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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针 引 线 、纳 底 绣 花 ，缝 纫 机 阵 阵 作 响 ，

手指上下翻飞……走进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 区 的 香 环 手 工 艺 虎 头 鞋 厂 ，一 双 双 漂 亮 的

虎头鞋活灵活现。

因 鞋 头 形 似 虎 头 而 得 名 的 虎 头 鞋 ，有 驱

邪避灾、祈福迎祥的寓意，春节期间常作为礼

物表达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 加 上 春 节 前 的 这 波 热 卖 ，过 去 一 年 ，虎

头 鞋 年 销 售 量 约 10 万 双 ，销 售 额 超 过 300 万

元。”香环手工艺虎头鞋厂创办人武香环说，

虎 头 鞋 畅 销 海 内 外 ，离 不 开 对 传 统 技 艺 的 守

正创新。

原 先 的 虎 头 鞋 样 式 单 一 ，武 香 环 用 缝 纫

机、电脑绣花机代替手工刺绣，进一步提升图

案 的 精 致 程 度 ，还 创 新 开 发 出 龙 头 鞋 、凤 头

鞋、孔雀开屏鞋等几十种款式、花型，既保留

传统神韵，又契合当代审美，更加满足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

从一开始在集市上摆摊，到后来在电商平

台线上销售，香环虎头鞋的市场越来越广。“去

年从阿联酋迪拜来了一个订单，要了近 1000 双

虎头鞋。”武香环的女儿王璐负责虎头鞋线上销

售，“希望能有更多外国人喜欢上虎头鞋，把我

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更多地方。”

虎 头 鞋 还 拓 宽 了 当 地 群 众 的 增 收 渠 道 。

鞋 厂 里 有 600 多 名 工 人 ，大 多 数 是 留 守 妇 女

和困难群众，空闲时做鞋，计件拿工资。张西

堡 镇 大 屯 村 村 民 段 林 英 自 小 患 病 ，通 过 做 虎

头鞋，一年增收近 4 万元。

一双虎头鞋，蕴含着美好期许，也绣出了

未来生活的新图景。“我会坚持下去，带动更

多人传承虎头鞋技艺。”武香环说。

虎头鞋绣出生活新图景
本报记者   赵   政

春节假期，山西高平市王降村，家家户户挂

上了红灯笼。

王降村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小村，虽离县城

不远，却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前些年，年轻

人纷纷选择进城打工、定居，村里常住人口只剩

300 多人。不少老屋子没人打理，漏顶、塌方，

村里主路坑坑洼洼。

“去年村里争取到高平市宜居乡村建设基

金，把废弃土厕推平，拆掉老旧危房。”王降村党

支部书记吕永威说，原来的村道很窄，会车容易

剐蹭，现在主路拓宽了，路两旁还做了绿化，村

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不光出行方便，照顾老人也更省心。”

村民秦建光告诉记者，村里办了老年食堂，老人

在那里吃饭一顿饭 2 元钱，非常实惠。

日子好了，村民们开始挖掘这片黄土地的

文化底蕴，请来高平市地方志研究室的专家，花

了半年时间，修出一部村志。

如今，山西迎来文旅热潮。趁着热度，村里

建起了村史馆。一座由闲置十几年的民房改建

而成的建筑里，陈列着石磨盘、煤油灯、老照片

等，那些曾被淡忘的历史记忆，在村史馆里被重

新唤醒。

“ 不 少 村 民 还 自 告 奋 勇 担 任 文 物 保 护 员

哩！”吕永威感慨，人心齐了，事儿就好办。如

今，村里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不搭棚、不唱戏，

也不大摆宴席，乡风更文明、民风更淳朴。

离开村子时，回头望，村路顺着山棱，仿佛

有种能延展到天边的劲头，村民们对于“生活越

来越好”的期盼也正如这股劲头……

村史馆激发乡村旅游新活力
本报记者   秦瑞杰

一场大雪后，内蒙古乌拉特草原成为一片白

色的世界。“突突突……”一阵摩托声打破了沉

静。50 岁的乌拉特后旗公安局潮格温都尔镇派

出所教导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宝音德力格尔，

顶着刺骨寒风，骑上摩托车驶向牧民家里……

“这里靠近边境、地广人稀，仅我们派出所

的辖区面积就达 1672 平方公里，可常住牧户只

有 120 多户，彼此距离远，离镇里也不近。”宝音

德力格尔说。“如今，不少牧民在网上采购年

货。快递只能寄到镇里，我正好去走访牧民，顺

便捎过去一些，让牧民过个幸福年。”

骑行一个多小时，来到牧民图门其其格家，

宝音德力格尔将年货卸下。“感谢教导员和你的

同事们，剪羊毛、搬草料、寻找走丢的牲畜……

大小事都挂在心上，是咱们牧民的贴心人。”图

门其其格感激地说。

几年前，宝音德力格尔和同事们发起成立

了宝音志愿者服务协会。近年来，协会吸纳了

189 名各族成员，组织各类公益活动 1586 场次，

涵盖文艺演出、法律宣传、环境保护等多个领

域，累计上万人次参与。

走访完几户牧民，宝音德力格尔打开手机，

查看服务牧民微信群的新消息。“现在牧区通信

十分便利，家家户户都有网络，这些微信群就是

了解牧民信息、收集群众意见的重要途径。”

“教导员，我们家的羊走丢了，能麻烦您过

来帮忙找一找吗？”乌兰敖包嘎查牧民苏雅拉

图发来信息。看到信息后，宝音德力格尔立马

跨上摩托车出发，“突突突”的声音再次在乌拉

特草原上响起。

暖心服务牧民幸福过年
本报记者   张   枨

硬笔书法、电影赏析、古韵陶笛

……辽宁沈阳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

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读书声、音

乐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正在一间间教

室里上兴趣课。寒假课程表上足足有

十几门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寒暑假期间，我们提供周一到周五

全天托管服务。”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晖介

绍，社区近年来着力办好幸福教育课堂，让家长

们安心，“目前平均每堂课有 40 多个孩子参与，

开办 7 年多来累计服务上万人次。”

不仅仅是寒暑假。工作日学校放学后，社

区也准时开课。“每天下午 4 点半，志愿者到学

校门口帮着接孩子。‘四点半课堂’办进了我们

心坎里！”社区居民李鲁宁说。

关爱好“一小”，更要照顾好“一老”。上午

10 点整，护理员郭苍娜准时敲开 81 岁的孙桂兰

老人的家门，为她提供免费助浴服务。“在家里

就能享受这样的服务，真得劲儿！”说话间，老人

频频竖起大拇指。

牡丹社区还积极探索让低龄老年人服务高

龄老年人。66 岁的马林波退休后主动来到社

区报名，“既要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为！”身体

硬朗的马林波中气十足。

据了解，牡丹社区一共成立了 8 支志愿者

队伍，在册人数超千人，以退休老党员为主，为

社区居民免费开展各项服务。

离开社区前，记者碰到正在散步的 80岁老人

李水，“房子住的不是新旧，是舒心！社区提供这

么多周到的服务，让我们的生活也更舒心了。”

用心用情关爱“一老一小”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宋   飞

这个春节，浙江金华市浦江县广方村村民

屠层峰过得格外舒坦：儿子找了一份好工作，自

己二次创业开了个好头。

问他为啥好事成双？屠层峰脱口而出，“靠

咱的好家风！”从小教育儿子要自食其力、刻苦

学习，考上研究生、找到好工作；而他自己则因

为“好家风指数”高，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

30 万元免担保低息贷款，成功二次创业。

在浦江县，“看不见、摸不着”的家风成了可

以被量化评价的“指数”，不少群众和屠层峰一样

因为家风好而受益。“为更好发挥家风在基层治

理中的作用，我们探索构建了‘好家风指数’评价

体系。”浦江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骆安介绍。

公平公正，带来公信力。广方村党支部书

记方志奎告诉记者，“好家风指数”评价指标接

地气、评价过程很透明，能够为一个家庭的家风

“精准画像”，“现在村民就连子女嫁娶、洽谈合

作，都会先看看对方的‘好家风指数’。”

有好家风支撑，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金星村党支部书记张道清说：“‘好家风指数’推

行以来，邻里关系更和谐了。现在几乎碰不到

需要调解的纠纷，村干部有更多精力放在抓村

集体经济发展上！”

2024年，浦江县通过“好家风指数”评选，累计

表彰了 1.2万多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浦江县相关

部门单位合作推出“好家风信用贷”专项金融产品。

“‘好家风指数’不仅提升了家庭文明水平，

树 立 了 新 风 尚 ，也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了 支

撑。”骆安说，“我们将继续抓细抓实这项工作，

为浦江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明力量。”

新风尚助力基层治理更有效
本报记者   李中文   刘军国

新春佳节，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景区张灯

结彩，游人如织。

早上 8 点刚过，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

区党总支书记、六尺巷典故中大学士张英的十

二世孙张耘，已站在巷口，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六

尺巷的故事。

“为让更多人知道六尺巷的故事，每年春

节，我都会来到这里为游客免费讲解。”张耘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六尺巷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

2 万人次，礼让家风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走进桐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今在桐城，六尺巷已不仅是一个地名、一

个典故，还是一种工作方法。

2015 年，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率先将

六 尺 巷 精 神 融 入 诉 讼 调 解 ，总 结 提 炼 出 涵 盖

“听、辨、劝、借、让、和”六步走法则的“六尺巷调

解法”；随后，该方法在桐城全市推广应用。此

后，“礼让”故事经常在当地上演。

六尺巷社区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常

住居民 2200 余户，服务人口 7080 人，邻

里矛盾难免发生。张耘说，“邻里间

素有‘让他三尺又何妨’的雅量。先

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帮我们做

通了不少工作。”

“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不知不

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为

人处世。”每每看到这些，张耘总

是很欣慰。

如今，六尺巷景区每年吸引近

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流传

数百年的故事，通过宣讲与传承，感

染着越来越多人……

六尺巷传承礼让好家风
本报记者   李俊杰

正月初一，取景于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的

贺 岁 电 影《唐 探 1900》在 全 国 各 大 院 线 上 映 。

借助影片的热映，在大年初一至初七限时开放

的《唐探 1900》拍摄取景地“唐人街主题园区”

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

打卡。

春 节 假 期 ，河 北 保 定 游 客 朱 艳 一 家 四 口

来到乐陵影视城。“看了《唐探 1900》后，得知

乐陵有个‘唐人街’就是电影的拍摄取景地，

一 大 早 开 车 两 个 多 小 时 专 门 赶 过 来 。”朱

艳说。

走进 1∶1 还原的 1900 年旧金山唐人街、欧

洲街，大到高度 14 米的中央大道斜坡、旧金山

标 志 性 有 轨 电 车 ，小 到 每 一 件 日 用 品 和 装 饰

品，影视城按照当年的样式进行了还原。看着

装饰喜庆的中国大戏院、美华楼、协盛堂呈现

眼前，朱艳与家人挨个拍照打卡，仿佛自己也

成了电影中的角色。

“我在这条街上拍过戏！”朱集镇段家村村

民李娟去年结束了在外打工生活，先后在《国

色芳华》《唐探 1900》剧组当过群众演员，“我

身边不少村民和我一样当群众演员，没想到还

能在家门口吃上‘演员’饭！”

据乐陵影视城不完全统计，正月初一至初

四日均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周边宾馆、民宿

都住满了。乐陵市文化旅游局局长刘忠介绍，

为了保证游客良好的游览体验，春节假期，乐

陵市各单位、各部门轮值干部、志愿者全部下

沉到景区，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

（贾鹏参与采写）  

家门口吃上“演员”饭
本报记者   肖家鑫

“这全球独一份儿的即食莼菜，今年春节首

次自营出口，实现了‘开门红’！”重庆（石柱）水

火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颖说。一串串红灯

笼在厂房檐角摇曳，生产车间玻璃上贴着莼菜

形状的窗花。身着白色工作服、头戴卫生帽的

工人们，在生产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鲜嫩的

莼菜经过清洗、筛选、杀青、装盒等一道道工序

后，变成了一盒盒即食的莼菜饮品。

“这条线是专门出口日本的莼菜生产线，春

节期间正在试运行。”李颖身穿白大褂，穿梭在

生产线间，“我们根据日本客商提出的透明包

装、小克重等要求，新设计、开发了外包装及灌

装设备。1 月 24 日，首批价值 10 万美元的莼菜

产品已经发往日本。”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日本出产莼菜，其

中石柱莼菜种植面积达到 1.4 万亩。李颖敏锐

地捕捉到了莼菜的潜力。“若能把莼菜装进盒

子，使其像饮料一样方便携带和食用，那就方便

对外销售了。”李颖说。

想法虽好，困难却接踵而至。“莼菜叶子娇

嫩，稍不注意就会直接烂掉。”技术人员犯了难。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攻关，技术人员终于成功攻

克胀包、发黑等难题，让保质期延长至 12个月。

“今年乡亲们的分红，可比往年厚实得多。”李

颖说。今年春节，石柱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功签订

莼菜、辣椒、黄连等农产品订单共计 1亿美元，其中

莼菜 8000万美元，李颖备受鼓舞，“我们要

继续做下去，让莼菜产业变成富民产业。”

小小莼菜带动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王欣悦

“今年春节假期，贺岁档动画电影火了。升

腾的薄雾，飘落的枯叶，荡漾的水波……这些在

动画电影中展现的场景，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

撑。渲染的算力越强，还原的场景就越逼真、动

作就越流畅。”深耕大数据领域多年，贵州贵安新

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科创”）

董事长李悲鸿对算力的应用场景如数家珍。

2020 年底，贵州贵安超算中心建成投运，

由贵安科创运营。在贵安超算中心机房里，服

务器指示灯闪烁跳动，屏幕上，软硬件运行数据

实时显现。这里被称为贵州的“最强大脑”，算

力作为一种生产资源，支撑着数字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贵安超算中心目前有 639 台服务器、

1200 多张高性能图形处理器，每秒可

运算 3亿亿次。“以一部三维动画影视作

品为例，用传统方式渲染素材需要若干

年，但借助算力，几个月就能完成。”贵安

科创技术研发部专员周余说。

如今，贵安超算中心业务拓展到生物

医学、人工智能、工业模拟仿真等领域，算力

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截至目前，贵安超算中心

累计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区市输送算力约 2800
万卡时，参与渲染的影视作品超过 150部。

“今年春节档就有我们渲染的动画电影续

作，特效镜头数量超过前作的全片镜头总数，大

家能直观感受算力的力量！”李悲鸿说，“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让超级算力释放更强创新动能。”

超级算力释放创新动能
本报记者   苏   滨

“饺子出锅咯！”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查

寨村的村民们来说，今年的年夜饭因刚通不久

的自来水而变得格外香甜。

“春节吃团圆饭，家里来了十几口亲戚，再

不用像以前那样准备十几个塑料桶备水泡茶煮

饭了。水龙头一开，随时有！”村党支部书记张

亮说。

查寨村，建在“遗址”上。2006 年，这里被

划入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为了守护这片“历

史城市”，包括查寨村在内的 33 个建制村吃水

沿用水井，成为西安市主城区唯一未通市政自

来水的区域。

查寨村的水井，为附近 6 个自然村供水。

时间久了，地下水水位下降，井水水质不稳定，

氟、锰、砷等元素含量超标。

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是遗址区 13.3 万

名居民的期盼。2024 年初，遗址区居民的饮水

问题被列入西安市“30 件为民实事”和市级重

点项目。经过紧锣密鼓的施工，2024 年的最后

一天，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市政自来水正式

通水。

通了自来水，张亮下一步盼的是《汉长安城

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与《汉长安城遗址国土空间

规划》融合编制工作：“两个规划明确了，村里才知

道怎么开展公交车通行、道路铺设等，既得保护

好文物，又要更好地改善生活。”西安市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这次供水工程，也为文物保护与群众

生活协调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将持续探

索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

境提升协调发展，共享遗址保护发展红利。”

村民用上“放心水”
本报记者   张   铁   张丹华

▲广东潮阳

文光塔广场，“中

华英歌   舞动潮

阳”巡游活动举办。

樊 颖 杰 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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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欢乐幸福年▶ 河 北 井

陉 ，老 人 们 在 进

行拉花表演。

陈 其 保 摄

（影像中国）

▼观众在北京海淀新春科技庙会上观看

机器人写“福”字。

陈晓根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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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攒动的人流、闪烁的灯火、入夜的

乡村，涌动着年味热潮。正月初三晚上，孝义市

高阳镇临水村举办“临水情 文旅梦”春节联欢

晚会，乡村旅游重点村年味格外浓厚。

晚会在《四社赛锣鼓》中拉开序幕。鼓声震

天，锣声激昂，鼓手们用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热

情，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器乐合奏《金蛇狂

舞》《临水古村庆新春》以独特的旋律和欢快的

节奏，带给观众新春佳节的美好祝福。碗碗腔

《我为亲人熬鸡汤》以其深情的演绎和真挚的情

感，展现了亲情的温暖，传递了临水人对亲人的

深深思念和祝福。晋剧《坐宫》以其精湛的演技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

这部传统剧目不仅展示了晋剧的独特魅力，更

让村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最

后，晚会在歌伴舞《美丽中国》中圆满落幕，展现

了临水人民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短短一个小时的演出很快接近尾声，但村民

们却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今年‘村晚’办得

非常好，上台演出的都是我们村的村民，他们演得

像模像样，我们看得十分开心，希望继续办下去。”

春节期间，临水村还举办了文旅小剧场、舞

龙舞狮、剪纸面塑展览、皮影戏、木偶戏、摇滚乐

队演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在欢

庆佳节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传统

文化的魅力。

临水村文旅驿站负责人刘晓军介绍，春节期

间文旅驿站在户外有非遗风俗表演《杨府招婿》，

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电音节，店内有文创产品、脱口

秀。“我们紧紧围绕‘最爱妈妈的城市’孝义非遗为

主题，更好地讲好孝义故事，传播孝义声音。希望

更多的人能来临水、来孝义旅游。” （张丽妍）

本报讯 金蛇献瑞、福满胜溪。农历正月

十五，孝义市元宵节民间社火文艺展演活动

时隔 16年盛大回归。54辆造型各异、布

置精美的“蛇年”花车陆续登场，来自

乡镇、街道的 3000 余名干部群众

参与演出，营造出生动多彩、喜

庆祥和的节日图景，更展现

了新时代孝义人奋发向上

的独特风采与昂扬风貌。

为了第一时间现场

感 受 这 份 闹 元 宵 的 气

氛，不少群众早早就等

候在各展演点。大家

有 的 和 朋 友 结 伴 而

来，也有的全家总动

员，还有年迈的老人

和年幼的孩子，大家

满怀期待，共同等待

着元宵节社火文艺展

演活动的开始。

上午九点，来自该

市梧桐镇、新义街道、中

阳楼街道、下堡镇、崇文

街 道 、兑 镇 镇 、胜 溪 湖 街

道、振兴街道的干部职工群

众轮番登场，他们身着亮眼的

服装，跳着欢快的舞蹈，带来舞

龙舞狮、威风锣鼓、高跷、背棍、秧

歌、玩偶、变脸、喷火、歌伴舞等精彩表

演，演绎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激情碰撞，

描绘出一幅浓墨重彩的民俗画卷。

作为民俗文化的代表性节目，鼓舞表演声

震长空，敲出了恢宏的气势和昂扬的豪情；龙

狮表演大气磅礴，欢快的醒狮时而翻腾、时而

跳跃，舞出了新年新干劲、新年新气象；秧歌表

演喜气洋洋，花伞彩扇飞舞，脚步腾移挪转间，

演员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点燃了现场观众

的激情。现场还有花样繁多的非遗表演，令人

目不暇接，轻摆曼舞的汉服广袖，让人一眼千

年，流光溢彩的千盏花灯，将节日的氛围烘托

到极致。不少演员装扮成“财神”“黑悟空”等

活泼讨喜的角色，踏着喜庆的鼓点，和着欢快

的节拍，传递着美好的新春祝福。观众沉浸在

精彩的表演中，享受着这场无与伦比的文化盛

宴。梧桐镇表演的凤凰飞天，两只凤凰在空中

翩翩起舞，久久盘旋，市民近距离观赏凤凰的

飞天英姿；新义街道带来的杂技表演，演员配

合默契、绝技频出；崇文街道带来的天塔舞狮，

表演者在 9米高台上翻腾跳跃、嬉笑玩闹；下堡

镇演绎的大型红色实景剧，将历史浓缩于剧

目，让市民仿佛穿越时空，重温那段岁月。市

民们热情高涨，报以阵阵喝彩，同时纷纷举起

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回望过去一年，孝义市不断拓展工业强市

的“孝义优势”、展现文旅富民的“孝义特色”、彰

显民生服务的“孝义温度”、讲好团结奋进的“孝

义故事”，孝义发展呈现出崭新气象、迈出了坚

实步伐。整场活动持续 3小时，干部群众以欢腾

的民俗场景，以元宵的节庆喧闹，呼应自然的春

气萌动，寄托着岁稔年丰、人地同春的美好期

盼，表达对过去一年收获的喜悦和对孝义美好

未来的期盼。 （张丽妍）

本报讯 蛇舞新春祥瑞绕，齐聚一堂

庆新程。2 月 12 日晚，由孝义经济开发

区主办的“灵蛇启祥瑞 胜溪涌春

潮”2025年元宵节烟花焰火晚会

如约盛放，为全市人民带来一

场震撼的焰火视觉艺术盛

宴，庆祝中华民族传统佳

节 、丰 富 广 大 群 众 节 日

文化生活的同时，映照

出对孝义未来更美好

的新期盼。

晚上 8点，2025年

元宵节烟花焰火晚会

开始。晚会共分为无

人机灯光秀和焰火表

演两大部分。其中，焰

火表演包含古韵盛景人

文孝义、喜乐元宵活力孝

义、美美与共和谐孝义、聚

能起势奋进孝义四个焰章。

持续 40余分钟的表演，夜空中

无人机灯光和烟花交织闪烁，层

出不穷的精彩画面，昭示着孝义发展

蒸蒸日上。

无人机灯光秀充分绽放科技与艺术完美

融合的魅力。大红灯笼、灵蛇飞舞、凤凰展翅等

寓意丰富的图案依次在空中呈现，为全市人民

送上最美好的新春祝福。割股奉母、义虎救樵

夫造型，最爱妈妈的城市、“挺膺奋进双百强 勇

立潮头向未来”、工业强市、文旅富民、民营企业

名字等标语字样不停变换，孝义文化特色浓郁，

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孝义实践正呈现崭新气

象、迈出坚实步伐。

在焰火表演中，五彩斑斓的烟花霞光万道，

将夜空装点得如诗如画，融合或激昂或悠扬的

音乐，创意独特、形式新颖、紧凑连贯、高潮迭

起，让人沉醉其中。花朵、瀑布、流星等特效烟

花在夜幕中盛开，展示着孝义的繁荣与和谐，更

是全市上下以“两先四高”战略为引领，以“一园

一企一业、一区一镇一链、一城一河一湖”为路

径，以工业强市+文旅富民“双轮驱动”为引擎，

聚精会神抓转型，真抓实干促落实的艺术写

照。晚会接近尾声时，烟花组成的“时空之门”

开启，它们象征着新时代的辉煌与荣耀，也寓意

着孝义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元宵之夜火树银花、灯火辉煌，现场观众尽

情享受着这一浪漫的时刻。随着焰火不断腾空

而起，人们纷纷拿出手机、相机定格这绚丽瞬

间，祈愿国家繁荣昌盛、家乡百业兴旺、人民幸

福安康。 （张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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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针 引 线 、纳 底 绣 花 ，缝 纫 机 阵 阵 作 响 ，

手指上下翻飞……走进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 区 的 香 环 手 工 艺 虎 头 鞋 厂 ，一 双 双 漂 亮 的

虎头鞋活灵活现。

因 鞋 头 形 似 虎 头 而 得 名 的 虎 头 鞋 ，有 驱

邪避灾、祈福迎祥的寓意，春节期间常作为礼

物表达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 加 上 春 节 前 的 这 波 热 卖 ，过 去 一 年 ，虎

头 鞋 年 销 售 量 约 10 万 双 ，销 售 额 超 过 300 万

元。”香环手工艺虎头鞋厂创办人武香环说，

虎 头 鞋 畅 销 海 内 外 ，离 不 开 对 传 统 技 艺 的 守

正创新。

原 先 的 虎 头 鞋 样 式 单 一 ，武 香 环 用 缝 纫

机、电脑绣花机代替手工刺绣，进一步提升图

案 的 精 致 程 度 ，还 创 新 开 发 出 龙 头 鞋 、凤 头

鞋、孔雀开屏鞋等几十种款式、花型，既保留

传统神韵，又契合当代审美，更加满足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

从一开始在集市上摆摊，到后来在电商平

台线上销售，香环虎头鞋的市场越来越广。“去

年从阿联酋迪拜来了一个订单，要了近 1000 双

虎头鞋。”武香环的女儿王璐负责虎头鞋线上销

售，“希望能有更多外国人喜欢上虎头鞋，把我

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更多地方。”

虎 头 鞋 还 拓 宽 了 当 地 群 众 的 增 收 渠 道 。

鞋 厂 里 有 600 多 名 工 人 ，大 多 数 是 留 守 妇 女

和困难群众，空闲时做鞋，计件拿工资。张西

堡 镇 大 屯 村 村 民 段 林 英 自 小 患 病 ，通 过 做 虎

头鞋，一年增收近 4 万元。

一双虎头鞋，蕴含着美好期许，也绣出了

未来生活的新图景。“我会坚持下去，带动更

多人传承虎头鞋技艺。”武香环说。

虎头鞋绣出生活新图景
本报记者   赵   政

春节假期，山西高平市王降村，家家户户挂

上了红灯笼。

王降村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小村，虽离县城

不远，却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前些年，年轻

人纷纷选择进城打工、定居，村里常住人口只剩

300 多人。不少老屋子没人打理，漏顶、塌方，

村里主路坑坑洼洼。

“去年村里争取到高平市宜居乡村建设基

金，把废弃土厕推平，拆掉老旧危房。”王降村党

支部书记吕永威说，原来的村道很窄，会车容易

剐蹭，现在主路拓宽了，路两旁还做了绿化，村

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不光出行方便，照顾老人也更省心。”

村民秦建光告诉记者，村里办了老年食堂，老人

在那里吃饭一顿饭 2 元钱，非常实惠。

日子好了，村民们开始挖掘这片黄土地的

文化底蕴，请来高平市地方志研究室的专家，花

了半年时间，修出一部村志。

如今，山西迎来文旅热潮。趁着热度，村里

建起了村史馆。一座由闲置十几年的民房改建

而成的建筑里，陈列着石磨盘、煤油灯、老照片

等，那些曾被淡忘的历史记忆，在村史馆里被重

新唤醒。

“ 不 少 村 民 还 自 告 奋 勇 担 任 文 物 保 护 员

哩！”吕永威感慨，人心齐了，事儿就好办。如

今，村里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不搭棚、不唱戏，

也不大摆宴席，乡风更文明、民风更淳朴。

离开村子时，回头望，村路顺着山棱，仿佛

有种能延展到天边的劲头，村民们对于“生活越

来越好”的期盼也正如这股劲头……

村史馆激发乡村旅游新活力
本报记者   秦瑞杰

一场大雪后，内蒙古乌拉特草原成为一片白

色的世界。“突突突……”一阵摩托声打破了沉

静。50 岁的乌拉特后旗公安局潮格温都尔镇派

出所教导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宝音德力格尔，

顶着刺骨寒风，骑上摩托车驶向牧民家里……

“这里靠近边境、地广人稀，仅我们派出所

的辖区面积就达 1672 平方公里，可常住牧户只

有 120 多户，彼此距离远，离镇里也不近。”宝音

德力格尔说。“如今，不少牧民在网上采购年

货。快递只能寄到镇里，我正好去走访牧民，顺

便捎过去一些，让牧民过个幸福年。”

骑行一个多小时，来到牧民图门其其格家，

宝音德力格尔将年货卸下。“感谢教导员和你的

同事们，剪羊毛、搬草料、寻找走丢的牲畜……

大小事都挂在心上，是咱们牧民的贴心人。”图

门其其格感激地说。

几年前，宝音德力格尔和同事们发起成立

了宝音志愿者服务协会。近年来，协会吸纳了

189 名各族成员，组织各类公益活动 1586 场次，

涵盖文艺演出、法律宣传、环境保护等多个领

域，累计上万人次参与。

走访完几户牧民，宝音德力格尔打开手机，

查看服务牧民微信群的新消息。“现在牧区通信

十分便利，家家户户都有网络，这些微信群就是

了解牧民信息、收集群众意见的重要途径。”

“教导员，我们家的羊走丢了，能麻烦您过

来帮忙找一找吗？”乌兰敖包嘎查牧民苏雅拉

图发来信息。看到信息后，宝音德力格尔立马

跨上摩托车出发，“突突突”的声音再次在乌拉

特草原上响起。

暖心服务牧民幸福过年
本报记者   张   枨

硬笔书法、电影赏析、古韵陶笛

……辽宁沈阳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

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读书声、音

乐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正在一间间教

室里上兴趣课。寒假课程表上足足有

十几门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寒暑假期间，我们提供周一到周五

全天托管服务。”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晖介

绍，社区近年来着力办好幸福教育课堂，让家长

们安心，“目前平均每堂课有 40 多个孩子参与，

开办 7 年多来累计服务上万人次。”

不仅仅是寒暑假。工作日学校放学后，社

区也准时开课。“每天下午 4 点半，志愿者到学

校门口帮着接孩子。‘四点半课堂’办进了我们

心坎里！”社区居民李鲁宁说。

关爱好“一小”，更要照顾好“一老”。上午

10 点整，护理员郭苍娜准时敲开 81 岁的孙桂兰

老人的家门，为她提供免费助浴服务。“在家里

就能享受这样的服务，真得劲儿！”说话间，老人

频频竖起大拇指。

牡丹社区还积极探索让低龄老年人服务高

龄老年人。66 岁的马林波退休后主动来到社

区报名，“既要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为！”身体

硬朗的马林波中气十足。

据了解，牡丹社区一共成立了 8 支志愿者

队伍，在册人数超千人，以退休老党员为主，为

社区居民免费开展各项服务。

离开社区前，记者碰到正在散步的 80岁老人

李水，“房子住的不是新旧，是舒心！社区提供这

么多周到的服务，让我们的生活也更舒心了。”

用心用情关爱“一老一小”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宋   飞

这个春节，浙江金华市浦江县广方村村民

屠层峰过得格外舒坦：儿子找了一份好工作，自

己二次创业开了个好头。

问他为啥好事成双？屠层峰脱口而出，“靠

咱的好家风！”从小教育儿子要自食其力、刻苦

学习，考上研究生、找到好工作；而他自己则因

为“好家风指数”高，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

30 万元免担保低息贷款，成功二次创业。

在浦江县，“看不见、摸不着”的家风成了可

以被量化评价的“指数”，不少群众和屠层峰一样

因为家风好而受益。“为更好发挥家风在基层治

理中的作用，我们探索构建了‘好家风指数’评价

体系。”浦江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骆安介绍。

公平公正，带来公信力。广方村党支部书

记方志奎告诉记者，“好家风指数”评价指标接

地气、评价过程很透明，能够为一个家庭的家风

“精准画像”，“现在村民就连子女嫁娶、洽谈合

作，都会先看看对方的‘好家风指数’。”

有好家风支撑，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金星村党支部书记张道清说：“‘好家风指数’推

行以来，邻里关系更和谐了。现在几乎碰不到

需要调解的纠纷，村干部有更多精力放在抓村

集体经济发展上！”

2024年，浦江县通过“好家风指数”评选，累计

表彰了 1.2万多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浦江县相关

部门单位合作推出“好家风信用贷”专项金融产品。

“‘好家风指数’不仅提升了家庭文明水平，

树 立 了 新 风 尚 ，也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了 支

撑。”骆安说，“我们将继续抓细抓实这项工作，

为浦江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明力量。”

新风尚助力基层治理更有效
本报记者   李中文   刘军国

新春佳节，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景区张灯

结彩，游人如织。

早上 8 点刚过，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

区党总支书记、六尺巷典故中大学士张英的十

二世孙张耘，已站在巷口，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六

尺巷的故事。

“为让更多人知道六尺巷的故事，每年春

节，我都会来到这里为游客免费讲解。”张耘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六尺巷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

2 万人次，礼让家风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走进桐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今在桐城，六尺巷已不仅是一个地名、一

个典故，还是一种工作方法。

2015 年，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率先将

六 尺 巷 精 神 融 入 诉 讼 调 解 ，总 结 提 炼 出 涵 盖

“听、辨、劝、借、让、和”六步走法则的“六尺巷调

解法”；随后，该方法在桐城全市推广应用。此

后，“礼让”故事经常在当地上演。

六尺巷社区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常

住居民 2200 余户，服务人口 7080 人，邻

里矛盾难免发生。张耘说，“邻里间

素有‘让他三尺又何妨’的雅量。先

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帮我们做

通了不少工作。”

“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不知不

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为

人处世。”每每看到这些，张耘总

是很欣慰。

如今，六尺巷景区每年吸引近

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流传

数百年的故事，通过宣讲与传承，感

染着越来越多人……

六尺巷传承礼让好家风
本报记者   李俊杰

正月初一，取景于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的

贺 岁 电 影《唐 探 1900》在 全 国 各 大 院 线 上 映 。

借助影片的热映，在大年初一至初七限时开放

的《唐探 1900》拍摄取景地“唐人街主题园区”

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

打卡。

春 节 假 期 ，河 北 保 定 游 客 朱 艳 一 家 四 口

来到乐陵影视城。“看了《唐探 1900》后，得知

乐陵有个‘唐人街’就是电影的拍摄取景地，

一 大 早 开 车 两 个 多 小 时 专 门 赶 过 来 。”朱

艳说。

走进 1∶1 还原的 1900 年旧金山唐人街、欧

洲街，大到高度 14 米的中央大道斜坡、旧金山

标 志 性 有 轨 电 车 ，小 到 每 一 件 日 用 品 和 装 饰

品，影视城按照当年的样式进行了还原。看着

装饰喜庆的中国大戏院、美华楼、协盛堂呈现

眼前，朱艳与家人挨个拍照打卡，仿佛自己也

成了电影中的角色。

“我在这条街上拍过戏！”朱集镇段家村村

民李娟去年结束了在外打工生活，先后在《国

色芳华》《唐探 1900》剧组当过群众演员，“我

身边不少村民和我一样当群众演员，没想到还

能在家门口吃上‘演员’饭！”

据乐陵影视城不完全统计，正月初一至初

四日均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周边宾馆、民宿

都住满了。乐陵市文化旅游局局长刘忠介绍，

为了保证游客良好的游览体验，春节假期，乐

陵市各单位、各部门轮值干部、志愿者全部下

沉到景区，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

（贾鹏参与采写）  

家门口吃上“演员”饭
本报记者   肖家鑫

“这全球独一份儿的即食莼菜，今年春节首

次自营出口，实现了‘开门红’！”重庆（石柱）水

火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颖说。一串串红灯

笼在厂房檐角摇曳，生产车间玻璃上贴着莼菜

形状的窗花。身着白色工作服、头戴卫生帽的

工人们，在生产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鲜嫩的

莼菜经过清洗、筛选、杀青、装盒等一道道工序

后，变成了一盒盒即食的莼菜饮品。

“这条线是专门出口日本的莼菜生产线，春

节期间正在试运行。”李颖身穿白大褂，穿梭在

生产线间，“我们根据日本客商提出的透明包

装、小克重等要求，新设计、开发了外包装及灌

装设备。1 月 24 日，首批价值 10 万美元的莼菜

产品已经发往日本。”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日本出产莼菜，其

中石柱莼菜种植面积达到 1.4 万亩。李颖敏锐

地捕捉到了莼菜的潜力。“若能把莼菜装进盒

子，使其像饮料一样方便携带和食用，那就方便

对外销售了。”李颖说。

想法虽好，困难却接踵而至。“莼菜叶子娇

嫩，稍不注意就会直接烂掉。”技术人员犯了难。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攻关，技术人员终于成功攻

克胀包、发黑等难题，让保质期延长至 12个月。

“今年乡亲们的分红，可比往年厚实得多。”李

颖说。今年春节，石柱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功签订

莼菜、辣椒、黄连等农产品订单共计 1亿美元，其中

莼菜 8000万美元，李颖备受鼓舞，“我们要

继续做下去，让莼菜产业变成富民产业。”

小小莼菜带动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王欣悦

“今年春节假期，贺岁档动画电影火了。升

腾的薄雾，飘落的枯叶，荡漾的水波……这些在

动画电影中展现的场景，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

撑。渲染的算力越强，还原的场景就越逼真、动

作就越流畅。”深耕大数据领域多年，贵州贵安新

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科创”）

董事长李悲鸿对算力的应用场景如数家珍。

2020 年底，贵州贵安超算中心建成投运，

由贵安科创运营。在贵安超算中心机房里，服

务器指示灯闪烁跳动，屏幕上，软硬件运行数据

实时显现。这里被称为贵州的“最强大脑”，算

力作为一种生产资源，支撑着数字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贵安超算中心目前有 639 台服务器、

1200 多张高性能图形处理器，每秒可

运算 3亿亿次。“以一部三维动画影视作

品为例，用传统方式渲染素材需要若干

年，但借助算力，几个月就能完成。”贵安

科创技术研发部专员周余说。

如今，贵安超算中心业务拓展到生物

医学、人工智能、工业模拟仿真等领域，算力

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截至目前，贵安超算中心

累计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区市输送算力约 2800
万卡时，参与渲染的影视作品超过 150部。

“今年春节档就有我们渲染的动画电影续

作，特效镜头数量超过前作的全片镜头总数，大

家能直观感受算力的力量！”李悲鸿说，“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让超级算力释放更强创新动能。”

超级算力释放创新动能
本报记者   苏   滨

“饺子出锅咯！”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查

寨村的村民们来说，今年的年夜饭因刚通不久

的自来水而变得格外香甜。

“春节吃团圆饭，家里来了十几口亲戚，再

不用像以前那样准备十几个塑料桶备水泡茶煮

饭了。水龙头一开，随时有！”村党支部书记张

亮说。

查寨村，建在“遗址”上。2006 年，这里被

划入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为了守护这片“历

史城市”，包括查寨村在内的 33 个建制村吃水

沿用水井，成为西安市主城区唯一未通市政自

来水的区域。

查寨村的水井，为附近 6 个自然村供水。

时间久了，地下水水位下降，井水水质不稳定，

氟、锰、砷等元素含量超标。

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是遗址区 13.3 万

名居民的期盼。2024 年初，遗址区居民的饮水

问题被列入西安市“30 件为民实事”和市级重

点项目。经过紧锣密鼓的施工，2024 年的最后

一天，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市政自来水正式

通水。

通了自来水，张亮下一步盼的是《汉长安城

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与《汉长安城遗址国土空间

规划》融合编制工作：“两个规划明确了，村里才知

道怎么开展公交车通行、道路铺设等，既得保护

好文物，又要更好地改善生活。”西安市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这次供水工程，也为文物保护与群众

生活协调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将持续探

索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

境提升协调发展，共享遗址保护发展红利。”

村民用上“放心水”
本报记者   张   铁   张丹华

▲广东潮阳

文光塔广场，“中

华英歌   舞动潮

阳”巡游活动举办。

樊 颖 杰 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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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北 井

陉 ，老 人 们 在 进

行拉花表演。

陈 其 保 摄

（影像中国）

▼观众在北京海淀新春科技庙会上观看

机器人写“福”字。

陈晓根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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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针 引 线 、纳 底 绣 花 ，缝 纫 机 阵 阵 作 响 ，

手指上下翻飞……走进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 区 的 香 环 手 工 艺 虎 头 鞋 厂 ，一 双 双 漂 亮 的

虎头鞋活灵活现。

因 鞋 头 形 似 虎 头 而 得 名 的 虎 头 鞋 ，有 驱

邪避灾、祈福迎祥的寓意，春节期间常作为礼

物表达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 加 上 春 节 前 的 这 波 热 卖 ，过 去 一 年 ，虎

头 鞋 年 销 售 量 约 10 万 双 ，销 售 额 超 过 300 万

元。”香环手工艺虎头鞋厂创办人武香环说，

虎 头 鞋 畅 销 海 内 外 ，离 不 开 对 传 统 技 艺 的 守

正创新。

原 先 的 虎 头 鞋 样 式 单 一 ，武 香 环 用 缝 纫

机、电脑绣花机代替手工刺绣，进一步提升图

案 的 精 致 程 度 ，还 创 新 开 发 出 龙 头 鞋 、凤 头

鞋、孔雀开屏鞋等几十种款式、花型，既保留

传统神韵，又契合当代审美，更加满足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

从一开始在集市上摆摊，到后来在电商平

台线上销售，香环虎头鞋的市场越来越广。“去

年从阿联酋迪拜来了一个订单，要了近 1000 双

虎头鞋。”武香环的女儿王璐负责虎头鞋线上销

售，“希望能有更多外国人喜欢上虎头鞋，把我

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更多地方。”

虎 头 鞋 还 拓 宽 了 当 地 群 众 的 增 收 渠 道 。

鞋 厂 里 有 600 多 名 工 人 ，大 多 数 是 留 守 妇 女

和困难群众，空闲时做鞋，计件拿工资。张西

堡 镇 大 屯 村 村 民 段 林 英 自 小 患 病 ，通 过 做 虎

头鞋，一年增收近 4 万元。

一双虎头鞋，蕴含着美好期许，也绣出了

未来生活的新图景。“我会坚持下去，带动更

多人传承虎头鞋技艺。”武香环说。

虎头鞋绣出生活新图景
本报记者   赵   政

春节假期，山西高平市王降村，家家户户挂

上了红灯笼。

王降村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小村，虽离县城

不远，却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前些年，年轻

人纷纷选择进城打工、定居，村里常住人口只剩

300 多人。不少老屋子没人打理，漏顶、塌方，

村里主路坑坑洼洼。

“去年村里争取到高平市宜居乡村建设基

金，把废弃土厕推平，拆掉老旧危房。”王降村党

支部书记吕永威说，原来的村道很窄，会车容易

剐蹭，现在主路拓宽了，路两旁还做了绿化，村

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不光出行方便，照顾老人也更省心。”

村民秦建光告诉记者，村里办了老年食堂，老人

在那里吃饭一顿饭 2 元钱，非常实惠。

日子好了，村民们开始挖掘这片黄土地的

文化底蕴，请来高平市地方志研究室的专家，花

了半年时间，修出一部村志。

如今，山西迎来文旅热潮。趁着热度，村里

建起了村史馆。一座由闲置十几年的民房改建

而成的建筑里，陈列着石磨盘、煤油灯、老照片

等，那些曾被淡忘的历史记忆，在村史馆里被重

新唤醒。

“ 不 少 村 民 还 自 告 奋 勇 担 任 文 物 保 护 员

哩！”吕永威感慨，人心齐了，事儿就好办。如

今，村里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不搭棚、不唱戏，

也不大摆宴席，乡风更文明、民风更淳朴。

离开村子时，回头望，村路顺着山棱，仿佛

有种能延展到天边的劲头，村民们对于“生活越

来越好”的期盼也正如这股劲头……

村史馆激发乡村旅游新活力
本报记者   秦瑞杰

一场大雪后，内蒙古乌拉特草原成为一片白

色的世界。“突突突……”一阵摩托声打破了沉

静。50 岁的乌拉特后旗公安局潮格温都尔镇派

出所教导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宝音德力格尔，

顶着刺骨寒风，骑上摩托车驶向牧民家里……

“这里靠近边境、地广人稀，仅我们派出所

的辖区面积就达 1672 平方公里，可常住牧户只

有 120 多户，彼此距离远，离镇里也不近。”宝音

德力格尔说。“如今，不少牧民在网上采购年

货。快递只能寄到镇里，我正好去走访牧民，顺

便捎过去一些，让牧民过个幸福年。”

骑行一个多小时，来到牧民图门其其格家，

宝音德力格尔将年货卸下。“感谢教导员和你的

同事们，剪羊毛、搬草料、寻找走丢的牲畜……

大小事都挂在心上，是咱们牧民的贴心人。”图

门其其格感激地说。

几年前，宝音德力格尔和同事们发起成立

了宝音志愿者服务协会。近年来，协会吸纳了

189 名各族成员，组织各类公益活动 1586 场次，

涵盖文艺演出、法律宣传、环境保护等多个领

域，累计上万人次参与。

走访完几户牧民，宝音德力格尔打开手机，

查看服务牧民微信群的新消息。“现在牧区通信

十分便利，家家户户都有网络，这些微信群就是

了解牧民信息、收集群众意见的重要途径。”

“教导员，我们家的羊走丢了，能麻烦您过

来帮忙找一找吗？”乌兰敖包嘎查牧民苏雅拉

图发来信息。看到信息后，宝音德力格尔立马

跨上摩托车出发，“突突突”的声音再次在乌拉

特草原上响起。

暖心服务牧民幸福过年
本报记者   张   枨

硬笔书法、电影赏析、古韵陶笛

……辽宁沈阳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

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读书声、音

乐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正在一间间教

室里上兴趣课。寒假课程表上足足有

十几门课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寒暑假期间，我们提供周一到周五

全天托管服务。”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晖介

绍，社区近年来着力办好幸福教育课堂，让家长

们安心，“目前平均每堂课有 40 多个孩子参与，

开办 7 年多来累计服务上万人次。”

不仅仅是寒暑假。工作日学校放学后，社

区也准时开课。“每天下午 4 点半，志愿者到学

校门口帮着接孩子。‘四点半课堂’办进了我们

心坎里！”社区居民李鲁宁说。

关爱好“一小”，更要照顾好“一老”。上午

10 点整，护理员郭苍娜准时敲开 81 岁的孙桂兰

老人的家门，为她提供免费助浴服务。“在家里

就能享受这样的服务，真得劲儿！”说话间，老人

频频竖起大拇指。

牡丹社区还积极探索让低龄老年人服务高

龄老年人。66 岁的马林波退休后主动来到社

区报名，“既要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为！”身体

硬朗的马林波中气十足。

据了解，牡丹社区一共成立了 8 支志愿者

队伍，在册人数超千人，以退休老党员为主，为

社区居民免费开展各项服务。

离开社区前，记者碰到正在散步的 80岁老人

李水，“房子住的不是新旧，是舒心！社区提供这

么多周到的服务，让我们的生活也更舒心了。”

用心用情关爱“一老一小”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宋   飞

这个春节，浙江金华市浦江县广方村村民

屠层峰过得格外舒坦：儿子找了一份好工作，自

己二次创业开了个好头。

问他为啥好事成双？屠层峰脱口而出，“靠

咱的好家风！”从小教育儿子要自食其力、刻苦

学习，考上研究生、找到好工作；而他自己则因

为“好家风指数”高，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

30 万元免担保低息贷款，成功二次创业。

在浦江县，“看不见、摸不着”的家风成了可

以被量化评价的“指数”，不少群众和屠层峰一样

因为家风好而受益。“为更好发挥家风在基层治

理中的作用，我们探索构建了‘好家风指数’评价

体系。”浦江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骆安介绍。

公平公正，带来公信力。广方村党支部书

记方志奎告诉记者，“好家风指数”评价指标接

地气、评价过程很透明，能够为一个家庭的家风

“精准画像”，“现在村民就连子女嫁娶、洽谈合

作，都会先看看对方的‘好家风指数’。”

有好家风支撑，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金星村党支部书记张道清说：“‘好家风指数’推

行以来，邻里关系更和谐了。现在几乎碰不到

需要调解的纠纷，村干部有更多精力放在抓村

集体经济发展上！”

2024年，浦江县通过“好家风指数”评选，累计

表彰了 1.2万多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浦江县相关

部门单位合作推出“好家风信用贷”专项金融产品。

“‘好家风指数’不仅提升了家庭文明水平，

树 立 了 新 风 尚 ，也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了 支

撑。”骆安说，“我们将继续抓细抓实这项工作，

为浦江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明力量。”

新风尚助力基层治理更有效
本报记者   李中文   刘军国

新春佳节，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景区张灯

结彩，游人如织。

早上 8 点刚过，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

区党总支书记、六尺巷典故中大学士张英的十

二世孙张耘，已站在巷口，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六

尺巷的故事。

“为让更多人知道六尺巷的故事，每年春

节，我都会来到这里为游客免费讲解。”张耘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六尺巷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达

2 万人次，礼让家风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走进桐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今在桐城，六尺巷已不仅是一个地名、一

个典故，还是一种工作方法。

2015 年，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法庭率先将

六 尺 巷 精 神 融 入 诉 讼 调 解 ，总 结 提 炼 出 涵 盖

“听、辨、劝、借、让、和”六步走法则的“六尺巷调

解法”；随后，该方法在桐城全市推广应用。此

后，“礼让”故事经常在当地上演。

六尺巷社区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常

住居民 2200 余户，服务人口 7080 人，邻

里矛盾难免发生。张耘说，“邻里间

素有‘让他三尺又何妨’的雅量。先

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帮我们做

通了不少工作。”

“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不知不

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为

人处世。”每每看到这些，张耘总

是很欣慰。

如今，六尺巷景区每年吸引近

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流传

数百年的故事，通过宣讲与传承，感

染着越来越多人……

六尺巷传承礼让好家风
本报记者   李俊杰

正月初一，取景于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的

贺 岁 电 影《唐 探 1900》在 全 国 各 大 院 线 上 映 。

借助影片的热映，在大年初一至初七限时开放

的《唐探 1900》拍摄取景地“唐人街主题园区”

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

打卡。

春 节 假 期 ，河 北 保 定 游 客 朱 艳 一 家 四 口

来到乐陵影视城。“看了《唐探 1900》后，得知

乐陵有个‘唐人街’就是电影的拍摄取景地，

一 大 早 开 车 两 个 多 小 时 专 门 赶 过 来 。”朱

艳说。

走进 1∶1 还原的 1900 年旧金山唐人街、欧

洲街，大到高度 14 米的中央大道斜坡、旧金山

标 志 性 有 轨 电 车 ，小 到 每 一 件 日 用 品 和 装 饰

品，影视城按照当年的样式进行了还原。看着

装饰喜庆的中国大戏院、美华楼、协盛堂呈现

眼前，朱艳与家人挨个拍照打卡，仿佛自己也

成了电影中的角色。

“我在这条街上拍过戏！”朱集镇段家村村

民李娟去年结束了在外打工生活，先后在《国

色芳华》《唐探 1900》剧组当过群众演员，“我

身边不少村民和我一样当群众演员，没想到还

能在家门口吃上‘演员’饭！”

据乐陵影视城不完全统计，正月初一至初

四日均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周边宾馆、民宿

都住满了。乐陵市文化旅游局局长刘忠介绍，

为了保证游客良好的游览体验，春节假期，乐

陵市各单位、各部门轮值干部、志愿者全部下

沉到景区，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

（贾鹏参与采写）  

家门口吃上“演员”饭
本报记者   肖家鑫

“这全球独一份儿的即食莼菜，今年春节首

次自营出口，实现了‘开门红’！”重庆（石柱）水

火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颖说。一串串红灯

笼在厂房檐角摇曳，生产车间玻璃上贴着莼菜

形状的窗花。身着白色工作服、头戴卫生帽的

工人们，在生产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鲜嫩的

莼菜经过清洗、筛选、杀青、装盒等一道道工序

后，变成了一盒盒即食的莼菜饮品。

“这条线是专门出口日本的莼菜生产线，春

节期间正在试运行。”李颖身穿白大褂，穿梭在

生产线间，“我们根据日本客商提出的透明包

装、小克重等要求，新设计、开发了外包装及灌

装设备。1 月 24 日，首批价值 10 万美元的莼菜

产品已经发往日本。”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日本出产莼菜，其

中石柱莼菜种植面积达到 1.4 万亩。李颖敏锐

地捕捉到了莼菜的潜力。“若能把莼菜装进盒

子，使其像饮料一样方便携带和食用，那就方便

对外销售了。”李颖说。

想法虽好，困难却接踵而至。“莼菜叶子娇

嫩，稍不注意就会直接烂掉。”技术人员犯了难。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攻关，技术人员终于成功攻

克胀包、发黑等难题，让保质期延长至 12个月。

“今年乡亲们的分红，可比往年厚实得多。”李

颖说。今年春节，石柱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功签订

莼菜、辣椒、黄连等农产品订单共计 1亿美元，其中

莼菜 8000万美元，李颖备受鼓舞，“我们要

继续做下去，让莼菜产业变成富民产业。”

小小莼菜带动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王欣悦

“今年春节假期，贺岁档动画电影火了。升

腾的薄雾，飘落的枯叶，荡漾的水波……这些在

动画电影中展现的场景，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

撑。渲染的算力越强，还原的场景就越逼真、动

作就越流畅。”深耕大数据领域多年，贵州贵安新

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科创”）

董事长李悲鸿对算力的应用场景如数家珍。

2020 年底，贵州贵安超算中心建成投运，

由贵安科创运营。在贵安超算中心机房里，服

务器指示灯闪烁跳动，屏幕上，软硬件运行数据

实时显现。这里被称为贵州的“最强大脑”，算

力作为一种生产资源，支撑着数字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贵安超算中心目前有 639 台服务器、

1200 多张高性能图形处理器，每秒可

运算 3亿亿次。“以一部三维动画影视作

品为例，用传统方式渲染素材需要若干

年，但借助算力，几个月就能完成。”贵安

科创技术研发部专员周余说。

如今，贵安超算中心业务拓展到生物

医学、人工智能、工业模拟仿真等领域，算力

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截至目前，贵安超算中心

累计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区市输送算力约 2800
万卡时，参与渲染的影视作品超过 150部。

“今年春节档就有我们渲染的动画电影续

作，特效镜头数量超过前作的全片镜头总数，大

家能直观感受算力的力量！”李悲鸿说，“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让超级算力释放更强创新动能。”

超级算力释放创新动能
本报记者   苏   滨

“饺子出锅咯！”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查

寨村的村民们来说，今年的年夜饭因刚通不久

的自来水而变得格外香甜。

“春节吃团圆饭，家里来了十几口亲戚，再

不用像以前那样准备十几个塑料桶备水泡茶煮

饭了。水龙头一开，随时有！”村党支部书记张

亮说。

查寨村，建在“遗址”上。2006 年，这里被

划入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为了守护这片“历

史城市”，包括查寨村在内的 33 个建制村吃水

沿用水井，成为西安市主城区唯一未通市政自

来水的区域。

查寨村的水井，为附近 6 个自然村供水。

时间久了，地下水水位下降，井水水质不稳定，

氟、锰、砷等元素含量超标。

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是遗址区 13.3 万

名居民的期盼。2024 年初，遗址区居民的饮水

问题被列入西安市“30 件为民实事”和市级重

点项目。经过紧锣密鼓的施工，2024 年的最后

一天，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区市政自来水正式

通水。

通了自来水，张亮下一步盼的是《汉长安城

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与《汉长安城遗址国土空间

规划》融合编制工作：“两个规划明确了，村里才知

道怎么开展公交车通行、道路铺设等，既得保护

好文物，又要更好地改善生活。”西安市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这次供水工程，也为文物保护与群众

生活协调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将持续探

索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

境提升协调发展，共享遗址保护发展红利。”

村民用上“放心水”
本报记者   张   铁   张丹华

▲广东潮阳

文光塔广场，“中

华英歌   舞动潮

阳”巡游活动举办。

樊 颖 杰 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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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北 井

陉 ，老 人 们 在 进

行拉花表演。

陈 其 保 摄

（影像中国）

▼观众在北京海淀新春科技庙会上观看

机器人写“福”字。

陈晓根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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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期间，孝义市皮影木偶艺术博

物馆内热闹非凡，一场以“博物馆里学非遗”为

主题的迎新春系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自大年

初二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成为春节期间的一大文化亮点。

走进皮影木偶艺术博物馆，浓厚的节日氛围

扑面而来。非遗小集市上，各色摊位琳琅满目，

特色农产品、精美文创产品等摊位依次排开，游

客穿梭在摊位间，挑选着自己喜欢的物件。在珍

贵文物专题展和明清皮影珍藏展厅内，游客置

身于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物和详尽的资料

中，仿佛穿越时空，领略古老艺术的神韵。

中国红碑刻拓片展厅内的研学体验

项目更是备受广大游客的青睐，金箔画、

掐丝珐琅、剪纸、葫芦烙画等非遗技艺

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和传承。游

客们纷纷动手参与，亲身体验非遗技

艺的精湛与独特。“能在家门口体验孝

义的非遗文化，过瘾！”游客范美娟说。

当天，活动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提

线木偶表演《卖货郎》和皮影表演《龟与

鹤》。演员们精湛的技艺和生动的表演将

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游客们纷纷鼓掌叫好，

沉浸在非遗文化的海洋中。

看演出、学非遗……一系列特色文旅体验，

让人们沉浸式体验孝义的浓浓年味，留下难忘

的记忆。据悉，孝义市皮影木偶艺术博物馆迎

新春系列文化活动持续到正月十六，有秧歌旱

船、戏曲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满足各年龄

段人群的需求，为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体

验。 （张丽妍）

本报讯 为丰富群众科技文化生活，助力乡

村振兴，2月 6日，正月初九，孝义市科协联合工

信和科技局在新义街道贾家庄村开展“普及科

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科普宣传活动。

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宣传单、

科普手提袋，摆放科普展板等方式，将科学知识

和技术成果呈现给群众，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

趣与热情，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尤其

在系列科普展览、互动体验以及科技产品展示

台前，在科技志愿者们的引导下，众多市民驻足

体验。

“今天我做了很多科学实验，手蓄电池、风

力发电，这些实验不仅让我学习到了科学知识，

也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我更加喜欢科学了。”

据悉，科普“五进”宣传活动从正月初九开始，

还将在梧桐镇、大孝堡乡东盘粮村、高阳镇临水村、

府前南广场等处开展，进一步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营造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通过开展科普‘五进’活动，为群众带去包

罗万象的科普知识和新奇的科技体验，促进全

民科学素质进一步提高。”该市科协副主席王润

红说。 （张丽妍）

本报讯 正月初十，年味正浓，孝义市梧桐

镇“祥蛇纳福 瑞彩迎春”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开

幕。此次活动以“游千强特色小镇，品千年非遗

豆腐”为主题，吸引了众多群众热情参与，共同

庆祝新春佳节。

火红的服装、欢快的表演、喜庆的锣鼓，一

场充满浓郁乡村特色的文艺演出在梧桐镇举

行。舞蹈《过年啦》《把咱的秧歌扭起来》《幸福

绕着梧桐跑》等节目轮番上演，气势磅礴的舞狮

舞龙、灵动俏皮的跑竹马、独具乡土情怀的地秧

歌等传统民俗活动也精彩纷呈，让观众大饱眼

福。秧歌《坐上花轿回娘家》更是将现场气氛推

向了高潮，让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和传统

文化氛围。

“在今天这个喜庆日子里，我和我的同学们

为大家带来了秧歌舞《坐上花轿回娘家》。”来自

第十一中的学生王思博说，大家为了把节目排

练好，专门请了 78 岁的李老师进行专业指导。

“这个节目主要讲述古时候儿媳妇回到娘家的

故事，希望通过这个舞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乐

趣，让大家了解古时候的习俗。”

民俗队伍沿路巡游展演，将欢乐和祝福传

递给更多的群众。“今天的节目非常丰富，又跳

又唱，有秧歌、竹马，舞狮子、舞龙，把全镇老的、

少的都带动起来了。”“新区建设以后，文化活动

越来越丰富，每年都有，感觉到人们的幸福感提

升了，年味儿也更浓了。”

据悉，此次活动为期 5天，不仅为广大传统

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更全

面展示了梧桐镇群众文化的丰硕成果和镇域历

史文化的独特魅力，让辖区群众感受到热气腾

腾的烟火气和浓浓的过年氛围。梧桐镇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高举“工业强镇+文旅富民”双轮

驱动战略，持续深化“两区共建”，加速文旅融合

创新，推动豆腐文化园项目建设，推进传统产业

升级，让梧桐的“千强”成色更足，让群众的幸福

底色更亮。

（张丽妍）

文化显底蕴 非遗添喜庆

“村晚”欢乐多 好戏连连看

本报讯 乙巳新春，瑞气盈门，作为全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孝义市新义街道贾家庄村精心

策划了“古驿盛情过大年 非遗文化闹新春”春

节系列活动，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民俗与创意

碰撞的文化盛宴盛大启幕，在千年古驿道上铺

展出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大年初一，贾家庄村处处张灯结彩，年味浓

郁，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非遗文化体验中

心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皮影、木偶、婚俗、碗

碗腔等七大非遗展馆各具特色；在漂漆团扇、拓

印、剪纸等手工体验区，游客们纷纷动手尝试，

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非遗小剧场内，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汇聚本土特色的文创潮集

商店也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挑选。

从初一到十五，今年贾家庄村的活动好戏连

台、精彩不断。三弦书曲艺汇演、传统锣鼓表演、

秧歌表演、汉式婚俗表演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

市民游客一起辞旧迎新，感受浓浓年味。沿着

1200米的古驿道，两侧的宋家大院、汾孝战役纪

念馆暨红色记忆馆等全面开放，市民游客尽情感

受传统文化与红色教育的完美融合。

为了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贾

家庄村还精心打造了国风汉服体验

区、丝带祈福区、游乐场、小吃街等

特色区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花车缓缓前行，车上“财神”广撒

祝福，变脸艺人大秀绝技，引得

游客纷纷驻足围观、喝彩不

断。随后，烟花瀑布在空中绽

放，将活动推向高潮。

这场文旅融合的“开年

大戏”，不仅让传统文化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为

孝义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力。春节期间，贾家庄村的

活动持续不断，广大市民游客

不仅可以游览体验精彩纷呈的

文化大餐，还可以感受千年古驿

道的独特年俗魅力。

（张丽妍）

古村迎客忙 新春绘盛景

老少齐登场“花式”迎新春

千人大巡游 社火闹元宵

璀璨烟花秀 点亮元宵夜

科普送下乡 惠民零距离

本版图片由蒋建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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