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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荆文娜

“要说新农村建设，这几年西岭村做得不错，可以去看看。”循着和亲戚

朋友们聊天时捕捉到的“线索”，大年初六，记者来到了距离山西省阳泉市

高新区十多公里的平定县巨城镇西岭村。

“冠以人文之村，首称正德淳风。耕读为本，孝亲睦邻以滋大；忠义乃

节，报国效民而弘仁……”一进村，记者就被村口墙壁上刻着的《西岭赋》吸

引。做功课后方知，西岭村属于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村口的《西岭赋》则

彰显着这一传统村落深厚的文化底蕴。

“乡村兴旺了，国家才会更加兴旺。”一位来自西岭并参与该村改造的

阳泉市退休干部告诉记者，西岭的乡村振兴，做了三篇文章——修整完善

中国传统村落、建设西岭农民公园、弘扬中国传统“和”文化，这为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了解到，按照“两山”理论，西岭村把村民致富的主要产业确定为

旅游产业，以旅游产业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盘活民居资产，开饭店、办民

宿；盘活土地资产，变种粮为种菜，以此来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

锚定目标后，村庄亟待改头换面。上述退休老干部向记者介绍，旧村改造，

从2000年开始。西岭村实施“五改一绿化”工程，建设“农家庭院”。按照“村容

村貌不变，引进城市先进基础设施”的思路，西岭村全面进行了“改水、改路、改

厕、改厨、改暖”和植树造林绿化工程，村内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实现了村

中有林、林中有村的新村貌。如此高的森林覆盖率，在山城阳泉并不多见。

“改造工程中，厕所污水地下管道铺设工程推进难度很大，而最难的还

是户户门前石坝建设工程，有的三米五米，有的十几米，不仅投资多，而且

拆迁难。”这位退休干部对记者讲述，“过去家家户户门前有旱厕、猪圈、煤

堆、粪堆、垃圾堆，现在进行旧村改造，要拆除这些几百年来留下的东西，改

变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村民一时还真不太能接受。阻力大，矛盾多，不过

村干部克服各种困难咬着牙硬是坚持了下来。”

上述退休干部自信地说，“通过旧村改造，农家庭院完全可以与城市房

屋相媲美。吃水不用担，取暖不用炭，做饭不用煤，如厕不出院。原来门前

的旱厕、猪圈已成为历史；原来门前的‘三堆’——煤堆、粪堆、垃圾堆，如今

变成了‘三园’——菜园、花园、果园，农村脏乱差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记者看到，如今的西岭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的石砖路干净平整，

山坡上错落有致的房屋，既有传统的窑洞，也有新建的平房。窑洞的拱形门窗

成为独特的地域文化表达，而新式房屋则展现了现代乡村的活力与时尚。

“近年来，我们还重点打造了以‘和’文化为主题的农民公园，不久后西

岭将举办农民公园开园仪式，让游人感受西岭村的生态之美、乡愁之美、园

林之美、悠闲之美、和谐之美，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蹚出一条中国式

农村现代化的‘西岭路径’。”这位退休干部也坦言，西岭村的旅游产业目前

仍处于建设和完善中，短期内还不能为村民带来明显的实惠。“当前要重点

扶持存栏20万只蛋鸡的省级龙头企业东旺养殖，大力扶持上亿产值的中嘉

磨料磨具出口企业。目前两家企业就业人员达到208人，其中本村劳动力

69人全部得到安置。202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2万元。我们的目标是，经

过努力，使西岭形成‘一二三产统筹，文旅研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和美”乡村“变”出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 樊晶璟 王 丹

□ 本报记者 刘 念

烟火起，照人间，贺新年。在阖家团圆的时刻，山西省五台山景

区旅行社、酒店和餐饮等服务行业坚持假期不打烊，服务不打折，用

贴心服务让游客惬意悠然地体验五台山的独特“年味儿”。

春节假日期间，五台山人气爆棚，与家人一起来山欢享假日时光的游

客众多，线上进行旅游咨询的更是不计其数。“每年的春节假期是旅游的

高峰期，也是我们旅行社每年最为忙碌的一个时间节点。”五台山鹏程假

期旅行社网络部负责人杨宾伟一边忙着解答线上游客的旅游咨询，一边

组织协调旅行团的行程安排，忙得应接不暇。杨宾伟说，每年这个时候旅

行社所有工作人员都会坚守岗位，以百分百的热情去接待全国各地而来

的游客，竭力为游客朋友们带来一次开心、舒心、放心的旅程。

“虽然每天都很辛苦很累，但是却非常有价值，我很热爱这份工

作，并且很愿意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五台山景区的导游员王婧向游

客发出最真挚的祝福，“希望每个来到五台山的游客都能不虚此行。”

在万家团圆时，五台山餐饮服务行业工作者把相聚变为坚守，把

思家之情凝聚在一桌桌团圆饭中，以暖心周到的服务守护着顾客的

团圆，诠释着餐饮人的担当。

石磊是酱醋鱼的合伙人，今年已经是他在酱醋鱼过的第八个春

节了。酱醋鱼生意火爆，常常座无虚席，石磊虽然是合伙人，但总是

亲力亲为，前台接待、后厨帮工、上餐服务员……力求给顾客提供最佳

的用餐体验。“做餐饮早出晚归是常态，越是节假日越忙，虽然辛苦，但

是看到每位顾客满意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春节放假虽然不

能回家，但他已经在多年的餐饮职业生涯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

五台山的酒店人在春节这个欢庆热闹的节日里，同样没有休

息，没有团圆，没有狂欢，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

贡献着，确保酒店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向客人展示出最好的状态。

民宿负责人宋守杰已经在岗位

上度过九个春节了，每次

还不到春节，他所

在的易安

客栈几乎被预订满，他认为这是客户对易安客栈的一种信任和期

待。“我们一定会坚守这份信任，坚守自己的岗位，把这份信任不忘初

心坚持到底，让客户得到更好的体验，得到十分细致周到的服务，让

客户在易安客栈过一个团圆的年。”宋守杰说。

“我们并不是不想回家，只是我们作为一个酒店人，为了更好地

给顾客带来团圆夜，选择留在这个岗位，用心、用力、尽责地服务好游

客，给这个职业添加一份温暖。”友谊宾馆前台接待员孟雨刚毕业工

作一年，但他对春节在岗工作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年味儿是在年初年尾特有的忙碌中，忙出的幸福感，忙出的对新一

年的美好期盼。近年，假期“旅游热”席卷全国各文旅市场，“家庭游”也

成为了春节年味儿的新主题。2025年春节假期入山总人数31.15万

人，同比增长11.53%，门票收入3667.84万元，同比增长16.74%，这些

数据的背后离不开五台山景区服务行业在春节一线的坚守，也正是他

们的坚守构成了来山游客春节仪式感的重要一环。

“我已经连续两年带着家人来五台山旅游了，一方面是为了大年初

一祈福纳吉为来年求个好彩头；另一方面也是趁着春节假期长，能好好

带家人出来玩一玩，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团圆年嘛！”来自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的游客李先生说。

提到在五台山的春节之行时，李先生难掩喜

色：“去年过年来过一次就觉得这边的年夜饭很有

年味儿，可能因为跟我老家的饮食习惯很像。住的

民宿里也有好多特意来这儿过年的，我们聚在一起逛

了好几天。民宿服务员大姐也很热情，大年三十特意

给我们送了自己做的饺子，这次五台山之行特别开心，

我们和另一家游客还约定明年春节继续来。”

消防人员、执法部门、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环

卫工人、生产一线工作者……春节期间，五台山还

有更多无名劳动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景

区的年味儿尽心竭力、添砖加瓦。他们或

许渺若萤火，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驱散

寒冬的凛冽，坚守在岗发光发热，

燃烧成了景区春节最温暖的

底色。

说不尽山色与人亲 别样年味在心头

□ 本报记者 季晓莉

今年，我开启了在家乡南通市如东县周边旅

游过年的新模式。我发现，家乡的文旅产业正在

勃兴，过年再也不是闭门谢客的旅游“荒漠”。

如皋市离如东县不到一小时车程，是南通

市辖下的县级市，但是有水绘园、李昌钰刑侦科

学博物馆这样重量级的旅游景点。水绘园是

“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与“明末四公子”之一

的冒辟疆的栖隐之处，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经过近年的重修后，移步换景，小桥流水、腊梅

修竹，仿佛一幅空灵的山水画，不输苏州园林。

如东县本身也有亮点，例如最新建成的上

河印巷步行街集商业店铺与掘港县城老街文物

于一身，将全国最时髦的潮流消费模式引入县

城，又将建商业步行街时拆迁掉的老街石板路重

新铺上，并将一些原有的老屋加以修缮，作为文

物保护起来。春节假期期间，这里客流量超纪

录。惠民演出天天有，正月初三新春民俗巡游表

演是近30年来如东最大型的民众表演活动，包括

有跳马伕、钟馗戏蝠、浒零花鼓等国家级、省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吸引3万名居民及游客观看。

在南通博物苑，我第一次见到家乡的出土

文物，第一次知道这片江海平原，曾在4000年

前就有人类活动的印记。清末状元张謇仅凭一

人之力改变南通面貌令人惊叹，实业救国、教育

救国的影响至今犹有回响。站在长江边遥望对

岸苏南的璀璨灯光，我心中感叹，南通积极融入

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抢抓战略新兴产业落户

当地，地区生产总值早已过万亿级别，在以“苏

大强”著称的江苏省内都名列前茅。

南通真如著名古对联所说，“南通州，北通

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通江达海，通达全国

全球，欢迎游子归来，也欢迎旅客前来。这份用

心，正在化为经济发展的澎湃动力。

文旅融合走深走实
“诗和远方”相得益彰

电影春节档：北京新地标“解锁”新年俗

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八，春节八天长假收官。从“中国年”到“世界年”，作为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今年春节长假期

间，大街小巷年味儿浓、人气足、消费旺。各地市场红红火火、热气腾腾、亮点纷呈。

春节期间，本报记者跨越千山万水奔赴祖国各地，在与亲人团聚、领略大好河

山的同时，拿起笔、端起相机，记录一个个美好瞬间。本期报纸集中刊发一组春节

假期记者走基层稿件，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按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人

们在传承传统节日民俗的同时，不断创造出

更符合现代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的过年新

方式。近年来，观影成为新年俗，也折射出

文化消费新气象。

2025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唐

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等多部影

片登上大银幕，引发观影热潮。灯塔专业版

数据分析师陈晋说：“今年春节档大片特效

量很足，6部影片中有5部涵盖IMAX、CIN-

ITY、中国巨幕、杜比影院四种特效厅制式，

为观众提供诸多观影选择。”

中国电影博物馆影院，已经成为一些市

民春节档观影的新去处。“看到影博 IMAX

GT巨幕激光厅上映《哪吒之魔童闹海》，这

可是目前北京最大的IMAX银幕，我特意从

通州过来三刷。”市民李先生是电影爱好者，

跟记者聊起IMAX、CINITY、杜比影院在观

影体验上的差别。

一旁带着全家老小前来观影的张女士则

更看重中国电影博物馆春节期间配套的文

化活动。“每到春节，我们全家人都很期待看

唐人街探案。《唐探1900》里潜藏的家国情

怀，非常打动我。”张女士说，“来影博看春节

档，同时体验了‘电影院里过大年’和‘博物

馆里过大年’。观影之余，我们还观看了一

层圆厅的传统民乐表演，体验了绘制京剧脸

谱、拓印年画，老人孩子都很有参与感。”

中国电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

电影专业博物馆，是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

周年的标志性建筑，2007年2月正式对公众

开放。常设展览《百年历程 世纪辉煌》带领

观众走近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张女士提

到，参观展览后才了解到，《义勇军进行曲》

是影片《风云儿女》（1935年）的主题曲。这

首歌在抗战时期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确定为国歌。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

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

大年初一（1月29日），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一

层圆厅，五位民乐演奏家正在用古筝、琵琶、

箫、扬琴和阮演绎曲目《如愿》，记者身旁两

名学前儿童不由跟唱起来，稚嫩的童声令人

动容。当日演绎的还有《金蛇狂舞》《浏阳

河》《茉莉花》《梁祝》等经典曲目。

从大年初一到初六，中国电影博物馆一

层圆厅连续上演传统民乐表演和京剧经典

剧目。京剧表演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担

纲，展现《定军山》等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

让观众在视听盛宴中感受1905年中国电影

诞生的历史场景。圆厅环幕面积达1800平

方米，加上两块巨型大屏，呈现出声光影交

汇的沉浸式场景，让喜庆氛围弥漫全场。

“我从社交媒体上了解到，封神电影和

全国多地文旅都有联动，像安阳殷墟博物馆

等景区都有凭电影纸质票根免首道门票的

政策。这张纸质票根我要保管好。”走出影

院，一位大学生观众兴奋地说。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2月5日9时，

2025年全国春节档总票房为95.10亿元，创

下新的历史纪录，成就“最强春节档”。猫眼

专业版数据显示，2025年1月28日~2月4日，

北京春节档票房规模为3.03亿元，位居城市

票房第二位，仅次于上海（3.2亿元）。

非遗非遗年味浓年味浓
陕西省咸阳市拥有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民

俗。上图为咸阳市秦都区的超大面条夜市上，摊

主们热火朝天地制作着拌面美食。下图为咸阳

市礼泉县袁家村农家乐街的一处辣椒摊位。

本报记者 袁 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