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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 珺

年年岁岁春常在，岁岁年年喜乐

多。又是一年春节至，家家户户张灯结

彩，迎接期盼已久的团圆。1 月 25 日，

大年初四，海东市平安区年味浓郁，幸

福的平安在希望中憧憬新年、展望美

好。

舞龙舞狮划旱船，敲锣打鼓迎新

春。沙沟回族乡侯家庄村广场上，传统

社火表演火热启幕。

耍社火、接社火是一项极具年味儿

的老传统。一大早，侯家庄村的广场上

就人头攒动，附近的村民早早赶到这里

抢占有利地形，广场对面以及周边的

“制高点”等最佳观看点都已被“占

领”。

震天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秧歌扭

起来。随着头戴乌纱帽、身着大红袍、

手持笤帚的灯官老爷说出妙语连珠的

吉祥话，社火表演正式拉开序幕。伴随

着欢快的鼓声，男女老少齐上阵，舞狮

子、舞牦牛、舞长龙、划旱船、“八大光

棍”“蜡花姐”，打外场的还有“胖婆娘”

“唐僧师徒四人”“济公”等，滑稽的扮

相，令观众忍俊不禁。

临近中午，气温转暖，演员们越舞

越起劲，观众愈发地热情高涨。近处

“蜡花姐儿”身着彩色大花裤，在“胖婆

娘”带领下，踩着“十”字步尽情地舞蹈；

藏族装扮的猎户扛着“猎枪”一边扭着

一边与群众互动；民族服饰装扮的妇人

边扭边给观众扔糖果，大家高兴地“疯

抢”着这些寓意美好的“甜蜜”。

广场中央，两条长龙在空中不停地

翻 腾 、 雄 壮 的 狮 子 在 地 上 欢 快 地 戏

耍、七彩的旱船悠然地摇曳，看社火

的乡亲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社火小

调传遍山头，每个人的脸上露出幸福

的微笑。

“耍社火，看社火，热热闹闹庆新

春，春节的年味又回来了。”村民王玉英

高兴地说。社火表演的队伍中不仅有

几岁的小娃娃，也有六十多岁的老年

人，这项民俗活动不仅锻炼了群众身

体，也成为大家交流交往的纽带，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

另一边的小峡街道，传统社火初二

就“出身子”了，舞狮、舞龙、旱船、高跷、

报子……表演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每

一个人物故事的背后，都是劳动人民对

风调雨顺、喜乐安宁的希冀，更是灿烂

河湟文化的展示。

下红庄村党支部书记殷恒吉介绍:
“小峡传统社火是过年必备的节目，深

受群众喜爱，每年都有很多人参与。与

往年不同，今年的社火有很多小朋友参

与进来，孩子们上了很久的网课，都

想出来活动活动，家长们很支持，我

们 也 在 其 中 增 加 了 一 些 小 孩 子 的 角

色。”

“作为家长，我非常支持和鼓励孩

子们参加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是让他们

能够了解传统社火，从中学习传统文

化；另一方面也想让孩子在学习之余锻

炼锻炼身体。”一名社火小演员的家长

喜笑颜开地说。

“今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我们村

的妇女早早就开始准备节目了，社火、

广 场 舞 、花 儿 、三 句 半 等 节 目 都 很 精

彩。”古城崖村的妇联主席祁秀芳说，

“古城崖村假发工厂开始运营后，村里

很多无法外出务工的妇女都来学习编

发，一边可以挣点零用钱，一边可以照

顾老人孩子，生活有了奔头，大家干啥

都很积极。”

除了小峡传统社火，深受老人孩子

喜欢的还有皮影戏。夜幕降临，简简单

单搭起一方舞台，人们陆陆续续赶来，

村里的手艺人在方寸之间演绎故事，人

们在光影交错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浸润，

河湟皮影在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传承中

越走越远。

社火演绎、皮影登台、家人团聚、饭

菜上桌……2023 癸卯兔年，河湟的年

味愈来愈浓……

传统社火闹新春传统社火闹新春 浓浓年味扑面来浓浓年味扑面来

小峡街道的社火表演。 本报记者 罗珺 摄

本报记者 栾雨嘉

大年初四，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

县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

贵德县河西镇上刘屯村社火团到各个

村庄进行 2023 年新春社火巡演，秧歌、

锣鼓、舞龙、舞狮、高跷、眉户戏等各类

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表演吸引

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 来 啦 ，来 啦 ！ 妈 妈 ，社 火 队 来

啦！”一个小姑娘拉着妈妈的衣襟高兴

地喊着。中午 12 时许，河西镇贡拜村

老年人驿站的文化小广场上围满了男

女老少，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上刘屯

村的社火方阵浩浩荡荡走来。首先出

场的是太平鼓方队，气势粗犷的鼓手

们遵循指挥者的令旗，时而“跳打”“对

打”“翻身打”，时而“缓步徐行轻敲细

打”，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

掌声与喝彩。

上刘屯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录说：

“每年演社火，都会有‘太平鼓’这个节

目。‘太平鼓’意味‘平平安安’，也含有

庆贺太平的美好寓意。”

表演现场，群众伸着脖、踮着脚，

一边欣赏精彩节目，一边拿着手机拍

摄转发朋友圈晒年味。“我把家乡社火

表演的视频、图片转发到朋友圈，朋友

同事都感到很新鲜、很热闹。”在江苏

打工、回家过年的村民张友廷边拍照

边说。

记者了解到，上刘屯村的社火起

源于明代，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

的群众基础。“庆祝新年的社火团是

由本村村民自发组成，为了给乡亲们

奉上一场文化大餐，大家每天都抽出

时间排练。今天，他们准备了舞狮、

太平鼓、杨林夺牌、鞭子、排场以及

小姑贤、彦贵卖水、花亭相会、张良

卖布等眉户戏。”张玉录介绍说，“今

年，县上还把各村的社火节目录制下

来进行线上展播，让更多的观众领略

社火魅力，同时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

“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看

着热热闹闹的社火，贡拜村党支部书

记苟金魁聊起了近年来村里发生的喜

人变化，尤其是新建的“党组织关爱老

年人驿站”。

“村里有老年人 140 余人，其中高

龄老人占了一半。贵德县委组织部、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为村里修建了总占地 238 平方米的养

老驿站，驿站集文化活动室、庭院、休息

室、厨房、餐厅为一体，极大地满足了老

人们的养老需求。”苟金魁说，“今年我

们的美丽乡村项目也立了项，木材加工

厂正在如火如荼运行着，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乡村旅游项目也即将开

园。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乡亲们的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锣鼓声中，社火队慢慢走远，村民

们的幸福生活再次启航。

红红火火耍社火红红火火耍社火 幸福生活再启航幸福生活再启航

本报记者 叶文娟

福兔贺岁庆新春，万家灯火喜团

圆。浓浓年味里，有这么一群人选择

坚守一线，用行动守望万家灯火，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用行动守护林区

平安，用真情铸就新年里一道美丽风

景线。

1 月 25 日一大早，记者走进西宁

南北山省属绿化区，只见绿化区道路

两旁，随处可见的鲜红色宣传标语格

外醒目。“师傅，现在是防火期，严禁一

切闲散车辆、人员进入林区，请您配合

我们工作，也请理解我们的工作。”入

口处，护林员李元福对来往的每辆车、

每个人进行着劝导宣传。

李元福告诉记者，为守护西宁南

北山林区的绿色安宁，他和家人早已

经把林区当成了自己的家。“今年春节

孩子们专门来山上和我们老两口一起

过的年三十，只要还当护林员，我和老

伴会一直坚守在这里。”李元福笑眯眯

地说。

吃过早饭后，省电力公司绿化区

护林员李生义便和妻子匆匆赶到值守

点，穿上工作服，戴上红袖章，开始了

一天的巡林防火工作。

他 们 边 走 边 看 ，细 查 每 一 个 隐

患。春节期间，上坟祭祀的人多，极易

引起火灾。李生义和妻子查看得格外

仔细，一个废弃的纸盒也不放过。

“这一带都属于我们守护的范围，

对于护林员来说，越是节假日越不能

掉以轻心，要防止有人带火种进入林

区。我们的职责就是加强对林区火源

管控，及时通报火情，禁止破坏森林资

源的行为。防火重点期间，夜间巡逻

是常有的事。”李生义说，春节期间巡

林值班是他们工作的常态，并不会因

为节日而有半点松懈。

“只有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才能防患于未然。栽了一辈子树，我

们深知眼前的这片林区林带来之不

易，虽然春节期间不能休息，但能够参

与守护生态家园，我们依然觉得很开

心。”李生义说，由于春节期间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形势严峻，林区护林员

们还要严守进入或经过林区的各条路

口，劝导群众文明祭祀，积极普及森

林防火知识，坚决筑牢防火安全屏

障。

在 青 海 省 南 北 山 绿 化 服 务 中 心

的“三防”大屏幕上，正动态显示着由

前端监控摄像实时回传的视频图像和

热成像，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进行监控、

巡查、调度。

“依托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可

以更加完善智慧森防体系，有效提升

森林火险的防控。”青海省南北山绿

化服务中心主任殷光晶说。在日常森

林防火工作中，智能巡查一旦发现有

野外用火等行为时，指挥中心能在第

一时间全面动态掌握火场信息，安全

高效指挥森林火灾扑救。同时，在重

要卡口、坟茔集聚区、林农交错区等区

域建设了远程广播终端，在日常集中

开展防火宣传。

在防火期“严禁一切闲散车辆、人

员进入林区；严禁携带火种、用火用具

等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点焚香

烛、燃放鞭炮等一切非生产性野外用

火；严禁焚烧田埂、荒草等一切生产性

野外用火。”“火是森林大敌，严禁野外

用火”。殷光晶说。

去冬以来，南北山绿化服务中心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

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

政府对森林防火工作的要求，坚持高

度戒备、高度警惕、高度负责、高效防

火的原则，全林区 800 余名管护员 24
小时坚守防火一线岗位，始终保持强

烈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始终保持

防火工作思想高压和行动高效，积极

维护了南北山安全稳定的工作大局，

有效保护了南北山森林资源。

新春假日里一道新春假日里一道
““美丽风景线美丽风景线””

本报记者 马振东

隆冬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室外温度零下十几摄氏度，但

地处城郊的园艺场温室大棚内却是新

绿冉冉、暖意融融，一颗颗奶香四溢的

草莓挂满了藤蔓，甚是惹人。

大年初六，许多人还在享受悠闲

的假日时光，马国雄早早开始在大棚

里忙活起来。天还蒙蒙亮，就冒着严

寒出门，这是马国雄的喜事儿，说明他

家的草莓有人订货了。

“草莓属于软果，从采摘到发货，

一定要尽快送到消费者手里，要不果

子容易烂，也影响口感。”挑了一处草

莓长势喜人的地埂，马国雄蹲下身开

始一天的忙碌。

“草莓成熟度越高，香气越浓郁、

口感越好，但也越‘娇气’，所以采摘动

作要轻且快，还要有一点巧劲。”马国

雄嘴上忙着介绍，手里的活儿却一点

没停，时不时还亲手指导记者如何“取

巧”。

约莫半个钟头，当记者已是腰酸

背痛再也蹲不下去时，马国雄同其他

两位工人已摘好了今天第一批要发货

的十五公斤左右的草莓。

“第一次摘是这样的，我们干惯了

农活儿，这点小活儿权当是消遣了。”

看着记者桶里不足一公斤重的草莓，

眼前这位憨厚的汉子笑着说。

计算着包装时间，马国雄提前打

电话通知客户取货。

“老马家的草莓，颗颗粒粒都干干

净净的，没有破损，口感好，顾客吃着

放心，自然卖得好。”客户王巧云一直

在马国雄这里进货，对老马是一万个

称赞。

种了五年多草莓，说起草莓种植

技术马国雄头头是道。

“每年草莓上市都是在年初，去年

种了香野奶油草莓和章姬奶油草莓两

个品种，十二月初就进了采摘期。”高

原本地水果稀缺，但当地市民对新鲜

水果需求量却很高。看到这一商机的

马国雄，今年把 17 个大棚约 0.54 公顷

的地全部种上了奶油草莓，除了向全

市多家果蔬店配送外，还吸引游客亲

自进棚采摘。

忙完当天所有客户的订单后，时

间已临近中午。采摘的顾客也陆陆续

续来了不少，顾不上吃午饭，马国雄又

开始忙着给顾客发篮子，称重量。

“过年这几天基本上每天上午十

时多就开始有游客，一直能忙到下午

五六时。”虽然忙碌，但马国雄非常高

兴。

如今像马国雄这样投入生产的瓜

果蔬菜温室大棚在格尔木超过 4000
座，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从最初的几

个 品 种 到 如 今 110 个 品 种 的 瓜 果 蔬

菜，格尔木市夏季本地果蔬的市场供

给率已经达到了 65%。冬季时，本地

果蔬的供给率也达到了 20%。

设施农业的不断发展，既丰富了

格尔木市民的餐桌，也带动了当地休

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园艺社区这两年不断加大特色

产业发展，在果蔬种植方面花大力

气，尤其是冬季草莓、人参果、火龙

果的种植，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每

当闲暇时节，许多市民都会带着孩子

到我们这里进行采摘、购买，既提高

了社区居民收入，同时也有力带动了

果蔬种植产业，实现了农民增收，农

业增产。”格尔木园艺社区负责人介

绍，依托格尔木优质的自然资源，园

艺社区发展特色产业，开展趣味采摘

体验活动，以旅游观光采摘为主的

“采摘经济”，不仅醉了游人也乐了农

户。

“大家挑大个的摘，我们家的草莓

吃一口就让您忘不了！”午后正是游客

最多的时候，马国雄热情地招呼着生

意，妻子中午送来的饭菜晾在一边都

来不及吃上一口。

棚外寒风凛冽，棚内春意盎然，属

于马国雄的春天已经早早来临。

春到戈壁蔬果香春到戈壁蔬果香

太平鼓表演。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摄

同乐。 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