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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2 月 19 日，正月初十，市戏曲文化
广场人头攒动，舞台上裙裾飞舞，歌声
嘹亮，引得观众一片叫好声，天气虽
冷，却丝毫不影响现场观众的热情。
据了解，本次演出活动为期两天。2 月
21 日 18 时 30 分开始将在市文化馆室
内开展持续 3天的花灯制作、猜灯谜等
非遗年俗活动。

演出还没开始时，戏曲广场就已
站满了群众。一名群众告诉记者，她
提前一个多小时就来等着看演出，没
想到人这么多。在演出后台，记者看
到一排排打扮得十分喜庆的小朋友准
备上台，领队的彭程老师告诉记者，小
朋友们有两个节目，分别是《龙腾盛
世》和《红红的绣花鞋》，两个节目用了

十多节课时间排练，孩子们积极性很
高，表演一定很精彩。

如水的月光下，如雾的竹林里，合唱
团演出的《月光下的凤尾竹》轻柔舒缓，
动人心弦，令观众沉醉其中。据领队王
玉燕介绍，王菊霞今年 69岁，是合唱团
年纪最大的成员。“我4年前跟大家一起
吹葫芦丝，一开始我们经常在公园学习、
练习，到了第3年，陆续有人邀请我们演
出，能结缘葫芦丝，认识这些朋友，我很
荣幸！”王菊霞说。金乐山今年61岁，是
一名转业军人，他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就
有一个音乐梦，只是忙于工作和家庭，暂
时搁置了。现在他已经退休，有充足的
时间，两年前看到朋友在吹葫芦丝，他很
高兴地加入了合唱团。“吹了葫芦丝，新
朋友多了，精神头好了，烦恼、痛苦都少
了。”金乐山高兴地说。

市文化馆副馆长黄琴说：“我们的
节 目 是 从 群 众 中 筛 选 的 ，再 献 给 群
众。今天演出现场观众很多，让我十
分感动，尽管天气严寒，也没有影响大
家的热情。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努
力，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让大家
真切地感受文化的魅力，给大家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2 月 9 日大年三十傍晚，伴随着甲辰
龙年春晚开场的倒计时，陕西交控集团西
商分公司商州北管理所员工食堂内欢声
笑语，40 多名在岗职工同举杯、庆新春，
一顿别样的年夜饭拉开了序幕。春节是
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但他们
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展路产巡
查、道路养护、收费等工作，为司乘群众的
回家之路保驾护航。

春运是一场年味浓浓的“大迁徙”，
是对相逢和团聚的另一种诠释，但对于
交控人来说，春运意味着默默守护。2
月 9 日 21 时，仍有许多从各地返乡过节
的车辆拥进商州北管理所腰市收费站出
入口，副站长陈鑫正紧张有序地引导、指
挥车辆，保证车辆安全、快速通过，确保
道口畅通。当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聚的
欢乐中时，陈鑫还带领着各收费班值班
人员坚守在一线，服务广大司乘。他说，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是团圆的
日子。但在我眼中，无论何时何地，为司
乘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都是我的首要
任务。当看到他们因为我的帮助而顺利
前行，那种满足感、成就感让我觉得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夕当天，商州北管理所安全路产中
队巡查员张辉和同事们巡查至澄商
高速上行 K6+600m 处时，发现一
辆白色小轿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内，车旁站有数人满面焦急。
巡查人员立即上前引导司乘
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在故
障车辆后方摆放锥筒进行安
全警示。在了解到车主王先
生一家返乡途中因车辆右后
轮爆胎无法行驶，车上又无换
胎工具后，张辉从巡查车内取
出工具主动帮助车主更换车

胎，又护送该车安全驶出就近收费站补
胎。临别时，他和同事们还不忘叮嘱车主
驾车出行前做好车况检查，车主紧紧握着
路产巡查人员的双手表达了感谢。“常态
化的应急演练、节前的周密部署、节时的
坚守岗位，就是我们交控人春节特有的年
味。只要司乘在高速上能够安全驾车，平
安到家和家人团圆过年，就是我最大的心
愿。”张辉说。

“ 有 困 难 ，找 路 产 巡 查 ”。 高 速 公
路上随处可见的这句话总会带给司乘
群 众 满 满 的 温 暖 。 目 前 ，春 运 保 畅 之
路 已 走 过 大 半 ，但 商 州 北 管 理 所 的 路
产 巡 查 队 员 们 仍 坚 持 全 力 保 畅 ，日 夜
穿 梭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排 查 道 路 安 全 隐
患、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区志愿服务值
守、随时观察道路通阻情况、第一时间
上报路况信息。

“对所辖路段环境卫生情况再检查，
确保路容路貌持续向好，行车道路干净
整洁。”大年初二，商州北管理所养护股
职工李天宠在工作群里照常上报着当天
的巡查内容，不论假期还是工作日，他都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平凡的公路养护
岗位上持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表
示：“保质量、提进度，全力以赴保障西商
高速道路安全畅通，是我们养护人员的
职责和使命。”

春节不放假，安全不打烊。商州北
管理所全体干部职工用坚守和奉献诠释
着责任和担当，守护着春运“安全线”“顺
畅线”，在平凡的岗位为司乘人员护佑一
方平安。

用坚守护航群众回家之路
本报记者 侯彬 李敏

本报讯 （记者 李少虎）2 月 13 日，2024 年商洛市全
民健身大拜年趣味项目大联谊暨社区运动会在洛南县体育
场举行。

参加本次趣味项目联谊暨社区运动会的参赛队分别是
来自全市基层社区的 8支代表队。他们参赛的有跳绳接力
赛、金龙迎春、鱼跃龙门、毛毛虫龙舟赛、龙行万里及拔河邀
请赛等团体比赛项目，既有竞技性，又充满趣味性。现场气
氛热烈，不仅有体力和智力的比拼，更有社区居民之间团
结、协作的温馨体验，每一位参赛居民都在各自的舞台上激
情展露出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才艺，500 余名参赛选手同
3000 余名现场群众的加油、呐喊、欢呼声成为龙年正月初
四这个喜庆祥和的日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
跃了全市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引导了社区居民养成积极健
康的运动生活方式，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协作，为

“康养之都 年味商洛”注入了独特的体育元素。

全民健身辞旧岁

趣味比赛贺新禧

2月17日，龙年正月初八，镇安县永乐街
道八亩坪村生态草莓园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新鲜的草莓正值采收季，一垄垄整齐的绿苗
上缀着一颗颗鲜红的草莓，透出浓浓的春意。

“明天就要上班了，趁着春节假日的尾
巴，带着老人和孩子来草莓园体验采摘乐
趣，品尝新鲜的草莓，是难得的快乐。”家住
城区的张先生说，从城里开车到草莓园只需
20 分钟，很方便。没一会儿工夫，张先生一

家四口就摘满了两篮红彤彤的草莓。
“40 元一斤，两篮 4 斤一共 160 元。”生

态草莓园种植户赵昌忠过完秤，笑呵呵地对
张先生说。一番扫码付款后，张先生将草莓
放进小车后备箱里，还取下折叠凳，和家人
享受着河边的田园风光。

而在另一个大棚里，曹女士正和在西安
加班的丈夫手机视频连线，分享采摘草莓的
乐趣。她的孩子用小手捧着几颗饱满红润

的草莓对着镜头喊：“爸爸，你明天放假回
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周围采摘草莓的人
目光都被这温馨的情境所吸引。

“过年正是旺季，今年正月天气好，从初
二开始就陆续有人来采摘，光正月这几天我
收入两万多元。”种植户赵昌忠坐在大棚前，
算起了自己的“幸福账”，“我种了12亩草莓，
采摘季节是农历的九月到第二年的四月，一
年下来能挣个上十万元不成问题。”据了解，

赵昌忠的生态草莓园现有大棚6个，主要以牛
奶草莓、巧克力草莓两个品种为主，成熟的草
莓个头大、口味甜、色泽均匀，备受市场青睐。

谈起新的一年，赵昌忠说：“在家门口种
草莓不仅自己鼓了腰包，还带动了周边村民
跟着挣钱，挺有自豪感。下一步，我还想依托
草莓特色种植，打造集休闲、观光、采摘为一
体的城边郊游模式，让产业更兴旺，让周边村
民的日子像熟透的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新 春 好 时 光 草 莓 别 样 红
本报记者 马泽平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若阳）“这里！把大棚这里再
固定一下。”1 月 31 日，记者走进山阳县高坝店镇食用菌省
级示范园区，看到一排排养菌房中的菌棒摆放整齐，在冬日
的菌室中萌发。工人正冒着严寒、热火朝天地焊接检修加
固一座座食用菌种植大棚。山阳县农投公司为确保明年春
季菌棒及早上架，在做好菌袋养护的同时，积极做好大棚检
测维护，确保开春滑子菇尽早出菇。

“我们的滑子菇每年春天大量产出，销往全国各地。”说
起开春后的销售情况，山阳县农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仕宏满眼期待。

近年来，山阳县农投公司立足本职资源优势，充分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从延安菌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引进滑子菇
新品种，先后在中村镇沟口社区、高坝店镇高坝街社区示范
种植。今年年初，在继续巩固高坝、中村基地基础上，扩大
发展板岩食用菌产业园。

“我们力争 2024 年全年种植滑子菇 300 万袋以上，预
计产值 1800万元。同时，可解决剩余劳动力 200多人就地
务工，人均增收 6000 元。”李仕宏表示，今后将辐射带动两
岭、户家塬等地发展滑子菇，下一步，会在做好滑子菇菌袋
加工、示范种植、产品销售的同时，积极与陕西丰中润海佳
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开展滑子菇产品初加工，确保滑子菇产
得出、卖得好，让农民心里有保障。

食用菌棚生产忙

不误农时不负春

赏惠民演出赏惠民演出
庆甲辰新年庆甲辰新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雨萌宋雨萌 巩琳璐巩琳璐

22 月月 1111 日日，，养护工作人员李天养护工作人员李天
宠在库房检查传输带运作情况宠在库房检查传输带运作情况。。

22月月99日日，，商州北管理所员工食堂内商州北管理所员工食堂内，，职工们共同举杯喜迎新春职工们共同举杯喜迎新春。。

22月月1515日日，，腰市收费站副站长陈鑫腰市收费站副站长陈鑫（（左一左一））正正
通过监控系统认真分析站区车辆通行情况通过监控系统认真分析站区车辆通行情况。。

歌伴舞歌伴舞《《江山江山》》

演员在后台排练节目演员在后台排练节目

演出现场观众摩肩接踵演出现场观众摩肩接踵，，正在专心致志地观看表演正在专心致志地观看表演。。

“上周四下午，老妈发视频说
这个周末杀猪，让回去，顺带买些
菜招待周边的邻居。”2 月 2 日，山
阳县色河铺镇桦栗沟村驻村第一
书记吴泽华高兴地告诉记者，自
己早馋上了年猪的味道，也期待
着那个平时寂静的山坳里那一抹
烟火味和热闹气息，心里不免有
点小激动。

吴泽华的家乡在山阳县有名
的特色古镇——漫川关镇，那里
有远近闻名的漫川八大件和各种
各样的美食，吸引着许多慕名而
来的游客。2 月 3 日天一亮，吴泽
华就催着妻子去买菜，但并没有
让买肉类。“街道上卖的什么肉都
没有老家的土猪肉香，再说，现在
农村也不像原来穷的时候吃不上
牛羊肉和海鲜类了。因为现在吃
席多，牛羊肉和海鲜等都吃得不
想再吃了，且有的是流水线产品，
似乎没有一点肉香了。”吴泽华
说，自己儿时上学是一段艰难的
时光。去学校时肚子撑饱，两个
半小时走能到校，到回家时肚子
饿得难受，没力气走不动，3 个多
小时才能到家。

杀猪是一项传统手艺，也是
最聚人气的一项活动。乡亲们
都围着火炉烤火，有说有笑。吴
泽华说：“只有快过年时才有这
种场景。平时满沟里也就几个
老 人 看 家 护 院 ，种 点 粮 食 和 药
材，年轻人都出门挣钱了。”吴泽
华给老乡们散了烟，他的妻子给
倒茶，母亲和小婶在厨房洗菜，小叔在烧汤煮水，父亲在
张罗着晚上吃席的事宜。准备杀的那头猪早已放出圈
去，在道场转悠。烧茶水、扫道场、把火盆的火烧旺，这都
是杀猪前的准备工作。不一会儿，杀猪匠和乡亲们就都
围上来了，木缸、门板等工具准备齐全，杀猪匠一声令下，
开始！吴泽华率先上前用铁钩套上猪嘴，接着乡亲们齐
上，有的拉猪尾巴、有的套猪脚，乱而有序。杀猪匠有条
不紊地宰杀农家猪，分割猪肉，各色刀具上下翻飞，将猪
肉切成大块大块的，一块块肥美的猪肉见证了人们一年
的辛苦劳动。屋外在杀猪剔肉的同时，屋内妇女们也开
始忙活起来，食材在厨娘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道
道鲜美的菜品。

杀猪宴的烹制方法简单，却是难得的美味，所有的杀
猪工序全部完成之后，整个山坳已经看不见人影，只有弥
漫着的浓郁香气，吴泽华和父亲趁天黑前把所有的邻居
叫来吃杀猪席。吃席结束，已经晚上 7 时许，整个村庄除
了吴泽华家灯火通明，其他都淹没在了浓浓的夜色中。
吴泽华说：“父母亲为人实诚，每年杀猪结束后，多少都会
给帮忙的乡亲分点肉，让没有喂年猪的乡亲们过年都尝
尝年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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