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岚皋县岚河夜画光影灯会暨水岸大集每天游客如织，人们赏夜景、逛大集、看灯会、品美食、看演
艺。

陈阳 刘德疆 摄

网约车载来就业与便捷
记者 朱洁

蒸盆子， 是紫阳的传统菜肴，也
是除夕团圆饭的压轴菜。 它营养丰
富、汤鲜味浓，寓意平安吉祥。紫阳年
夜饭餐桌上的蒸盆子，就好比除夕看
春晚一样，不可或缺。

在紫阳人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
最开心的事，就是一家人一起吃热腾
腾的蒸盆子。 长大后，最期盼的就是
回家陪父母过年，尝一尝母亲亲手做
的蒸盆子。

正宗的紫阳蒸盆子，需要提前三
天备料。 等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炉
子架上广口陶盆， 加入备好的土鸡、
猪蹄、莲藕及十几种大料，连盆一起
蒸上六七个小时左右，其间依次放入
香菇、木耳、黄花等食材，再铺一圈儿
黄澄澄的蛋饺，再用温火蒸。

蒸盆子最考验厨子的手
艺，火候不够，蒸不熟，火太
大， 又蒸烂了， 且颜色不

美。等到锅里噗噗冒出的热气弥漫整
间屋子， 等到盆里的肉菜蒸熟蒸软，
等到蒸馏水吸饱了菜的香味和精华，
在盆里汇聚成为滋味浓郁的汤汁，这
时揭开锅盖，撒上细碎的葱末，香喷
喷热腾腾的蒸盆子就出锅了。

蒸盆子上桌，团年饭才算是真正
开始。 金元宝般的蛋饺象征着财富，
寄托着来年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好心
愿。 全家人团团围坐，收红包、敬酒、
夹菜，其乐融融。 新年的喜气便氤氲
在欢声笑语中，从一家家团圆的餐桌
飘出，直到正月十五。

紫阳蒸盆子最早可追溯到汉刘
邦时期，起初是汉江艄公们在休息时
一起烹制的菜肴，过去只有在每年大
年三十的年夜饭上才吃得到。

紫阳蒸盆子不仅见证了紫阳地
区饮食文化的发展变迁，还蕴含着丰
富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内涵。 如今，紫

阳蒸盆子已被纳入陕西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被誉为“陕西十大名菜”之
一，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紫阳是劳务输出大县，很多在外
的紫阳人过年都会拜托家乡的亲友
订购一份蒸盆子。通过媒体宣传和紫
阳人的推荐，很多外地人也对紫阳蒸
盆子颇感兴趣。

“一盆蒸自然，舌尖传佳名”。 守
着这么好的美食，紫阳勤劳的餐饮行
业工作者们看到了商机。他们定制的
精美的盆具，根据传统的工艺制作蒸
盆子，用保鲜膜密封，再将密封好的
蒸盆子放进定制的红色纸箱里，消费
者在食用时， 只需简单上锅加热即
可。 每到腊月蒸盆子订单爆满，成为
紫阳年货市场上的一道靓丽风景。随
着快递物流销往全国各地的紫阳蒸
盆子，为远方的朋友和外地的紫阳游
子送去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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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大年初二，在镇坪县，
当大多数人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悦
中时，罗传兵依旧坚守在网约车司机
的岗位上。 “今天已经接了七八个网
约单。最远的单是跑钟宝镇三坪村。 ”

2024 年 4 月 12 日， 乐山易通天
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镇坪分公司首
批网约车上线运营。 “以前回镇上要
去固定的站点等通村客运，有时候大
包小包不方便， 错过了就又要等好
久。 现在网约车平台上线，一键下单，
方便快捷。 ”居住在镇坪县上竹镇的
王林说。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镇坪县
在构建多元化出行方式的同时，也给
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带来了就业增收
机会。

1969 年出生的罗传兵，今年已经
56 岁。 上了年纪，外出务工的选择越
来越少。 转机出现在易通网约车平台
上线之后。 便捷的操作模式、稳定的
订单来源，让罗传兵看到了留在家乡
发展的希望。

2024 年 10 月， 他成为一名网约
车司机。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不仅意
味着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更重要的

是，他终于可以一边工作，一边陪伴
家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梦想。

罗传兵的经历，是无数小城居民
生活变迁的缩影。 过去，为了生计，他
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 虽然收
入尚可，但远离家乡的孤独和对家人
的思念始终萦绕心头。

“现在好了， 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还能照顾家里，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罗传兵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告
诉记者， 如今他每天接送乘客穿梭在
小镇的村落，见证着“美丽镇坪”日新月
异的变化，也感受着生活的美好。

易通网约车平台的上线，不仅为
像罗传兵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了
就业机会，也为小城居民的出行带来
了便利。 过去，小城的公共交通并不
发达，出行难、打车难问题突出。 如
今，随着网约车平台的入驻，居民只
需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叫到车，出行
更加便捷高效。

小城的变化 ， 是时代发展的缩
影，也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结果。 随
着越来越多像易通网约车平台这样
新兴业态的出现，小城居民的生活将
会更加美好，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窗外的爆竹声响起，倒计时声中敲响新年的钟声。 2024，
甲辰龙迈着从容的步伐退场；2025， 乙巳蛇带着憧憬登上舞
台。

记忆里，已回想不起 2024 年的开启，然而台历的扉页中
依旧写着“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笔头有温度”。 翻阅
台历中记录着时光的小碎片，已成为记忆的“补丁”。 2024 年，
记忆里留下了哪些难忘的日子？最印象深刻的采写是什么？收
获了哪些动人的瞬间？

是这些日子让我们难忘！2024 年的夏天，汉滨区进入防汛
关键时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了这片土地。 7 月 8 日，
个别镇办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五里镇 3 小时内降雨量达 123.7
毫米，群众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在得知消息后，我和同事冒着
大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路边散落的石头、汹涌的河水挟带
着石头、泥沙咆哮着、奔涌着。 风雨中，干部群众奋力抢险救
灾，我们拍摄出他们面对灾难时焦急又坚毅的神情，用镜头去
定格感人瞬间。

电视新闻更多是现场画面， 不仅要及时准确， 更要有深
度、有温度。 而高质量的新闻稿件，需要反复斟酌每一个词语，
精心打磨每一个段落。 那么最印象深刻的采写是什么？

“西安市的户太葡萄在汉滨也能种植？ ”带着疑惑和好奇，
我和小伙伴们来到了户太葡萄种植园区的茨沟镇。 园区负责
人是西安人，他介绍，十多年前他们就来到茨沟，摸索大棚蔬
菜种植，效益还不错。 偶然的机会在园区栽植的几株葡萄口感
相当不错，在“试种———改良———推广”的发展模式下，近百亩
的户太葡萄就这样落户在汉滨。

《“跑山猪”拱开“致富门”》《汉滨：“白银”产业发展的密
码》《茶山青翠映初心》《汉滨： 小果子做成大产业》《跨越秦岭
的“甜蜜”》……从南山到北山，我们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交
流， 用我们的镜头和笔尖去记录种植的艰辛、 产业发展的不
易，一系列记录产业发展的文字呈现在读者眼前，让更多人了
解汉滨、热爱汉滨。

新闻工作者要接地气，作品才能冒热气。 这一年来又收获
了哪些动人的瞬间？ 田间地头，我们见证了群众的丰收喜悦；
工厂车间，我们感受到工人的辛勤劳作；学校社区里，我们看
到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和居民的生活的蝶变； 在与合作社负责
人、农业专家、企业负责人交流时，我们感受到他们对产业发
展的深度思考以及希望和信心。

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荣光， 也是属于我们的使命。 新的一
年，我们相信，然后告诉每一个读者我们所相信的：做时代的
一粒光，或许微小，但足够明亮，看得清脚下，也照得见远方。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晓骞 柳阳欢）
1 月 30 日，以非遗项目 “打铁花 ”展
演为主，配合采莲船、跑竹马等民俗
文化活动的“火树银花庆新年”活动
在宁陕县城中心广场热闹上演，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现场气
氛热烈非凡。

夜幕降临，县城中心广场早早聚
集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家满怀期
待，等待着这场文化盛宴的开场。 随
着一阵激昂的锣鼓声响起，民俗展演
正式拉开帷幕，采莲船、跑竹马等民
俗文化活动依次展开。采莲船在舞者
的灵动演绎下， 仿佛在水中轻盈穿
梭，寓意着吉祥如意；跑竹马的表演
者们则身跨竹马道具， 步伐矫健，展

现出独特的民俗风情。 现场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人们沉浸在浓浓的节
日氛围中，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

另一边，最令人期待的非遗“打
铁花”表演登场。 只见几位技艺娴熟
的表演者将提前加热的铁水盛放在
特制的容器中， 他们手持长柄勺子，
熟练地将一千多度的铁水高高抛起，
随即用力击打，刹那间，铁水如烟花
般在空中绽放，形成一朵朵巨大的金
色花朵，又似流星般纷纷坠落，化作
万点繁星。极致的浪漫引得现场观众
阵阵惊叹，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震
撼的瞬间。

“就像是放烟花一样， 但这个烟

花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点燃直接
放出来的，还是比较有特色。 ”市民尚
崇银激动地说。

“打铁花表演年年都有， 每年过
年看的人最多，我们都觉得这种形式
最有意思。因为它是最传统的一种烟
花形式， 比网上卖的烟花爆竹震撼，
是人民群众比较喜欢的节目。 ”市民
吕宣慧说。

举办此次 “火树银花庆新年”非
遗“打铁花”及民俗展演活动，不仅为
宁陕县的春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
围， 更传承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非遗项目，感受传统春
节的韵味。

2024 年，在我 63 岁这一年，终于
把念叨了好几年的旅行计划变成了
现实。 我拖着行李箱走过银川、大理、
丽江，在陌生的风景里找到了许多意
外的惊喜。

二月的银川还是有点寒冷。 站在
贺兰山脚下看岩画，那些三千年前的
太阳图腾，让人肃然起敬。 逛镇北堡
西部影视城时，碰到很多朝气蓬勃的
年轻人， 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在腾格里沙漠，体验到了跟陕南完全
不一样的景观。 我抓了把沙子装进口
袋，结果晚上发现酒店被子上全是细
沙。 这让我不禁回想，60 多年的人生

就如同这些沙子一样，总有些你忘掉
的东西，早已经悄咪咪地钻进了衣服
褶皱里。

九月的洱海已经过了旅游旺季，
湖水蓝得透亮，但游人依旧如织 。 我
们 租 了 好 几 辆 电 动 自 行 车 骑 行 ，
路上有很多穿着扎染裙子的年轻
人 ， 靛蓝颜色的衣服随着洱海刮
过来的风轻轻飞扬 ， 远处的苍山
仿佛就在眼前。这如诗如画的场景让
大家的心平静了起来，即使突然下了
点小雨，大家的心情也并没有受到影
响。

到了喜洲麦田，“风吹麦浪”的画

面感扑面而来。 啃着在喜洲古镇上
买的破酥粑粑 ， 坐在路边看着风
景 ，突然明白 “慢生活 ”不是懒散 ，
而是像揉面团一样 ，把日子一点点
揉出滋味。 临走前在镇子上买了个香
包， 算是给这趟慢节奏旅行留足味
道。

丽江古城的石板路被雨水冲刷
得发亮， 雨中的古城也别有一番味
道。 银器店叮当叮当的敲打声混着手
鼓店的民谣，穿民族服装的姑娘举着
自拍杆挤过人群，随处可见的“现烤
鲜花饼”吆喝声，让人目不暇接。 玉龙
雪山在天际线当背景，小桥流水边开

满了鲜花。 这座热闹的古城，连空气
中都飘着普洱茶和烤牦牛肉串的香
气。

回程的飞机上，闻到一股淡淡的
香气，发现是包里的香包散发出来的
味道。 打开手机相册，腾格里的沙漠、
苍山的晨雾、 带有云南特色的扎染
裙，一张张划过屏幕。 原来退休不是
终点，而是另一场旅行的起点。 这三
座城市送我的礼物， 不是风景明信
片，而是重新出发的勇气———60 多岁
也不迟，我的行李箱轮子，还能再转
好多年呢。

蜜桃的清香令人垂涎、 成串的
葡萄挂满枝头 、红色的草莓颗颗饱
满……在旬阳市吕河镇江店村的东
哥果园种植基地， 不论寒冬酷暑，总
是一片生机盎然，四季更迭，水果繁
多，“甜蜜”全年不断档。

草莓大棚内，一垄垄碧绿的草莓
植株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馥郁浓
厚的草莓香甜气息。果园负责人肖东
正忙着采摘、 分拣，“现在有白草莓、
红颜、奶油草莓，目前正是大量上市

的时间，这个时段的草莓口感味道是
最好的。 ”肖东介绍，“这个园子有 6
亩多地，现在每天能采摘 300 至 500
斤左右的草莓。 ”

另一边，一条条火龙果蔓藤悬挂
在架子上，紫红色、黄色的果实挂满
枝头，色泽鲜艳、果形饱满，让人垂涎
欲滴。 “南方水果在我们这边相当难
种，去年引进过来，目前初挂果，看着
这第一批果子，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

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培育，东哥果

园里四季如春， 各种水果交替上市，
肖东的生活愈发“红火”，对于这份事
业他增添了更多信心。

“四月初樱桃成熟， 接下来就是
杏子 、桃子 、葡萄 ，再加上现在的草
莓、火龙果，果园里一年四季都有水
果可以采摘， 后期还会引进更多品
种，例如百香果、柠檬、莲雾等南方水
果。 ”肖东说。

“甜蜜”全年不断档
通讯员 王用兰

“以前村道两边的路灯坏了 ，一
到晚上就黑灯瞎火的， 生怕磕着碰
着。 现在好了，一盏盏新装的路灯不
仅照亮了路， 也让我们心里特别踏
实，而且年味十足。 ”1 月 15 日，石泉
县池河镇集镇社区居民张小红望着
道路两旁崭新的路灯，脸上洋溢着幸
福。

为提升辖区整体照明水平，保障
居民夜间出行安全，连日来，池河镇
全力推进“照亮回家的路”民心工程，
致力于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用心点亮镇村居民的回

家之路。
走进集镇社区的路灯安装现场，

一盏盏路灯整齐地摆放在预设位置。
随着吊车长臂挥舞， 路灯被缓缓竖
起 ， 红色的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 ，带有 “池 河 ”字 样 的 文 创 底 座
稳稳立住 。 数名安装师傅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进行线路
接通工作，全力确保路灯能够按时正
常点亮。

据项目负责人张世涛介绍，该项
目自 2024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开工施
工，在新兴村、顺风村、新棉村、双红

村、 力建村等 7 个村落共计安装 153
盏路灯。

“‘照亮回家的路’民心工程的顺
利实施， 将切实解决全镇 2412 名学
生和 11000 余名群众夜间出行难问
题 ， 这是我们对群众诉求的有力
回应 。 ”池河镇资源环境和镇村建
设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都表示。
池河镇将继续紧紧围绕群众诉求，把
群众“盼的事”变成党委 、政府 “干的
事 ”，持续推进各类惠民工程项目，
为广大群众打造更加优质的生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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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打铁花 在宁陕感受 1600℃的浪漫

“民心灯”照亮回家路
通讯员 王莹蕊

舌 尖 上 的 乡 愁
通讯员 柯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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