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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 月 二 十 八 ，清 点 完 快

递数量，陈向红合上后备箱，

准备出发。白色面包车里，满

载着村民的年货。腊月以来，

包裹数量比平时多了近 1/3，
上 班 送 货 的 时 间 也 提 前 了 1 个

小时。

陈向红是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永燊乡邮

政代办所的乡邮员。去年，依托村里的小卖

部，永燊乡在 13个村建立 9 个便民服务点，

陈向红的工作便是往返便民服务点收发快

递，连接起快递进出村落的“最后一公里”。

沿着蜿蜒的村路行驶，一路望去，家家

户户门前，一盏盏大红灯笼随风摇曳。陈

向红也在网上下单了不少年货：“我爱人准

备饭菜，我就负责贴春联、挂灯笼。”

晌午，陈向红抵达甘沟村便民服务点。

小卖部内，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拉着

家常，孩童绕着货架追逐玩耍。“借光，借光，

过一下。”陈向红拖着蛇皮袋挤进小卖部，将

快递放到指定位置后，挨个打起电话，“老

哥，快递到服务点嘞，有空来拿。”门帘不断

掀开，村民们陆续赶来，有的拿完快递，顺便

再买些零食糖果、干果炒货。小卖部老板笑

着告诉陈向红：“今年回来过年的人多，就这

一个多小时，卖了近 2000元的年货。”

送完甘沟村的快递，顾不上吃饭，陈向

红赶往下一个服务点。下午 4 点多，送完

今天的 100 多个快递包裹，陈向红准备返

程，后备箱里又塞满了村民们要寄出的包

裹：腊肉、糍粑、酸汤豆腐……

邮政代办所里，陈向红的同事周文仙正

忙着帮村民签收生鲜包裹。2021年底，永燊

乡邮政代办所推行“邮快合作”，为民营快递

提供代投服务。“大家能选择的快递服务更

多样了，时效也更快了，今年春节，代办所

收到的生鲜包裹明显增多。”周文仙说。

火石坝村村民周强就住在代办所附

近，接到通知，他套上棉衣就赶来取快递。

“一直听说内蒙古的牛肉新鲜又好吃，就买

了 50 斤 ，初 三 走 亲 戚 时 ，各 家 各 户 都 分

点。”周强边开箱边说，今年自家的年货几

乎全部通过网络购买，方便实惠。

“老陈，寄 30 斤腊肉到河北。”另一边，

茨落村村民王玉财来寄农货。陈向红放下

包裹，开始帮王玉财真空封装腊肉。卖腊

肉第五年，借助社交平台，王玉财已积累了

80 多个稳定的客户。最近订单不断，王玉

财三天两头跑代办所，最远一单将 80 斤腊

肉寄往上海。

天色渐黑，陈向红和周文仙又忙着将

新送来的快递整理上架，“最近是高峰期，

平均每天能到五六百个包裹。”小山似的包

裹逐一码上货架，陈向红弯腰拿起一个盒

子，发现收件人是自己，拆开一看，一摞做

成兔子样式的红包趣味十足。“走亲戚用上

这些，娃娃们肯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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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进村 农货出山
本报记者 陈隽逸

运 载 着 一 筐 筐 虾 蟹 的 电 动 三 轮 车 来

回 穿 梭 ，装 满 水 产 的 货 车 紧 挨 着 停 靠 ，一

排排招牌竖在车尾，批发商们就在这里摆

起摊位，大声吆喝。腊月二十九，福建省福

州市马 尾 区 海 峡 水 产 品 交 易 中 心 里 人 头

攒动。

“一年到头，这几天最忙。”福建新华都

综合百货有限公司福宁区域水产采购专员

林熙挤进人群，凑到一家家摊位前，查看水

产品质及市场价格。“过年了，我们超市的顾

客对海鲜的需求明显增加，像大黄鱼、梭子

蟹，都是咱福州人必备年货。”说话间，林熙

脚步不停。

活鲜交易区的一家摊位前，批发商林文

峰捧着一桶泡面，站着就吃了起来。“从早上

7 点多忙到中午，已经卖出五六十车的海鲜

了。”林文峰难掩兴奋。

大黄鱼、虾蛄、梭子蟹……来自福州、宁

德、漳州等地的水产品搭载着一辆辆货车汇

集于此，再发往全国各地。海峡水产品交易

中心现场负责人詹光清介绍，过年期间，中

心的水产品交易量是平时的 3 倍，为了保障

流通顺畅，开市时间从下午 4 点提前到了早

上 7 点。

在发货档口，林熙接到了前一天订购的

数箱大黄鱼。“都是刚收上来的，新鲜。”宁德

市霞浦县的收购商林拓说，一条大黄鱼，只

需 一 夜 便 能 从 霞 浦 的 渔 排 运 抵 福 州 的 市

场。天黑收鱼，养殖户根据订单数量，将大

黄鱼混着碎冰装进保温箱，通过渔船运到码

头，再由候在码头的货车送往

工厂，工人们按重量对其进行

分拣、包装；天亮发车，两小时

左右便能直接送到福州。

“ 鱼 好 不 愁 卖 ，这 段 时 间

卖了 6 万多斤。”忙完自家大黄鱼

的发货，霞浦县东安村的大黄鱼养殖

户叶方淑擦了把汗。叶方淑说，收鱼前，收

购商把样品送到宁德市渔业协会检测，结

果 合 格 后 ，大 伙 抓 完 鱼 就 直 接 在 渔 排 上

打包。

“现在交易中心要求一品一码，生产、质

量检测、物流等信息都要记录，供消费者扫

码追溯。”林熙翻看着这批大黄鱼的质检报

告，在称重计数、抽查品相后，安排工人将大

黄鱼和其他水产品一起装进保温车厢，2 个

小时后，这些水产品就会在新华都超市的各

个门店上架。

货车很快抵达新华都超市福州五四路

店，掀开超市门帘，入眼是一片火红。货架

前，市民正在选购春联、福字、灯笼等年货。

往里走，正赶上水产区上新。“水产品每天销

售额达五六万元，比平时多了 50%，比去年

同期多 10%左右。”林熙介绍，“今年还有不

少顾客来买佛跳墙等预制菜。”

称重、装袋，市民赵女士把两条大黄鱼

放入购物篮：“看着个大又新鲜，我得赶紧回

家蒸了去。”

水产畅销 流通高效
本报记者 施 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

节联欢晚会》以温暖人心的精品节

目、亮点满满的技术创新、美轮美

奂的舞美效果为全球华人送上了

一道红红火火的文化大餐。截至 1
月 22 日凌晨 2 时，总台春晚全媒体

累计触达 110.11 亿人次，其中 15 至

44 岁用户规模占比达 50.51%，新媒

体直播规模和海外传播量均创历

史新高。

总台充分拓展全媒体多平台融

合传播优势，持续刷新春晚的跨媒

体传播纪录。电视端，全国并机频

道总收视率达 20.61%，全国电视市

场收视总份额达 76.29%，比去年提

升了 2.19 个百分点。新媒体端直播

规模达 7.66亿，比去年增长 64%。

2023 年春晚升级打造“竖屏看

春晚”，首次推出多画面“分屏”效果

和幕后花絮机位，有效延展了春晚

舞台，打造出“跨屏”直播新样态。

除夕夜，春晚成为各网络社交

平台的霸屏话题。截至 1 月 22 日

凌晨 2 时，累计 607 个话题词登上

各平台热搜热榜，51 个话题词登上

各平台热搜热榜第一，微博产生 22
个热搜爆词。微博平台主话题“春

晚 ”阅 读 量 达 1376.5 亿 ，较 去 年 增

加 74.5 亿。抖音、快手和微博平台

的“春晚”相关话题总阅读播放量

达 178.8 亿次，较去年提升 53%。

整台晚会匠心独运，强烈情感

共鸣和视觉冲击力引发网友好评，

纷纷点赞称，“今年春晚很好看，接

地气、暖人心，将中国普通人的故

事搬上舞台”“舞台年代感和科技

感融合，特别喜欢春晚的情感表达

和国粹精华展示”。中纪委网站刊文点赞沈腾、马丽的小品

《坑》，评价节目全程笑点，辛辣讽刺，不能再让“躺平式干

部”坑人了。

同时，春晚在海外传播创下多项新纪录。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西法阿俄语频道和 68 种语言对外新

媒体平台，联动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澳大利亚等 17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家媒体对春晚

进行同步直播和报道。截至 1 月 22 日早上 8 时，CGTN 全

平台共发布春晚相关报道 1908 条，获全球阅读量超过 2.77
亿。春晚在 CGTN 直播播放量达 4272 万次，央视网海外社

交平台直播播放量达 5176 万次，较去年均有大幅增长。

春节期间，总台春晚正片或宣传片在全球 1632 块大屏

播放，包括户外大屏、院线银幕等，其中欧美国家 982 块。

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南非曼德拉广场、肯尼亚内罗毕繁华

商业区、俄罗斯莫斯科市政府剧院等地 10 块大屏直播了春

晚节目。总台新春灯光秀点亮 8 处世界知名地标，海外总

站在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 12 场特色媒

体活动，与全球受众同贺中国春节。

外媒对春晚报道量大幅提升。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对

外播发春晚相关报道 46 条，被 CNN、美国广播公司、BBC、

法国 24 台、德国电视一台、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等 56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31 个电视台及新媒体平台累计采用播出 838
次。其中，G7 国家的电视台数量占比达 54％，G20 国家的

电视台数量占比达 64％。

美国中文电视台、美国城市卫视、加拿大新动力传媒、

加拿大魅力中国、阿联酋中阿卫视等媒体，以及香港电台、

香港商报、澳门有线电视台等港澳媒体对春晚进行了同步

转播，境外华文媒体播出平台比去年增加 11 个。

海外华人纷纷表示，“《一带繁花一路歌》的表演者都是

大师级艺术家，让人在美妙歌声中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景色尽收眼底，太惊艳了”“听到春晚主持人说祝全球华

人新年快乐时，瞬间湿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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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2 日电 （记 者孙

龙飞、王亮）美国当地时间 21 日晚，在

普莱西德湖进行的 2023 年世界大学生

冬季运动会女子冰壶决赛中，中国队

以 6∶4 战胜韩国队夺得冠军，为中国代

表团夺得了本届大冬会上的第一块也

是唯一的一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女

子冰壶项目在境外世界大冬会参赛历

史上的最好成绩。

当日，在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

力决赛中，中国队以 4 分 14 秒 642 的成

绩获得银牌。此前，中国队在短道速滑

女子 500 米和男子 500 米两项比赛中分

别摘得 1 银 1 铜。

本届世界大冬会将于当地时间 1
月 22 日落幕。21 日，在女子冰壶、短道

速滑和单板滑雪 3 个大项中参赛的中

国队已经完成所有比赛任务，并收获 1
金 2 银 1 铜。

2023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中国队夺得女子冰壶比赛金牌
中国队结束所有参赛项目比拼，收获 1 金 2 银 1 铜

新华社北京 1月 22日电 （记者王

思北）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百花

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 2023 春节

大联欢 22 日起在 CCTV—6、河北卫视、

河南卫视、山东卫视、吉林卫视、广东卫

视、北京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东

方卫视、江苏卫视，以及“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等网络平台陆续播出。老中青

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各全国文艺家协

会代表汇聚一堂，以精彩的演出共贺

新春。

今年大联欢的主题为“向着春天出

发”，整台节目以行进中的高铁作为舞

美包装基调和主线，用艺术勾勒车内车

外的团圆图景和壮美山河。

节目呈现上，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和精品力作出

圈。《戏曲联唱》选取观众耳熟能详的选

段，涵盖京剧、豫剧、黄梅戏等多剧种，

尽显传统戏曲魅力与风采；创意舞蹈

《年画舞》融合科技、美术、民俗等多种

元素，展现百姓劳作、丰收、过年的欢乐

景象；杂技节目《炼》彰显了百炼成钢、

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涵；晚会主题歌《千

千万万个你和我》深情讴歌了在各自岗

位上发光发热的平凡人物……

据悉，今年的“百花迎春”大联欢还

将登陆全国各地高铁站和高铁电视，让

文艺精品伴随全国各地的旅客一路同

行，为旅途增添艺术之美。

老中青艺术家齐聚“百花迎春”大联欢共贺新春

1 月 19 日 11 时许，记者驱车来

到江西省南昌县冈上镇。一缕缕烤

鸭、板鸭的酥香味扑鼻而来。

在 冈 上 村 腾 山 头 种 鸭 养 殖 基

地，59 岁的养殖户朱顺华正推着一

小车饲料，招呼鸭子们“午餐”。

清 扫 鸭 栏 、换 水 、消 毒 、添 食

……“别看鸭子现在才 130 多天，都

长到三四斤重了，再过个把月就能

产蛋了。”看着鸭舍里的鸭子，朱顺

华笑得合不拢嘴。他弯下腰，舀了

一大勺鸭食，麻利地撒向食槽。

3 年 前 ，朱 顺 华 成 为 南 昌 苗 旺

实业有限公司的签约养殖户，养鸭

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收入咋样？”

“每个月有个万儿八千的。”老

朱乐呵呵地说。

“那你月月都是‘万元户’喽！”

记者打趣道。

“ 还 真 是 哟 ，去 年 我 收 入 差 不

多 11 万多元。另外，到产蛋期间，

我老伴每天过来帮忙拣蛋，也就个

把小时，这样家里一个月还能增加

个 2000 元收入！”朱顺华说，过去主

要是种地卖菜、偶尔打零工，一年

收入才两万元，有时连鸭蛋都舍不

得吃，现在日子过得好多了。

“公司提供一整套的专业化技

术指导，大大降低我们养殖户的成

本和风险。”朱顺华说，鸭苗和饲料

都由公司垫资提供，养殖过程中，有

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发现鸭子生病

了，兽医免费上门诊疗，“这样养鸭

子省心，还赚得多。”有了技术支持，

加上细心勤劳，朱顺华饲养鸭子很

顺利。今年，朱顺华主动要求多养

了 1000 羽种鸭，他信心满满，“鸭产

业”让日子更有奔头了。

随 后 ，记 者 来 到 冈 上 镇 合 山

村，几栋崭新的厂房格外醒目，厂房内一条条生产线已经装

配完毕，工人正忙着清理卫生。“这里是我们自动化的肉鸭

加工生产线，年后即将开工。”南昌苗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志勇介绍。

作 为 水 禽 养 殖 大 县 ，南 昌 县 一 直 把 水 禽 养 殖 作 为 发

展 畜 牧 业 的 主 导 产 业 来 抓 。 在 省 市 有 关 部 门 指 导 支 持

下，南昌县按照“扶优、扶强、扶大”原则，大力打造水禽养

殖龙头企业，大力推进水禽产业化进程。目前全县有 2 家

农 业 产 业 化 国 家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100 多 家 水 禽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年 养 殖 水 禽 2900 万 羽 ，销 售 鸭 苗 2 亿 羽 ，加 工 水 禽

2000 万羽，其中鸭子占到全县水禽养殖加工 90%以上的份

额 。 作 为 农 业 产 业 化 国 家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苗 旺 公 司 主 营

的花边鸭苗、麻鸭苗畅销河南、广东、四川等 20 多个省份，

去年公司辐射带动周边 100 多户农户养殖，户年均纯收入

达 10 万元以上。

小鸭子变成大产业。在龙头企业带动引领下，冈上镇已

经形成了种鸭养殖、饲料生产、鸭苗孵化、商品鸭养殖、板鸭加

工、鸭蛋加工等一条龙产业链。同时，公司通过利用小水细网

床养殖方式，养鸭排出的水经过沉淀到人工湿地或用于莲藕

种植，达到净化不污染的目的，鸭粪由公司集中收集用于蔬菜

种植，实行养鸭绿色循环使用。

“得益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从集镇到乡村，养殖业已成为

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冈上镇镇长余青介绍，全镇现有

鸭产业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 5 家，养鸭农民合作社 15 家。孵

化基地发展到 160 家，其中年产 30 万羽以上的大型孵化基地

57 家，年存栏种鸭 180 万羽，年产值超 3 亿元。共有养殖户、

养鸭家庭农场 960 家，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48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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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很多街巷挂起了红灯笼，散发出浓浓年味。图为 1 月 20 日晚，旅客从合肥火车站广场的红灯笼长廊内穿过，

喜庆的灯笼温暖着旅客的节日旅途。

解 琛摄（影像中国）

“丹东里 1 栋的楼道灯不亮了，安太里和永康里也有楼道

灯坏了……”1 月 22 日，正月初一一大早，刚刚检查完电动汽

车充电桩设备的国网天津电力黎明服务队队长张黎明，就收

到好几条来自社区网格员的报修信息。

收拾好工具，张黎明带着队员直奔丹东里小区。

“黎明师傅，大年初一还麻烦您过来帮忙，太感谢了。我

们辖区的丹东里、安太里、永康里这三个小区的楼道灯都有点

问题，得麻烦您看看。”一看到张黎明走进小区，社区的值班人

员蒲里杰就迎了上来。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不分过年不过年的。”张黎明笑着

说，“灯都是什么时候坏的？赶紧带我去看看。只有灯都亮堂

堂的，我们心里才踏实。”

这三个老小区的楼道灯都是在张黎明发起的“黎明出

发 点亮万家”惠民志愿行动中，用“黎明·善小”微基金安装

的。惠民志愿行动已经先后点亮了 400 多个楼道，让 4000 多

户居民可以亮亮堂堂上楼。

张黎明一边与值班人员聊着楼道灯的情况，一边戴好安

全帽、套上手套，断开漏电保护器，开始对楼道线路进行排查

……很快，楼道灯又重新亮了起来。

顾不上休息，张黎明又赶往不远处的安太里和永康里小

区，不一会儿就把有问题的灯泡更换一新。“毕竟都是 30 多年

的老小区了，出现问题我们随叫随到，马上解决。”张黎明爽快

地说。

“黎明师傅的服务一直及时周到，不断创新。以前是把电

话写在服务卡上，让我们打电话联系。现在我们和服务队建

起微信群，一有故障，群里喊一声，黎明师傅和队员们马上就

能赶来。”蒲里杰说。

张黎明感慨地说：“这已经是我们服务队在岗位上过的第

十六个春节了，全力守护万家灯火，就是兑现我在参加党的二

十大‘党代表通道’采访时的承诺。”

坚守岗位 点亮万家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靳 博

商场超市人头攒动，乡村大集车水马龙。备年货，过大年，全国各地市场购销两旺，笑容挂在消费者和商家店员的脸上……记者

深入基层，多地探访“年货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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