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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减税新政落地，企业基本
不用再缴纳增值税啦，所得税也可以减免
不少！”宁波市镇海顺安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的会计琚甬军在网络上看见了小微企
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出台的新闻，立马向企
业负责人报告了这一好消息。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经济活
力，今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
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
政策之一就是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将增
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
万元，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的
范围，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

作为一家以消防器材批发、零售为主
的小规模纳税人企业，顺安消防设备每个
月销售额在7万元左右，需要缴纳增值税
2100元。“起征点提高后，我们公司基本
就可以不用交增值税了，仅这一项优惠政
策每年就可以帮助企业节省2.5万元的资
金，真的极大减轻了我们这种小企业的负
担。”面对上门辅导的税务干部，琚甬军开
心地算了一本“减税账”。

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顺安消防设备

来说也是一大利好。根据新规，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
100 万元到 300 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
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
5%和10%。2018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约
10万，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1万元。新政
落地后，企业可以享受实际税负低至5%
的优惠政策，只需要缴纳5000元，相比之
前等于少了一半。“虽然不是一笔大数目，
但对我们这种小企业来说也能节约不少
成本了。”琚甬军说道。

而对宁波市镇海磁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的会计洪晶惠来说，这一轮减税政策更可
谓是一针“强心剂”。2018年企业应纳税所
得额约为115万元，按照老政策不符合小
微企业的条件，需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约28.8万元。“如今，按照新的减
税政策，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6.5万元，一
下子可以少交22.3万元，企业税负大幅度
降低。”

为保障政策有效及时落地，宁波税务
部门将认真学习贯彻新的减税政策，加大
宣传辅导力度，将减税“大礼包”及时足
额、实实在在送到每一名纳税人手中。

小微企业的春天来了！
普惠性减税措施再落地

新春祈福活动后，就是集士港镇颇具特
色的走街祈福活动，每个村的演出队伍走
街串巷，把“福”送到镇民手里。

记者看到，整个走街队伍最前头的，
是两队来自集士港镇万众村的舞龙队。
记者跟着走街大队一路走，顺道听万众
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孙芳华说起了村子
舞龙队的故事。早在 2000 年初，村里就
组织起了舞龙队，初建的时候因为大家
都不会，找了专业的老师来教，教会几

位骨干成员后，带动了更多的村民一起
舞龙。2005 年后，根据统一行政安排，又
有两个村子并入到万众村，这下，万众
村成了由 16 个自然村组成的大村。在村
里的统一组织下，分别组建了男子和女
子两支舞龙队。

孙芳华向记者表示，临近过年，舞龙队
的排练愈发勤快。队员们就想着给镇里和
村里的乡亲们在年前增加点喜庆气氛。“龙
飞凤舞”，又是一年好光景。

“龙飞凤舞”
男子和女子两支舞龙队
年前给大家增加喜庆气氛

本报讯（通讯员 苏海华 冯叶 首
席记者 薛曹盛）春节长假临近，宁波市
公路局发布消息，今年春节长假全国高
速针对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
是2月4日零时至2月10日24时。今年
春节，宁波天气状况如何？高速公路的
出行状况如何？快来看一看宁波公路部
门提供的这份大数据。

春节期间以阴雨天气为主

宁波春节7天预计以阴雨天为主，
其中除夕前三天（腊月廿七至廿九）、初
一、二、六有雨，且空气湿度较大，温度
处于4℃至14℃之间。春节期间，不排除
受北方寒潮影响出现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天气。

下周开始高速车流量逐渐增长

从下周一起，路网会出现车流小高
峰，特别注意2月3日下午至晚上8时，
宁波市区向周边县市区连射的高速公
路出行流量将会达到峰值，建议计划选
择该时段的车辆错峰出行，到除夕当天

逐步回落到低谷。返程车流会相对比较
集中，一般2月8日开始返程车流增多，
2月10日达到返程高峰峰值，次日开始
逐步回落。

流量最大的线路是G92杭甬高速

宁波公路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宁
波高速收费站出入口总体流量将突破
340万辆次，同比去年增5%左右。

交通流量最大的线路是G92杭甬
高速，最小的为S19甬台温复线，较为
拥挤的路段为G15甬台温高速和杭州
湾跨海大桥及南接线。

宁波东是假期最拥堵的收费站

毫无疑问，宁波东成为节日期间最
堵收费站。作为宁波主要进城通道，下
午4点到6点车流最多。宁波东收费站
一旦拥堵，建议司机绕行其他出入口。
比较容易拥堵的还包括宁海收费站、象
山收费站。今年春节新增加了新桥收费
站，该站临近象山影视城，节假日期间
可能会造成拥堵。

高山米、土鸡蛋、番薯粉丝……9名萌娃登
台展示这些最具名气的土特产。昨天，2019奉化
大堰乡村年味节在歌舞中拉开帷幕。镇中心广场
上人头攒动，吸引了4000多名各地游客采办年
货，品尝乡村美食，寻找记忆中的小镇年味。

乡村年味节现场分为售卖区、美食区、体验
区，红灯高挂，喜气洋洋。大堰出产的高山米、菜
籽油、冬笋、黄牛肉、土猪肉、干菜等山乡特产琳
琅满目。奉化当地的美食商户各展手艺，现场制
作，热腾腾的奉化牛肉面、米馒头、土猪肉包子、
烤菜年糕、烤土豆等，香味扑鼻，游客大快朵颐。

在体验区，游客与村民一起放米炮、做年糕、做
灯笼，感受山乡纯正的年味。

徐女士和30多位游客今天专程包车，从宁
波赶到大堰采办年货。“大堰很美，每年要来这
里游玩两三次。年味节上有这么多好吃好玩的，
特别开心！”徐女士说。

大堰镇旅游办负责人潘昊清介绍，本次年
味节共两天，每日还安排了“财神”巡场，随机派
送一些小礼品，并进行戏曲、民俗节目表演，让
更多市民走进大堰，在青山绿水古村间体验纯
正的山乡年味。

小镇年味 买年货品乡村美食，感受山乡纯正的年味

年味是什么？是大年三十全家围坐一起，看春晚吃大餐；是正月初一，登长辈门拜年；还是腊月以来贴上春联时那份
期盼的心情？

年味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准确的定论。宁波籍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年味》一书中写道：“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
应该是文化的丰盛。

从今日起，现代金报将陆续推出“寻找宁波的年味”系列报道。记者带着你走家串户，寻找散布在城市各处、乡间田头
那些独具魅力的文化年味。

日前，2019 年集士港镇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
《集士年 新春荟》新春祈福活动在镇文化广场开展，
全面展示了当地独特的非物质文化。

翁家桥村的“大头和尚”，万众村的舞龙，广晟村
的“鲤鱼跃龙门”，岳童村的“担老酒”，横港村“手拉
车”……几乎每个村都有“专属”的文化展示，浓浓的
文化年味弥漫在集士港镇的街头巷尾。

□通讯员 张琦 金报记者 朱立奇 文/摄

“大头和尚”、舞龙队、走马灯还有“田螺姑娘”

集士港镇用传统非遗文化
留住记忆中的“年味”

■业内点评

让村民过上
充满正能量的年

说起年味的话题，集
士港镇文化站负责人徐晓
静不禁感叹：经过这些年
的扶持和完善，村里的非
遗文化项目被陆续挖掘，
更可喜的是，文化活动的
开展，逐步代替了村里原
本不好的休闲爱好。可以
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让村民过上一个健康又充
满正能量的年。

“红村村晚”唱响幸福 千年中村红红火火 奉化大堰喜气洋洋

一起走进乡村，感受浓浓的年味吧

春节期间出行那些事
记者都帮您打听好了

扫码看
精彩视频

“田螺姑娘”

万众村就是传说的发源地
今年准备申报省非遗项目

在走街队伍中，万众村的队伍里还
有几位造型颇有特点的“演员”，其中一
人还怀抱一个大田螺（道具）。原来，在江
南地区流传甚广的“田螺姑娘”传说就出
自万众村，而浙江省田螺姑娘传说研究
基地也设置在该村。

“‘田螺姑娘’传说就发生在我们
万众村下辖的王家、青垫两个自然村。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是碧波万顷
的广德湖，在古代湖水荡漾，田螺也
多。传说中主人公生活的‘王鸬鹚村’
就是王家村的别名，而《田螺姑娘》的
主人公王宝就应该是村里勤劳、善良
的好青年，最后与‘田螺姑娘’喜结连
理。”孙芳华表示，村里有田螺姑娘文
化资源，新的一年，村里打算搞田螺姑
娘文化节，策划编排田螺姑娘的甬剧，
申报省级非遗项目。

说到年味，孙芳华热情很高：过年
嘛，就要热闹，我们万众村，舞龙舞起
来，田螺姑娘的故事讲起来。这个年要过
得有“历史”有“活力”。

在众多文化展示中，最具当地文化特
色，名气也最大的是翁家桥村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马宝春率队表演的“大头
和尚”。大头和尚剧组表演了新剧《牧童》，
他们造型滑稽，虽说没有台词，但夸张幽默
的表演，将周围的观众逗得捧腹大笑。

表演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在一旁敲锣
的马宝春。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现年77岁的马宝春已经义务表演“大头
和尚”超过64年，他告诉记者：“阿拉集士港
镇的《大头和尚》起始于清道光二十年，是
一种流传很广的民间舞蹈，亦称‘民间哑舞
’、‘大头和尚舞’等，历来广受老百姓的喜

爱和欢迎。”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

表演有默契，有配合，在各方的支持下，马
宝春每周都会带着徒弟和剧组其他人员一
起排练。由于白天大家都有工作，排练只能
选择在夜里，团队人数大概有十几人。“只
要有时间，剧组的人员都会准时前来排练，
表演前后加起来大概有8分钟，可这8分钟
想要演好，想要配合好，不出错，让观众看
了能笑出来，真的很不容易。大家每次排练
下来都是一身汗。”马宝春说。记者也看到，
表演结束后，虽然已是寒冬腊月，剧组的演
员们也是满头大汗。

“大头和尚”
省级非遗传承人率队表演
将周围观众逗得捧腹大笑

这些年由于上了岁数，马宝春登台的次
数减少了，转为在台下敲锣。不过，在演出后
的走街祈福活动中，马师傅还是戴上头套，一
面走一面演，一面将“福”字送给乡亲们。

说起自己与“大头和尚”的缘分以及这
种传统表演形式的发展，马宝春连说了三个

“好”字。“各级政府重视、支持，村里提供排
练场地，2018年一年我们剧组在全市演出了
整整60场，我相信2019年演出的场次会更
多。”更令马宝春高兴的是，他找到了继承和
发扬“大头和尚”的接班人——现年35岁的
翁维军。作为“大头和尚”第十代传承人，他

是马宝春在乒乓球桌上发掘出来的，目前表
演中的“小和尚”就由翁维军来扮演。

当话题来到“年味”，马宝春满是皱纹
的脸上再次笑开了花：“这些年，镇里、村里
过年愈发有‘年味’了。”他还透露，腊月廿
七，宰鸡赶大集的日子里，“大头和尚”还会
有一场走街送祝福的活动，在春节前以非
遗文化的方式给乡亲们送祝福。

什 么 是 年 味 。马 宝 春 ：给 大 家 送 上
欢 乐 ，让 大 家 开 心 高 兴 ，这 就 是 最 好 的

“年味”。

腊月廿七还会有一场活动
在春节前给乡亲们送祝福

中国年，余姚味！昨天，余姚红村梁弄横坎头村、鹿亭中村，大红灯笼高高挂，
千年古村热热闹闹迎新春！另一边的奉化大堰，记忆中的小镇年味也更浓了……

昨天，甬城各地迎新春活动此起彼伏，让我们走进乡村，一起感受浓浓的年
味吧！ □通讯员 杨明 林宇 陈如结 赵伊丽 毛节常 沈珞 金报记者 郑晓 文/摄

昨天，阳光温暖，横坎头村人山人海。第六
届“火红梁弄”群众文化节开幕式暨2019梁弄
镇横坎头村“红村村晚”在这里举行，远道而来
的游客，家家户户的村民，一齐聚拢到梁弄镇横
坎头村的欢乐大舞台。

音乐快板《总书记回信热心头》、女声独唱
《又见梁弄红》、音乐情景剧《山山弯弯聚英
雄》、戏曲表演《游梁弄》、男声重唱《不忘初
心》、越剧《送花楼会》、歌曲《全家福》、村歌合
唱《我自豪，我是红村人》……由村民们自编自

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在红村的欢乐大舞台轮番
上演，还有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书画院、浙东
书画院、梁弄诗社的文艺工作者为村民写春
联、送福字、画年画。

“在大名鼎鼎的‘浙东红村’横坎头村和大
伙一起过年，一起观看红村村晚，实在太开心
了；你看这青山绿水，白墙黑瓦，处处都是江南
味，再看这热气腾腾，红红火火，那是浓浓的农
家味，还有这舞龙舞狮，写春联，画年画，那不用
说，足足的年味儿！”有游客表示。

红村村晚 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上演

当冬天的暖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晓鹿溪上，千
年中村焕发出梦幻般的宁静和美丽，廊桥春早，
大红灯笼高高挂了起来，小巷深深，家家户户门
前贴上了春联，长街深处，百人长桌宴正期待着
游古村的客人来用餐……昨天，2019“我在中村
迎新年”年俗节暨“三美鹿亭”乡村振兴文明示范
线启动仪式在余姚鹿亭乡中村举行，吸引了数千
游客慕名而来。60多户家庭参加了拜大年、送春
联、吃年夜饭等活动，赏民俗品年味迎新春，感受
古村淳朴热闹喜庆的过年气氛。

火红的土灶膛，斑驳的石板路，热气腾腾的
大蒸笼，编篮的老大爷，摆着“铁葫芦”放米炮的
老大爷，还有那85岁高龄端着年糕热情招待的
老奶奶……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都说过年好，
这是很多人记忆中的乡村过年风情画。

“今天我遇见熟悉而久违的过年场景，勾起
浓浓的乡愁，体验了年的味道！”来自台湾南投
竹山镇中国余姚农博会交流团的成员刘义修
说，穿梭在千年中村，享受了古韵中村的美，享
受了火红的年味。

千年中村 贴春联吃年夜饭，数千游客赏民俗品年味

我在村中
过大年

正在进行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进行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头和尚大头和尚””的演出的演出

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祈福游街活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祈福游街活动

万众村两支舞龙队的演出引来众多群众围观万众村两支舞龙队的演出引来众多群众围观

横坎头村横坎头村““红村村晚红村村晚””现场的精彩表演现场的精彩表演

鹿亭乡中村鹿亭乡中村，，6060多户家庭一起吃年夜饭多户家庭一起吃年夜饭

游客参加大堰乡村年味节游客参加大堰乡村年味节，，品尝乡村美食品尝乡村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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