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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大年初二半夜 11 点，看完《满江红》的王丽
还沉浸在电影情绪里，缓慢地走出影院。 这个春节假期，23
岁的王丽很“忙”。 “已经看了《满江红》和《无名》，还计划看
《流浪地球 2》。 ”看电影成了她过大年的休闲方式。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 2》《满江红》《深海》 等多部影
片上映，欢乐喜剧、科幻冒险、古装玄幻等类型丰富的影片
吸引了大批观众走进影院。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7 日 （农历正月初六）16 时， 春节档总票房已超 65 亿
元，其中《满江红》超 24 亿元、《流浪地球 2》超 20 亿元、《熊
出没·伴我“熊芯”》超 7 亿元，这三部影片分列春节档票房
前三位。

“以前在镇坪看电影会有‘包场’的情况发生，现在一
个厅都是满的。 很多年没这么热闹了。 ”大年初三，返乡大
学生王强与同学相约观看电影《无名》，在电影院感受到观
众高涨的观影热情。

“以前按照要求都需要隔座位安排， 现在基本都是满
员。 ”镇坪县汇丰国际影城负责人邓金鸽告诉记者，大年初
一至初三，影院平均上座率在 45%左右，《满江红》黄金场

次达到 90%以上，影院又回到了以前热闹的场景。
春节期间，沿街精心装扮的红灯笼、彩灯与热闹喧嚣

的年货市场让镇坪的年味愈加浓厚。 腊肉、腊肠、竹笋、干
香菇、豆腐乳等独具镇坪特色的年货占据了镇坪的大街小
巷。 从人头攒动的“热乎劲儿”与脚不沾地的“忙碌劲儿”
里，感受回暖的消费与市场的新气象。

“之前的繁华热闹终于回来了。 ”一家镇坪特产专卖店
的店主张先生感慨道， 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9 点， 包货、打
包、谈价，他忙得脚不沾地。

“老板，腊肉多少钱一斤？ ”“竹笋有没有袋装的？ ”在小
店里，有前来进货的商贩，也有逛街采买的散客，笑容挂在
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喜气和欢乐。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市从 1 月 14 日起,以发
放惠民消费券的形式开展促销活动， 在全市发放了 1500
万元惠民消费券，参与企业及门店涉及住宿、餐饮、景区、
商超等。 从小超市到大商场，从各大县到安康城，各地都是
人挨人，人挤人，你说我笑，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这浓
浓的年味儿，在 2023 年又回来了。

春节期间天气持续晴好、阳光普照，朋友圈总会被一
帧帧定格“安康蓝”的美照刷屏。 与市民感官相一致的是，
这几年春节期间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有明显的改善，空气
质量稳步提高。

“以往过年必定是要烧几沓纸、燃一把香、点两根蜡、
扬一串炮的。一顿操作后，烟熏雾燎，呼吸间满嘴的烟尘。 ”
家住旬阳市城关镇商贸小区的曹女士深有感触，尤其是家
里有了小孙子后，她更担心放炮烧纸带来的安全问题。

转变自 2018 年开始，当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安康市
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 此后 5 年中我市各级各相关部
门持续抓好禁燃禁放工作，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地落实落
细。 市市场监管局狠抓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组织
全系统对生产销售的烟花爆竹进行监督检查；市应急管理
局聘请省级专家上门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指导企业转型转产和帮助企业招商，并深入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尤其是停产半停业企业，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市

城管执法局采取机动巡查和定岗定责相结合的方式，抽调
人员成立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应急处理工作队，保障节
假日期间值班值守……

措施有目共睹，成效立竿见影。 “从客观成果来讲，改
变还是很明显的。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说。 他们通常会
在年前成立联合检查组，去相关县（市、区）督导落实禁燃
禁放工作，并在重要节点增派警力值守在重要岗位，日常
加强巡逻劝导。 “现在放炮的人少，晚上还能早点回家，不
用值守到半夜一两点。 ”

感同身受的还有东关社区义务巡逻队队长寇正富。 以
前在年三十晚上、元宵节、清明节等节点，他都会带领巡逻
队的 6 名成员开展宣传并重点加强巡逻。 “现在发现有人
放炮，我们及时制止劝导，人家也能理解。 ”

在东关社区待了五六年的志愿者常安改也感触颇深。
“以前初一早上， 我们都要打扫社区的垃圾， 地上多是炮
皮，现在基本没人放炮，给我们减轻了工作压力。 ”

随着春节假期的到来，石泉县后柳古镇
迎来了一波波旅游高潮。

当地吸引游客的除了古色古香的别样
建筑外， 就数在古街随处可见的腊肉摊点。
走进后柳古街， 有两间不大的老式建筑门
面，门面挂着刻有“千年奇石万年崖柏”的牌
匾。 店内的货柜货架上陈列着奇石、崖柏、文
玩等工艺品， 店门口整齐摆列着各种土特
产，一个横架子上挂满腊肉、香肠，正是这些
不起眼的干货、腊肉吸引游客围了一圈驻足
品尝购买。

前些年， 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来
后柳游玩的人逐渐增多，李明东便用自家的
老房子开了店铺，起初主要卖石头、崖柏等
工艺品，渐渐李明东发现很多游客对本地土
特产更偏爱，后来就主要卖些腊肉、香肠、香
菇、木耳等干货。

“这块儿多少钱？ ”“这块 3 斤多一点儿，
114 块钱。”李明东的妻子田芳赶紧拿起游客

指着的一块腊肉放在称上，称了一下回答。
“这个你先把它烧一下，用温水泡一下，洗干净就好

了。 你这个买回去挂在通风的地方，想吃了随时都可以
自己做。 ”田芳一家人正围着摊位忙得不可开交。

“这几天来的大多都是西安、汉中的游客，过来特别
喜欢买我们的腊肉、香肠。 以前受疫情影响，来游玩的人
不多，生意都不太好，现在节日期间游客逐渐多了起来，
随着旅游业发展也带动了我们。 ”李明东介绍说。

几年都没有出远门的西安游客黄女士和朋友第一
次来后柳游玩，“第一次来也是第一回吃，以前就听朋友
说这边山水很美，腊肉很好吃，趁着这几天节假日，特意
过来买一点儿尝尝。这个腊肉味道非常香，油而不腻，刚
刚买了一百多块钱的肉准备带回去。 ”黄女士品尝着美
味高兴地说。

这几年，田芳也积极利用微信、抖音等平台，探索传
统销售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创新之路，凭借着传统纯手
工制作方式，吸引了众多外界人士对血粑粑、腊肉、香肠
等美食的热捧，许多人买过一次都成了回头客。 “现在生
意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田芳对今年的发展充满信心。

“今年春节七亿人在海南，七亿人在西安”，这
是广大网友的调侃，也是“西引力”爆棚的侧证。登
上城墙看花灯，感受《长恨歌》“BE 美学”，登华山
祈福……癸卯兔年春节， 西安以历史文化底蕴为
核心的推广策略再次引得多方关注。 仅携程平台
一家， 目的地为西安的整体旅游订单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就超过了 500%，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678%，跨省游订单量占比为 74%。西安城墙新春灯
会、 大唐芙蓉园新春大潮会上榜兔年春节十大热
门灯会。

与此同时，陕西文旅市场强劲复苏。据省文旅
厅统计， 全省各地文旅部门和景区共组织开展各
类线上线下文化旅游活动 4000 余项，既有彰显地
方特色的春节晚会、社火、民歌、说书等演出，还有
许多参与性强的写春联、 锣鼓大赛、 猜灯谜等活
动，年味十足。

“民俗+节庆”带旺“节日经济”，成为今年春节
各地文旅活动的主旋律。 5 岁半的潮汕英歌舞传承
者扮演“小时迁”火遍全网，广州荔湾区非遗美食体
验活动圈粉无数，贵州镇远“龙吃水”祈福仪式上市
民游客摸龙背、 钻龙身……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

断优化，消费者对于文旅产品的需求升级了，山水旅
游热褪去后，内涵和体验成为关键词。

近年来，安康也紧抓文旅产业发展热潮，打造
“一山一湖一城”核心景区、构建“一心两廊三区”
发展格局，省旅游特色名镇总数达到 17 个，鬼谷
岭、凤堰古梯田等一大批文化旅游景区建成开园。
今年春节， 各县区都紧锣密鼓地开展了各色年货
节和文化展演活动。 但对比观察后发现，各类活动
多延续往年的形式和内容，对当地特色的历史、民
俗、美食没有突出表现，消费场景单一，互动性、体
验性不强。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安康文旅发展
仍有很大进步空间。

旅游行业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支柱产业，对
文化消费、商业服务、金融地产，甚至是农业都会
产生影响。 这也意味着，必须充分认识到旅游产业
发展的重要性，做好安康文旅产业大规划，站在全
国市场角度规划旅游市场。 同时引入龙头企业，优
化现有市场，引进和培养并重，提升人才专业性，
更好挖掘安康文旅产业的本土元素， 提升产品的
趣味性和游客的体验感， 不断提升文旅产业的变
现能力。

相对近几年亲人们选择就地过年和“远程团聚”，今年的春节更让人充满期待。
不同的人，对春节有着不同的认识。 在儿童看来，春节是享受美食和玩乐的好时

机；在游子眼里，春节是回家，更是团圆；在女人眼里，春节是分享美食和交流厨艺的窗
口期；在男人眼里，春节是祭奠祖先、传承习俗的黄金期……拜年体现晚辈尊老孝亲，
回节体现长辈爱幼慈幼，在礼尚往来中互敬互爱，在走动中团聚，在交流中团圆，突出
春节感恩、团圆、温暖、互爱的主题。

癸卯春节人们从疫情笼罩中走出，伴着灿烂的春光万物复苏，人们的交流方式不
再以线上为主，多年不见的亲友们也可以同桌而坐、对饮而歌，在遗憾的同时更多的是
幸运。 三年的小离别使再相聚时的菜更香、酒更醇、情更深。

2022 年腊月，家人们就开始商量着，近期回老家的次数多了，屋子收拾得也差不多
了，春节不如回老家过年。 回家后，看着老地方，儿时过年的情景如放电影般浮现在眼
前，见着熟悉的人或成家立业，或双鬓添白……围炉煮茶间，听邻居讲今年过年住在城
里的乡亲基本上都回家过年了。 平日安静的张青公路上也热闹了起来，沿路人家窗明
几净，新贴的春联、大红的灯笼，围坐在院坝上的人们沐浴春光，品尝着香茗、水果和零
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遇到过往行人便热情地打着招呼。

白天全家总动员准备着美食、祭祖等年事，晚上大人们和亲友、邻居拉家常，孩子
们便开始提着灯笼、玩着玩具、做着游戏……一派祥和安康、热闹幸福的春节氛围弥漫
在房前屋后、室内屋外。

大年初二，回城拜年。 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人少车稀，热闹的小区也少有孩
子们游戏的场景，拥挤的停车场内可以轻松找到车位……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老家的年虽不能回放，但过年的幸福记忆深深地烙在心里。
如果说老家是安放灵魂的沃土，那老家的年则是这片沃土上盛开的花朵。

大年初一，天蒙蒙亮，新年的鞭炮声将我们
从睡梦中唤醒。 “快起床，放炮‘出行’了！ ”还没
等合上衣服，母亲的声音就从楼下传来。

我们应声下楼，匆匆洗把脸，迅速把堂屋的
小方桌搬到门外，摆上果盘、酒杯和香炉。 邻居
们也都开始忙里忙外，纷纷摆好桌子和贡品，准
备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这崭新的一年。

母亲给香炉插上一把香，为 12 个酒杯倒满
老家自酿的“甜秆酒”，寓意新一年月月红火美
满。 紧接着开始烧纸钱、敬天地，祈愿新的一年
平安健康、喜乐和顺。

老家的房屋沿村道而建， 七八户民居依山
就势依次排开。 每到大年初一，大家各自完成敬
天地的仪式后，开始轮流燃放烟花爆竹。 待爆竹
声落，大家一同沿着村道从上往下，挨家挨户和
“主人家”围着小方桌互斟同饮、共道祝福。 不能
喝酒的，家家户户都给贴心准备了热饮，拿酒杯
装着。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让大人小孩、男女老
少都能拿起酒杯，互道几句吉祥话。

“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万事顺意……”
堂弟的祝福让 80 岁的爷爷喜笑颜开。

“哈哈哈……祝我的好孙儿学业有成、大展
宏图……”爷爷笑声爽朗道。

“来，我俩喝个 10 杯。 ”大队伍转战到我们
家时，堂叔率先拿起盛满饮料的酒杯递了过来，
“祝我侄儿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

“这可使不得，我先祝堂叔……”我刚想推
辞，婶婶打趣道：“让他先说吧，这段话他准备了
一夜呢。 再等一会儿，怕是还得重新背哟。 ”说

完，大伙笑得前仰后合。
“祝你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十

全十美。 ”堂叔一句祝福我们碰一次杯，10 句祝
福说完，10 杯“酒”一饮而尽。 “所有的祝福同样
送给我敬爱的堂叔！ ”说完，叔侄二人笑作一团。

“祝……祝……”在热闹的人群后，一岁半的
女儿在妻子怀中探出小脑袋，嘴里学大人的样子
蹦出几个“祝”字，逗得大伙又一阵哄笑。

今年是女儿回老家过的第一个新年，平日有
些胆怯的她，竟然没有被鞭炮声吓着，反而和我
们一样早早地起床，用她充满好奇的眼神，欢喜
地打量着大人们的世界，并且一点点走近、融入
这个世界。 看到我们碰杯道祝福，她张着小嘴牙
牙学语，见大家敬天地叩头，她也摇晃着小脑袋
跃跃欲试，见我们放鞭炮，她一边奶声奶气地说
着“怕怕”，一边伸出了小手想要尝试。

新年对于女儿来说，更多的是新鲜、有趣，与
她每次去到新的地方看到新的事物一样，都是这
个充满未知的人类世界的一部分，有许多迷思等
着探索和解答。 但幸福和快乐会传染，大人脸上
洋溢的喜悦，也会让孩子的快乐加倍。 热热闹闹
的环境，让她格外开心活跃，身心更加轻盈和欢
快。

晨雾逐渐散去， 新年的阳光温暖地洒下来。
在一阵又一阵欢声笑语中，大家合力完成了这个
新春最盛大的仪式，各自怀着新年的喜悦，回到
家中开始包饺子、吃年饭。按照老家的传统习俗，
正月初一是“出行”日。饭后，大家便穿戴一新，开
始走亲访友、串门拜年。

新
年
的
第
一
声
祝
福

记
者
肖
兵

腊 味 飘 香 引 客 来
记者 陆青波

老
家
﹃
新
﹄
年

记
者
唐
正
飞

新春风色日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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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春佳节
期间，本报记者在乡间田

野、城市街衢和生产一线，感
受节日氛围， 体验民风民俗，记
录百姓故事，用手中的笔描绘出
安康大地欣欣向荣、欢乐祥和的
美丽画卷。现特刊登记者新春见
闻一组，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
“新闻眼”， 去追寻新春的

气息 ， 感受春天的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