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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的寒风裹着糖炒栗子的甜香，穿过河

北省沧州市园博园的门廊，与流光溢彩的花灯

撞了个满怀。2025 年沧州第二届新春灯会，将

千年运河的厚重与新春的欢腾糅合，为古城添

上一抹浓浓的年味。

下午 4点，灯会的灯组还未亮起，园博园 1号

门前就已排起长队。家住运河区的王女士带着

女儿早早赶来：“听说晚上还有‘打铁花’，带孩

子现场感受一下非遗文化。”

一进园区，目光便被铁狮子造型的灯组所

吸引。沧州铁狮子身披霓虹铠甲，立于机械祥

云之上，传统年兽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引得游客

连连赞叹。“咚咚锵！”一阵锣鼓声点燃了现场游

客的热情，数十名脸涂油彩的表演者身穿传统

服饰，在锣鼓声中开始了武打表演。向右一拐，

巨型心愿墙承载着人们的新年期许，吸引大家

驻足围观、诚心祈愿。

傍晚 6 点多，34 组主题灯组次第点亮，灯影

流 转 间 ，大 运 河 的 千 年 文 脉 悄 然 流 淌 。 晚 上

7 点，打铁花表演正式开始。匠人师傅舀起一

瓢沸腾的铁水，用力一击，橙红的液体在漆黑的

天幕上绽开层层叠叠的“铁树银花”。前排孩童

连连惊呼，瞳仁里跃动着璀璨光影；身旁老者仰

头眯眼，皱纹里盛满笑意，耀眼的火花将冬日寒

意灼成滚烫的年味。

春节假期，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沿线 8 个县

（市、区）还举办了南皮落子、泊头黑旗高跷、吴

桥杂技情景剧等多个惠民文化演出，文旅融合

让千年运河重焕生机，市井烟火里的欢声笑语

让蛇年春节的年味更加浓厚。

灯火映运河   新春年味浓
本报记者   杨笑雨

正月初九，山西青铜博物馆“臻藏晋显——

山西省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字化保护成果

展”开展首日，展厅里人头攒动。游客选中电子

地图上的解州关帝庙，可俯仰庙外，在全息影像

里 移 步 换 景 ；或 近 探 庙 内 ，饱 览 古 建 的 建 造

制式。

“我们去过那里，怎么感觉虚拟古建比实景

还漂亮？”游客杨女士很好奇。“采用现代测绘和

地理信息技术，山川、河流、楼宇、古建都被放入

地理基准点，再‘贴’上遥感卫星拍摄的照片，生

成的影像分辨率达 0.2 米。”山西省测绘地理信

息院数据中心副主任贾晓亮揭开谜底。

“蛇年春节期间，走红网络的‘跟着悟空游

山西’文创地图就是我们负责设计的。”贾晓亮

介绍，节后开工，大家正加班加点以纸质地图为

母本，加快打造“山西古建地图”微信小程序。

如何让游客获得沉浸式的古建游览体验？

“既要有好料，还得会烹调。”贾晓亮笑着打了个

比方——数据组成了制作文物古建实景三维场

景的“原料包”，然后再转化为与虚拟引擎软件

相匹配的格式，渲染生成四季变化、光影变幻等

环境场景，最后将处理好的数据整体“打包”，输

入文物古建沉浸式体验平台。

“目前小程序的页面和程序设计已基本完

成，正在走 57 个景点的资料质检和审核等流

程。”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第三测绘院院长李

建伟说，“我们加把劲，让‘山西古建地图’微信

小程序尽快与大家见面。”

数字绘古建   沉浸游山西
本报记者   宋   飞   马睿姗

山路蜿蜒向前，一处高坡上，一排排新房映

入眼帘，家家门前都挂上了大红灯笼……这里

就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

沟村。

走进村民王宝维家，沙发、液晶电视、冰箱、

洗衣机等家具家电齐全，凤梨花盆栽青翠欲滴。

“没想到这么快就搬进了新房子，在新家过新

年。”崭新的厨房里，王宝维的老伴和儿媳正在

做饭，宽敞的客厅里，小孙女在开心地玩耍。

去年 8 月，绥中县遭遇洪灾，祝家沟村是受

灾最严重的村子之一，51 户村民住房受损，其中

41 户易地集中重建安置。为了让村民温暖过

冬，施工人员连续奋战，在去年 10 月底前实现了

建成交付。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丽丽一直忙

碌在恢复重建一线，“看到村民能在入冬前欢欢

喜喜住进新房子，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

王 宝 维 家 的 新 房 120 平 方 米 ，政 府 补 贴

60 平方米，自己只掏一半的钱，还收到了免费

发放的家电。旱厕变成了抽水马桶，井水变成

了自来水入户，“新家住着舒坦多了，生活越来

越有滋味。”王宝维说。

安居，还得乐业。祝家沟村村民大多以果

树种植为生。“洪灾时，县里派人帮着抢收水果，

减少了大家的损失。之后还有农技员指导恢复

农田建设，村民心里也更踏实了。相信新一年

我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更好。”王丽丽说。

夜色降临，家家户户亮起灯光。灯光下，大

红灯笼愈加鲜艳。

住上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施   娟   刘佳华

春节假期，走进宁夏银川金凤区长城花园

社区，一幅多民族共融的“年画”徐徐展开：回

族阿姨端着刚炸的馓子敲开汉族邻居的门，蒙

古族大爷在秧歌队里挥起红绸，社区各民族党

员挨家挨户拜年……这个春节，冰雪未融的寒

意被社区里的欢声笑语驱散。长城花园社区

成立于 2003 年，拥有 1.8 万余人，少数民族居

民占比达 38%。在这里，各族群众如石榴籽般

紧紧相拥，用春节里的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

一家亲”的生动篇章。

古尔邦节的馓子、端午节的粽子、春节的

饺子……回族居民苏芳每逢节假日，总和自己

的汉族邻居一起分享美食。如今，长城花园社

区每年举办“千家宴”，各族居民端出拿手菜，

一张圆桌摆满各族风味美食，也盛满了邻里的

深情。

基 层 群 众 自 治 ，长 城 花 园 社 区 形 成 居 民

“人人管事”的良好氛围。“社区建设，靠的是大

家的共同努力。”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扎根社

区 20 余年，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改造、养老助困

等难题，将党支部建在 19 个小区里，602 名各

族党员成为服务先锋。在传统节日，社区举办

邻里节、最美家庭评选，还经常组织茶话会、文

娱活动，让“共庆”成为习俗。

在社区活动室，各族居民正排练节目，藏

族舞步与回族舞蹈交融；小区广场上组织春联

创作活动，其中一副写道：“民族团结花常开，

社会和谐春永驻”……在长城花园社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不断生根，编织成基层自

治、民族团结的生动注脚。

民族一家亲   欢度幸福年
本报记者   秦瑞杰

“这是我们在横琴澳门新街坊买房后的第一

个春节，小区里挂上了红灯笼，节日氛围很浓。”在

广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新街坊，澳门居民

区永辉和家人对新的社区环境很满意。

2024 年 9 月，区永辉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

从澳门搬入横琴澳门新街坊。谈及入住感受，

他直言楼下卫生站为大家提供了不少便利。“挂

号、量血压、见医生、取药，全程不到 20 分钟。”

区永辉说，挂号台贴着澳门公立医疗机构的标

志，诊室配备粤语和普通话医生，药房货架上的

药品不乏澳门卫生局特批的进口药物。

为了更好地服务澳门居民，卫生站从硬件

到服务都参照澳门医疗模式建设。据介绍，该

卫生站人员配置完全比照澳门标准，确保服务

流程与澳门公立医疗机构一致。

此外，患者病历通过专线与澳门医疗系统

实时共享，确保诊疗连续性。作为澳门特区政

府首个在内地设立并由其直接运营的医疗机

构，卫生站开创了“一国两制”下医疗合作的新

模式。

合作远不止医疗，澳门新街坊在教育、政

务、交通等领域全面推动琴澳规则衔接。区内

落地首所澳人子弟学校，采用与澳门相同的教

育体系；在小区门口的政务服务中心“24 小时

自助服务区”智能终端机，居民可自助办理澳门

社保查询、税款缴纳等上百项业务……澳门新

街坊的“跨境便利”，已经转化为澳门居民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横琴新街坊   生活挺便利
本报记者   李   纵

雪越下越大。大雪淹没前车驶过的车辙，

雾气挂在挡风玻璃上，留下点点露珠。“不能停，

得尽快把包裹送到乡亲们手里！”哈弄夺机握稳

方向盘，艰难地向前行驶。

哈弄夺机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

若尔盖县分公司的网运投递组组长兼乡邮投递

员。眼前这条邮路，他已经跑了十几年。从县

邮政分公司，一路经过班佑乡网点、巴西镇网

点，直到包座乡网点，单程 108 公里的邮路，平

均海拔 3500 米，哈弄夺机每周要跑 6 趟。

此行，哈弄夺机早上 9 点就开车出发。头

一天，看准了天气预报，哈弄夺机往车里塞了不

少防冻液和干粮，“要走完单程的邮路，也得

3 个多小时，天太冷了，得防着意外。”

行至班佑乡网点，已是上午 10点多。打开车

门，将包裹抬上车。“老乡们买了衣服、鞋子，快递

公司送不到高原乡镇，就由我们来送。”春节前后，

县邮政分公司每天要收到七八千件快递包裹，

70%都由哈弄夺机和同事运往高原地区。

十几年前，哈弄夺机刚跑这条邮路时，路

还是土石路。“现在添了新房，路也越来越宽。

我也从送信到送快递，再到帮老乡销售农

产品。这条邮路上，见证着高原山乡

村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哈弄夺机

感慨。

面包车行驶至最后一

站包座乡网点，乡亲们

已站在网点门口翘

首 以 盼 。“乡 邮

投递是我的职

责，我要继续

在这条路上走

下去。”卸完货，哈

弄夺机又驶向前路。

高原乡邮路   风雪不停歇
本报记者   王永战

串糖葫芦、捏糖人、剪窗花……在浙江丽水

青田县方山乡，原汁原味的传统年俗活动让国

内外游客兴致盎然，纷纷参与体验。浙江省、

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组团”送演出、送服务，

为村民带来了新年的祝福和欢乐。

春节假期，以“让世界品味青田   在青田感

受世界”为主题的浙江侨乡中国年活动在青田

县拉开帷幕。来自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余

名国外游客与青田华侨、当地群众共同体验中

华传统文化，感受侨乡青田独特的年味。

“现场活动很丰富，我和家人一起观看了木偶

戏和越剧，非常精彩。我之前都是在国外过春节，

很多年没这么热闹了。”从葡萄牙回乡过年的青田

华侨徐旭阳感慨，又寻找到了记忆中的“年味儿”。

方山乡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

共生系统的发源地。“鱼趣体验区”中，许多游客

亲身体验抓田鱼的乐趣。“朋友们，我现在在青

田过年，这里的舞鱼灯表演，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来自埃及的埃米尔是一名职业演员，他记

录下了这些有趣的文化体验，并制作成短视频

进行分享。“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中国文化。”埃米尔说。

除了非遗文化展演，青田县还推出了石雕

篆刻体验、乡愁打卡点、青田生活方式体验等九

大主题活动，让更多海外侨胞感受家乡的年味，

吸引更多国际友人走进青田、了解青田。

侨乡非遗美   精彩中国年
本报记者   李中文   刘军国

雪后初霁，记者来到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火

车站，然后与工作人员坐上皮卡，一同朝着大别

山深处进发。

“墩义堂站到啦！”同行人员喊道。

环顾四周，这里与日常所见的火车站差别

极大。看不到安检员，瞧不见候车室，周围连个

旅客的影儿都没有，十分冷清。“我们站直属合

肥站，是沪蓉铁路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不办理

旅客乘降业务。”墩义堂站站长方红解释道，“目

前站里只有 4 名职工，24 小时值班，两班倒。”

方红年过五旬，今年是在这里工作的第十

五个年头。2010 年，方红来到这个位于大别山

深处的小站工作，孤独、冷清是他对这里的第一

感受。“我以前在合肥市周边的几个车站工作，

离城市近、人气很旺，不像这里，陪伴我们的只

有四周的大山和呼啸而过的列车。”方红介绍，

凌晨零点到四点，高铁停止运行，工务、电务等

设备管理单位会对高铁封闭区段的设备进行检

修。“我们要做好检修任务的登销记工作。之后

还要等着武汉局和上海局动检车在墩义堂站完

成始发和终到作业，确保列车一切正常后，才能

下班。”

常年坚守在这里，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墩

义堂站周边有一处菜地，方红饶有兴致地介绍

起来。“这里种有大葱、大蒜、小白菜，旁边还有

果树。深居山坳，买菜不便，种菜可以自给自

足，也能给单调的生活增添点乐趣。”方红说。

皮卡再次启动，绕了好久才开出山坳。身

后，方红和同事又投入新一天的工作。大别山

深处的铁路人继续守护着旅客的出行安全。

扎根小车站   守护平安行
本报记者   田先进

一颗羊拐骨飞掷而起，腾空之际，按次序迅

速抓起几颗散落在桌面上的骨粒，又将回落的

一颗稳稳接住……参赛牧民精准的动作一气呵

成，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春节假期，走进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满都

宝力格嘎查的牧民活动室，牧民们几人成组，玩

着沙嘎、蒙古族象棋、纸牌等游戏，场面好不

热闹。

草原上，牧民们住得分散，难得有机会聚在

一起。“以前我们嘎查但凡赶上节庆，都得在饭

店大摆宴席。”牧民格日勒告诉记者，“看着热

闹，可太浪费了，好多菜都没怎么动，就倒掉了。”

“要是赶上过年，浪费就更多了，还要购置

很多不必要的年货。”牧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不瞒你说，过去还有喝多了酒，因为言语不和

闹矛盾的……”

“所以大伙一商量，今年不办席。办点有趣

的活动，既能相聚，又有意思，一举两得！”嘎查

党支部副书记孟根其其格告诉记者。

节俭过年，年味不减。今年春节前，当地制作

了 4部移风易俗主题的微电影，春节期间在群众中

广为传播。一些社区、牧区居民也自发组织在一

起，把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等内容纳入进来，共修

订完善 77份嘎查（社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大家聚在一起玩游戏、唠家常，节俭又健

康，热乎劲儿一点不比过去少！”牧民们都说，家

人的陪伴、邻里的互动、文化的传承，“这才是春

节最本真的模样！”

节俭过春节   培育新风尚
本报记者   吴   勇

自动泊出车位、跨层驶出、自动出停车

场闸口、城区和高速公路智能辅助驾

驶……今年过年，王铎洁驾驶她的

小 鹏 P7+ 新 能 源 车 从 上 海 出

发，一路开启智能导航辅

助驾驶，直到山东淄博

老家，“全程 700 多

公 里 ，大 部 分

都 使 用 高

阶 智 驾 ，

体验感不错。”

“ 为 了 让 车

主春节回家更安全、

更舒适，我们提出‘智驾

春 运 ’，推 出 智 驾 软 件 新 版

本。”小鹏汽车自动驾驶副总裁李

力耘说。

选 在 春 运 期 间 开 放 智 驾 软 件 新 版

本，对小鹏而言无疑是一场“大考”。记者走

进位于广州天河的小鹏汽车自动驾驶中心质量

管理部，工程师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新

版本全量推送后，我们彻夜监测，目前使用状况

良好。”部门主管小朱说，春节期间他带领 22 人

的质量服务团队轮流值班，监测和解决用户遇

到的问题。

为智驾软件新版本保驾护航的不只是质量

管理部。“一个月内，我们线上线下密集收集用

户反馈，并在内部每两天迭代一个新版本。”一

位小鹏自动驾驶产品专家说，人工智能大模型

大幅提升了新版本成长、完善的速度。

“每迭代一个版本，都要针对安全、舒适、效

率、合规四大类问题进行路测。”一名测试工程

师说，智驾软件所依赖的端到端大模型，可以实

现在实践中自我学习、迭代成长。

“2024 年，高阶智驾在国内新能源新车中

渗透率接近 10%。”李力耘说，高阶智驾实现了

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跨越，给用户带来了更好的

智驾体验。

智驾伴旅途   体验更舒适
本报记者   王   政

本版责编：张彦春   刘涓溪   曾亦辰   版式设计：蔡华伟

新
春
新
期
盼

新
春
新
期
盼    

生
活
更
美
好

生
活
更
美
好

图①：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群众在表演秧歌。 白凌燕摄（影像中国）  
图②：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丰惠老街，江南传统婚俗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观看。

胡赵锋摄（人民视觉）  
图③：春节假期后，江苏宿迁市宿城区推动辖区内工业企业尽快实现满产达产，图

为一家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赶制订单。  陆启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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