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袁伟鑫 何
腾涛 赵雪雁 实习生 孙元
宸 通讯员 郑行娜 傅宇超）
春节假期，选择乡村民宿体验浓
浓年味，到博物馆过“文化年”，去
景区体验传统年味品尝非遗美食
等年俗游受到人们喜爱，文化过
大年成为“新年俗”。

春节期间，乡村民宿热闹非
凡、烟火气满满。位于溪口镇东
山村的花庭·东山上民宿里，几户
人家坐在一起围炉煮茶，闲话家
常，孩子们则聚在一起做灯笼、写
书法。“我特别喜欢这里的过年氛
围，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来自杭州的初中生徐子卿告诉记
者，“我以前都在家里过年，没有
体验过写福字、做灯笼这些活
动。这次来到民宿，感受到了浓
浓的年味。”

花庭·东山上民宿地处山上，
视野广阔，风景优美，春节假期期
间，吸引了大量来自上海、杭州等
周边的游客。游客多为亲子游，
全家来到民宿过年。民宿主理人
徐小风精心策划了包汤圆、做糍
粑、贴春联、写福字、滚滚乐抽奖
等年俗体验活动，并带着小朋友
一起摸鸡蛋、摘野菜、炒年糕，体
验乡村生活的乐趣和魅力。

来自上海的马继红女士告诉
记者，他们一家三口已经在民宿
里住了半个月。“在民宿里，和来
自天南地北的人一起过年，感觉

既有家的味道，又不乏新奇体
验。”马继红说道。

“盘扣是传统服装中使用的
一种纽扣，用来固定衣襟……”春
节期间，位于尚田街道的乡见古
月民宿里，游客们正在民宿主理
人胡建玉的带领下，体验红帮裁
缝技艺盘扣制作。乡见古月民宿
是一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帮裁
缝技艺为主题的省级非遗民宿，
民宿中处处体现着红帮文化。来
自上海的游客任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就是冲着红帮文化来的。“春
节和家人在民宿过年，定制了一
套西服、一件旗袍，还尝试自己制

作盘扣。过年穿新衣，仪式感满
满。”任女士说。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四，一场
非遗工艺——掐丝龙鳞书签制作体
验活动在奉化博物馆举行。掐丝珐
琅是中国古代金工传统工艺之一，
是将金银或其他金属细丝，按照花
纹的曲屈转折，掐成图案，粘焊在器
物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
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有着五彩
斑斓、华丽夺目的魅力。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
解了掐丝的步骤。小朋友和家长认
真听讲、耐心细致地制作，书签上龙
鳞图案慢慢浮现，一个个漂亮的书

签制作完成。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第一次体

验还是挺新奇的，今年刚好是龙年，
能在博物馆里做一个龙鳞书签我觉
得特别有意义！”来自溪口的小朋友
孙雨辰在家人的帮助下成功完成了
书签的制作。另一位小朋友单灵樨
已经参加了好几期“奉博工坊”的体
验活动，她说：“春节假期，在博物馆
里体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
趣还更有意义。”

春节假期，奉化博物馆陆续推
出龙年金箔画、龙年糖画、龙如意吉
祥挂件等多项体验活动，营造愉悦、
热闹的氛围，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农历正月初四上午，滕头景区
迎来了春节假期的又一波游客高
峰。景区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此
起彼伏。

在景区美食街，“江阿婆”共富
工坊的鲜炖铺前，不时有游客驻足
打卡，该共富工坊负责人江杏飞正
在制作鲜炖金耳桃胶，免费赠送给
游客品尝。制作过程中，有不少游
客询问桃胶的做法，江杏飞热情地
向他们介绍。“希望通过免费赠送来
提升城市的温度，让更多游客品尝
到奉化的非遗美食，在了解非遗美
食中爱上奉化。”江杏飞告诉记者。

许多游客在品尝后表示，这是
他们第一次吃到美味的桃胶甜品，
不仅口感独特，而且让人感受到了
浓浓的地方特色和年味。

住乡村民宿、做国潮手工、品非遗美食……

文化过大年成为“新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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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春节

讣 告
原奉化电影公司离休干部吴振玉同志，于 2024年 2月 14日 14时

40分在奉化逝世，享年92岁。
家属泣告

2024年2月18日

溪口擂响
开春大鼓
本报讯（记者 樊建威 徐

琼 王巧丽 通讯员 江怿）昨
天，在溪口镇武岭门，10面大鼓依
次排开，10位鼓手身着红色战袍，
双手有力地敲击鼓面，气势恢宏，
声震长空，引得游客拍照鼓掌。

据悉，这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
溪口镇溪二村文化礼堂常青大鼓
队，在溪口地标建筑武岭门前擂响
开春大鼓，不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
献上本土文艺团体的才艺展示，更
是预祝新的一年大家开工大吉、财
源广进。“我们特地选择正月初八
擂响开春大鼓，让市民和游客朋友
沾喜气、讨彩头，预祝新的一年一
鼓作气、再接再厉。”队长江忠飞兴
奋地告诉记者。

王璐

春节期间乡村旅游市场持续升
温，不少人选择走进乡村感受田园
乐趣、果蔬采摘，体验民俗年味，乡
村民宿、乡村酒店一房难求，成为节
假日消费“新亮点”。

“到乡村去旅游”已然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走进大自然、走进农村寻
找精神家园，是乡村旅游不可替代
的重要价值。如今乡村旅游集休
闲、体验、研学、康养、文化等元素于
一体。这种新模式重新审视并评估
了农村生态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
源、文化资源，科学整合，催生出创

意民宿、露营地、网红咖啡馆等许多
新业态，使得乡村旅游越来越有“看
头”。此外，发展乡村旅游也提供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缓解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未来，如何让乡村旅游好戏连
台，引客来，留下客？

笔者以为，可以地域文化为核
心，运用独特表现手法对文化资源
丰厚、民俗活动保存较为完好、旅游
发展基础扎实的地区进行演绎，深
入挖掘当地传统民俗的丰富内涵和
活动形式，凸显传统民俗的特色和
魅力，将非物质遗产“生活化”。以
特色发展为优势，推进乡村旅游“村
村不同样”，差异化发展，依托各地
各具特色的山水风貌、历史文化、民
族风情、创意设计元素，打造特色鲜
明的旅游项目。以专业人才为助
推，培养、引进、留住人才给乡村振
兴插上智慧翅膀。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马乐乐 王
层裕 通讯员 蒋其臻 裴芳）
春节假期结束，记者从宁波高速
交警四大队了解到，今年春节假
期甬金高速奉化辖区内日均车流
超2.3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11%。同时，据铁路奉化站统
计，假期内客发量与到达量均比
去年同期有所上涨。

昨天上午 9时，在宁波高速

交警四大队的数字作战指挥室，
记者通过显示屏看到，甬金高速
奉化辖区内各条主干线上车流运
行平稳，车流量均较大。据了解，
正月初二至初五，高速车流以短
途游为主。洞桥、溪口东、溪口西
三个收费站在此期间进出口总量
达 13万辆次左右。从正月初五
开始，返程车流出现，正月初七返
程车流达到最高峰。“正月初七高

速断面车流量最高达1.8万辆次，三
个收费站的进出口总量达到 2.8万
辆次以上。正月初八下午3点以后
到晚上 8点左右，又有一波返程小
高峰出现。”宁波高速交警四大队民
警蒋其臻说。

高速车流量大增的同时，事故
量也随之增长。据了解，2月 10日
至17日，甬金高速奉化辖区内日均
事故量达10余起，其中2月16日正

月初七，事故量达30余起。“事故以
追尾、剐蹭等为主，主要是因为司机
疲劳驾驶、未保持安全车距以及随
意变更车道未注意来车等原因引
起。”蒋其臻说。

此外，记者从铁路奉化站了解
到，2月 10日至 17日，奉化站日均
发送旅客 887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7%；日均到达旅客 687人，比去年
同期增长15.4%。

春节假期甬金高速日均车流超2.3万辆次
铁路奉化站日均发送旅客比去年同期增长7%

春节期间，奉化书城内，在堆满层层叠叠书籍的书架间，大小朋友们
沉浸在书香之中，用阅读开启新的一年。 记者 樊建威 徐琼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春节假期，莼湖街道南岙村朵朵白
梅绽放，清幽高洁，如画中纯洁仙子，颇为动人。不少市民专程驱车前来，和
梅花来一场诗意邂逅。

记者 樊建威 徐琼

清幽白梅 南岙寻香

本报讯（记者 方振 通讯
员 胡颖哲）春节假期，区公安分
局全面强化巡逻防控、打击整治、
隐患排查、窗口服务等各项工作措
施，全面吹响春节安保“集结号”，
为广大群众欢度春节“保驾护航”。

连日来，公安部门以警情高
发、治安问题隐患较多区域为重

点，增加巡逻密度，严格落实重点
部位快速响应机制，采取“驻点+车
巡+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做到快速
反应、快速到达、快速处置，全力构
建一体化治安防控格局。

交警部门在酒驾交通违法行
为高发的重点区域设立卡点，通
过酒精测试仪进行酒驾检测，形

成对酒驾违法行为严查严管的高压
态势。同时，民警还在检测过程中
对驾驶员开展酒驾教育宣传，指出
酒驾的危害性，提高驾驶人员的道
路交通安全意识。

治安大队、各派出所对辖区场
所开展地毯式消防安全检查，同时
发动村社群防群治力量，深入辖区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
拧紧消防安全阀。此外，严管烟花
爆竹燃放，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切实
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

据了解，春节期间，全区公安机
关每日投入街面巡逻警力 400余
人次，最大限度屯警街面、显性用
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盘查率。

多警联动 护航春节假期

本报讯（记者 方振 通讯
员 骆平山 蒋东奇）2月12日，农
历正月初三下午，弥勒大道萧王庙
街道林家村村口附近，两辆轿车发
生追尾事故，导致其中一辆轿车翻
车，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急时刻，途
经此处的225路公交车司机江海良
将车辆安全停靠后，与热心市民一
同将被困驾驶员救出。

当天下午，江海良像往常一样
从金海站驶向溪口方向。下午2时
30分左右，车辆行驶至林家公交站
附近，他看到前方有两辆轿车发生
追尾事故，其中一辆轿车失控翻车
在道路中央。随后，江海良立即将
车辆靠边停放在安全地带，向车内

乘客解释后，招呼他们一起下车伸
出援手。“乘客下去好几个人，当时
被困驾驶员已经用灭火器把驾驶室
的玻璃敲碎了。在了解到车内就只
有一人后，我帮他把脚放低、头放
低，一点一点扶他到外面。”江海良
说，除了他和几名乘客外，现场还有
很多路过的热心市民纷纷下车伸出
援手。

救出被困驾驶员后，江海良反
复询问、确认他并无大碍后，立即重
新投入到车辆运营中。“我的第一反
应就是救人，因为生命是摆在第一
位的。”江海良说。

江海良今年58岁，驾驶公交车
11年。他的热心举动得到了大家
的一致夸赞。他表示当时只是做了
应该做的事情，也幸亏有那么多热
心群众挺身而出。因救治及时，伤
者情况较为稳定。

路遇车辆侧翻

公交司机与热心群众携手救援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2月16
日，农历正月初七，当大家还沉浸在
春节假期中时，莼湖街道渔村码头
已人头攒动，900余艘外海渔船整装
待发，奔赴东海，开启龙年第一捕。

当天上午 8时，记者来到莼湖
街道双山码头，看到渔民们正忙着
将一箱箱日用品搬上渔船，为再次
奔赴东海做着各项准备工作。4条
输送冰块的轨道运转着，为停靠在
码头边的五六艘外海渔船加冰，一
块块冰块通过运送轨道抵达碎冰
机，再由管道输送到船舱。码头边
上还停靠着不少渔船，等待加冰。

“我们从正月初四就开始给渔
船加冰，一条轨道一天可以加四五
对渔船。”码头边的一家制冰厂负责
人林峰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渔船休
整时间较短，补给时间非常仓促。

在桐照码头，一艘艘接驳船穿
梭在码头与海面上。渔民们将米、
面、蔬菜等生活物资搬上接驳船，然
后前往停泊在海面上的渔船。

据了解，这个时期的东海海产
品主要以小黄鱼、鲳鱼、带鱼等为
主，第一批透骨新鲜的渔获物将在
正月十一前后“游”上市民餐桌。

900余艘外海渔船扬帆出海
开启龙年第一捕

奉城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