民）

比 目 鱼 、绿 茶 、坚

果、烟台苹果、奶糖、窗

花、灯笼

邵显来
（安徽长丰县邵集社区农民）

电动三轮车、双开

门冰箱、电视机、肉、蔬

菜、枣子酒、糖果、瓜子

3户脱贫群众
的年货清单

（上接第一版）

结构转型，数字引领

绿色产业赢得澎湃动能

举办奥运会，对城市、地区发展具有整体带动

作用。能否在较短时间内带动产业绿色转型、实

现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不断被提及的奥运之问。

作 为 双 奥 之 城 ，北 京 有 必 要 给 出 有 力 的

回答。

“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服务冬奥。”国家速滑馆

制冰师王诗存说。6 年前，他还是开小作坊的师

傅，冬奥的筹办，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同

为制冰师的刘博强，曾是首钢的轧钢工人。北京

冬奥，使他实现了“火与冰”的跨界，展开了新的

事业。

2000 年 ，北 京 成 功 申 办 2008 年 夏 季 奥 运

会。此后，为了举办绿色奥运，首钢整体搬迁。

2015 年 ，北 京 成 功 申 办 2022 年 冬 季 奥 运 会 。

2016 年，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入驻首钢园区。首钢

留下的一片废弃工业园区，因为北京冬奥而重新

焕发生机。

告别污染企业，开出禁限目录，展现的是决

心与魄力。

北京先后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近 3000 家，

疏 解 提 升 区 域 性 批 发 市 场 和 物 流 中 心 累 计 约

1000 个。迁入河北的首钢致力绿色转型，以科技

创新为主导，成为零排放的新型钢铁企业。北京

还制定实施了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

产业禁限目录。

发展绿色产业，实现智慧转型，带来的是蝶

变与新生。

大兴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6 年前还是设

施陈旧、烟尘飞扬的燃煤供热厂，如今煤渣池变

为西餐厅、“输煤廊”成了“书媒廊”。首钢工业园

区，曾经的工业遗址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规划，转

身成为城市复兴的新地标。三一重工灯塔工厂、

小米无人工厂、京东方智造……一批高速运转的

智慧工厂，正向人们展示中国智造未来工厂的崭

新面貌。

科技创新带动人工智能、5G 通信、航天卫

星、生物医药等产业迅速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

医药健康成为北京发展的“双引擎”。2021 年，北

京数字经济占比达 41.7%、经济总量迈上 4 万亿

元新台阶，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交出了

精彩的中国答卷。

双碳目标，前景可期

低碳减排展现可持续未来

首钢园区的生态示范，步履不停，与之遥相

呼应的，是北京全新规划的城市副中心——一个

绿色低碳的新城。

“先规划生态，再规划产业”“先建绿，再建

城”，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全新路径。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西北部，形似“粮仓”的剧院、形如

“赤印”的图书馆、“帆船”状博物馆采用复合式能

源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0207 吨。

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然成为北京践行低碳发展理

念的示范区、试验田，新建公共建筑全部执行三

星级绿色建筑标准，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了 35%……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北京借筹办冬奥东

风，致力于当“领头羊”。减煤，是北京双奥城市

建设中减少碳排放的接力长跑。

产煤、烧煤，曾是北京千百年的传统。此次

冬奥筹办中，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则是不

容动摇的根本任务。到 2021 年，北京的燃煤消

费已不足 150 万吨，占全市能源消费比重降至

1.5%。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大放光彩，怀来的光

能、张北的风能、延庆的水电，一起发光发热，助

力北京冬奥实现所有场馆绿色电力全部覆盖，这

在冬奥史上是一次“零”的突破。

绿色出行成为市民首选，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深入人心。2021 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

3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

全面推进能源、建筑、产业、交通等领域低

碳转型，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完善碳排放控

制管理制度，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快

构 建 法 制 化 、市 场 化 、精 细 化 的 低 碳 治 理 体 系

……北京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彰显负责

任大国首都形象。

北京冬奥丰厚的奥运遗产也将长久造福城

市、造福人民。根据北京新版城市总规，到 2050
年，北京将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国际一流和谐宜

居之都，成为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制图：张丹峰 胡安琪

图①：饶金辉的妻子黄玉

招在选购年货。

刘苑利摄（人民视觉）

图②：陈军福在整理年货。

李婷婷摄（人民视觉）

图③：邵显来在擦拭新买

的电动三轮车。

邵 峰摄（人民视觉）

一份年货，承载着新春记忆，映照了生活变迁。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记者走访多名脱

贫群众，他们家里年货种类齐全、物资丰富。
从日用百货到家具家电，从集市采买到网络购物，年货清单和

购买方式反映出脱贫群众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甜。

本报西安 2 月 1 日电 2 月 1 日晚，由紫荆文化集团和

陕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主 办 的“2022 丝 路 春 晚 ”首

播。该晚会将国潮文化与世界艺术进行深度融合，为全球

观众带来一场具有中国年味、充满丝路风情的视听盛宴。

本次晚会围绕“筑梦丝路·和美与共”的主题，以《交响》

为序，以《畅想》收尾，《回眸》《聆听》《交融》《丝路之声》《五

星出东方》五大篇章贯穿其中，从不同角度向全世界展现中

国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展示“和美与共”

的多彩世界与多元文化。

据介绍，本次晚会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指导；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五洲传播中心、凤

凰卫视承办；凤凰网、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集团）协办；中国—东盟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等支持的大型跨国融媒体晚会。该晚会由陕西卫视、凤

凰卫视、深圳卫视、海南卫视联播，大屏小屏联动，春节期间

还在五大洲 12 家海外电视台媒体等平台进行全球播出。

2022 丝路春晚全球播出
展示“和美与共”的多彩世界与多元文化

（上接第一版）

在海南海口市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厂项

目工地上，163 名工人一起写福字、贴春联、包

饺子，好不热闹。互道一声新春祝福，吃上两口

刚出锅的饺子，工人们又投入工作中。一声轰

鸣，4 辆泵车同时启动，混凝土从泵车中流进钢

筋之间。“项目预计 2022 年底建成，现在总体进

度已过半。”项目安全总监吴广说，“与给水管网

连通后，将形成一个高品质饮用水供水系统，大

大提升江东新区居民的饮用水品质。”

安居乐业生活美

“吃团圆饭喽！”除夕夜，重庆璧山区健龙镇

小河村养殖大户魏德惠家里，一家人围坐在餐

桌前，桌上摆满菜肴。“我们家原来是贫困户，月

收入就千把块钱。”在政府帮扶下，魏德惠夫妇

建起标准化养殖场，去年一年利润 30 余万元，

“今年春节订单比往年翻了一番，我们打算把养

殖场扩大到 600 平方米！”

在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月亮工

坊”民宿里一派热闹祥和。“过去月亮桥村以种

植竹笋为主，村民收入不高。”老板张慧云说，这

些年，随着“五水共治”“村落景区”等工程推进落

实，村里山更绿、水更清、村容更整洁，“咱们村民

也吃上了旅游饭，今年，每名员工都有大红包！”

“政府照顾，还给零花钱……”一阵锣声响

起，河南周口市太康县汪庄村医养院的老人们

自发举办的晚会拉开帷幕，77 岁的徐修申老人

表演了自编自排的快板书，赢得阵阵掌声。医

养院里，娱乐室、电影院、图书馆一应俱全，还配

备了机器人护理床等医疗服务设施。“国家对我

们老人的照顾越来越周到！”徐修申说。

喜庆祥和迎新春

一款景泰蓝非遗作品，既展现冰雪元素，又

饱含古都神韵；一盏红火的宫灯，将冬奥吉祥物

与传统吉祥纹饰相结合，时尚又喜庆……在北

京冬奥村，延庆冬奥村和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

体中心，以“文化中国”为主题的展览正火热举

行。展览围绕冰雪、春节和长城等主题，包含展

品近 300 件。北京通过举办新春非遗展示活

动，充分展现双奥之城的传统文化魅力。

穿上冰鞋，戴紧护具和防护帽，小心翼翼地

踩上冰面……6 岁的李丹彤是云南腾冲市启迪

冰上运动中心的学生，一节课下来，她兴奋地

说：“冰上运动太好玩了！”今年春节，腾冲举办

“冰雪迎春，欢度新年”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南

方也能体验“冰上新年”。

伴随悠扬的粤韵，数十艘小艇张灯结彩，穿

行于广东广州荔湾湖上。第十二届“荔枝湾·新

西关”虎年民俗文化活动火热进行，此次活动以

永庆坊为中心，包含非遗展示、粤剧展演等多项

内容，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关注。

（本报记者潘俊强、王锦涛、窦瀚洋、翟钦

奇、叶传增、毕京津、罗艾桦、王欣悦、曹文轩

报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 年春节

联欢晚会》新意盎然，获得海内外观众

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再次刷新多项收

视纪录。

《2022 年春节联欢晚会》秉持欢乐

吉祥、喜气洋洋的总基调，围绕“新征

程上的迎春曲，中国年里的欢乐颂”的

主旨，为全球华人奉上一道文化大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充分发挥全媒

体多平台融合传播优势，连续第四年

刷新了跨媒体传播的纪录。据统计，

直播期间，通过电视、网络、社交媒体

等多终端多渠道，2022 年春晚海内外

跨媒体受众总规模达 12.96 亿人。全

国电视频道并机总收视率达 22.01%，

新 媒 体 端 直 播 点 播 总 触 达 人 次 达

71.33 亿次，均高于去年水平。

今 年 春 晚 实 现 了 在 刚 刚 开 播 的

CCTV—8K 超高清频道直播，并在全

国“百城千屏”的户外公共 8K 大屏上

同步播出。

今年还首次创新推出“竖屏看春

晚”，在移动化、社交化传播的时代打

造出“跨屏”直播新样态。累计超过

4.39 亿人次通过手机“竖屏看春晚”，

其中 30 岁以下用户占比超过 50%。

相关平台“春晚”话题的总阅读播

放量达 116.8 亿次，“被只此青绿美哭

了”“千里江山图”“忆江南画风好高

级”“当太极遇上摩登大楼”等近 90 个

话题登上热搜榜。春晚互动活动参与

人次达到 690 亿次。

截至 2 月 1 日凌晨，1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超过 650 家媒体对春晚进行了

同步直播及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

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网站推出“中

国春节文化专区”，向海外受众介绍中

国春节文化和传统习俗。BBC 世界新闻频道和新媒体端

播出春晚宣传片，触达受众超过 2500 万；CNN 各平台上线

播出的春晚宣传片累计覆盖全球观众 4.08 亿户。

意大利国家级主流电视频道阿尔玛电视台（Alma TV）

首次直播春晚，覆盖意大利 2500 万户家庭。春晚也首次在

加拿大新动力传媒和魅力中国网络频道播出，总观看量达

22 万次。日本视频平台 Niconico 转播春晚的总观看量突破

12.4 万，同比增长 27.8%，创历年春晚日语直播最高纪录。在

非洲，有 6万观众通过多个当地有线网络直播收看了春晚。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5 种语言的自有新媒体平

台、海外社交平台和央视网海外社交媒体矩阵，春晚直播点

播的海外受众观看人次超过 7102.9 万，相对去年增幅超过

一倍。CGTN 多语种全平台发布的“春晚”相关报道累计

获得全球阅读量 1.48 亿。

今年，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非洲最大的摩天轮“肯

尼亚之眼”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都亮起了总台春晚主

题的灯光秀，让全球受众共享中国春节的热烈喜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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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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