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初六“春”风起 千名村民“走太平”
本报记者 张昌涛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六，立春。清
晨，寿县张李乡的太平桥畔，薄雾轻笼，
微风拂面，春意悄然萌动。桥头，彩旗招
展，红灯高挂，映照着一张张喜气洋洋
的面孔；桥下，河水潺潺，伴随着河岸上
传来的欢声笑语，勾勒出一幅温馨和谐
的画卷。 这是一年一度的 “走太平”活
动，也是张李乡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

“咚咚锵， 咚咚锵！” 锣鼓声率先响
起， 清脆而有力， 瞬间打破了乡村的宁
静。鼓点如春雷滚滚，仿佛要唤醒沉睡的
大地；钹声不绝于耳，奏响了新年的春
日序曲。舞狮队登场了，一头头狮子在
表演者的操控下，时而摇头摆尾，时而
腾空跃起，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舞龙队
也不甘示弱， 五彩的龙身在空中翻腾，
时而盘旋上升，时而俯冲而下，为这场
“走太平”活动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
不仅如此， 歌曲、 舞蹈等节目也轮番上
演，村民们的掌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

在热闹的氛围中，“走太平” 的队
伍缓缓出发。村民们扶老携幼，沿着既
定的路线前行， 脸上洋溢着幸福与安
宁。太平桥上，村民的每一步都踏在这
片熟悉的土地上， 每一张笑脸都传递
着对家乡的热爱。“走太平” 这一传统
民俗，在张李乡承载着人们对平安、幸
福的美好祈愿。过了年，一些村民将外
出打工，出门之前，都会一起走上太平
桥，用这种方式为新的一年祈福。

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
拄着拐杖，脸上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却
也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 有年轻的夫
妻，手牵着手，脸上满是甜蜜 ；还有活
泼可爱的孩子们 ，蹦蹦跳跳 ，好奇地

张望着周围的一切 。 大家一边走 ，一
边互相祝福 ，感受着团结 、友爱和互
助的力量。该乡在读大学生徐晴感慨
地说：“作为高速的连接线，太平桥伸
向远方，将给这里的乡村振兴带来无
限可能。”

张李乡的 “走太平 ”活动 ，不仅是
一场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张李乡以特色
产业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中，“饺欢天”等
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这些企业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
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的销

售，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活动现场， 除了精彩的民俗表演，

还能看到“饺欢天”等企业的身影。他们
为活动提供了后勤支持，也为村民们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几位回乡就业的
村民走在太平桥上时对记者说：“我们
今年响应镇政府号召回家就业，‘带好
孩子种好田，一天能挣二百元’。这样的
日子，真是越走越有盼头！”

“走太平 ”活动的举办 ，不仅丰富
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 增强了村民之
间的凝聚力， 也为张李乡的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的活力。张李乡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继续挖掘和传承民俗文化 ，推

动文旅融合，让“走太平”活动成为该
乡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立春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 ，
张李乡的村民们用一场 “走太平 ”活
动，迎接春天的到来，也期待着新的一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立春日的暖阳
下，“走太平” 活动在欢声笑语中落下
帷幕。村民们的热情依旧高涨，他们带
着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踏上归程。

这场立春与大年初六相遇的 “走
太平”活动，就像一阵温暖的春风 ，吹
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太平桥头的旗帜
随风飘扬，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乡
村在时代浪潮中的新生故事。

乡村振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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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旅游 共享美好旅程

本报讯 春节假期， 市文化和旅
游部门精心组织开展文明旅游进 A 级
旅游景区 、 进星级饭店 、 进旅行社 、
进文化场馆、 进社区、 进校园 “六进”
活动， 通过倡导文明旅游， 营造文明
和谐的旅游环境。

旅途漫漫， 文明相伴。 市文化和
旅游部门利用官方微信、 微博等新媒
体平台发布春节假期文明旅游温馨提
示， 树立文明出游意识， 爱惜生态环
境， 不随地乱扔垃圾， 不随意投喂动
物、 践踏花草； 遵守公共秩序， 不大
声喧哗， 不在公共场合吸烟， 不推搡
拥挤 ， 不追逐打闹 ； 保护文物古迹 ，

不乱刻乱画， 爱惜公共设施； 提倡使
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制， 做到科学
点餐、 按需取餐， 自觉践行 “光盘行
动”。

践行文明旅游 ， 共享美好旅程 。
全市各主要景区强化志愿服务， 提升
服务质量， 保障游客玩得开心、 游得
舒心。 在上窑国家森林公园， 志愿者常
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 “在景区
游览时， 请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公共秩
序， 做到文明旅游。” 文明旅游志愿者
苏先生和其他志愿者通过散发宣传折
页， 宣讲文明旅游知识。 “我们用行
动告诉市民和游客， 文明旅游就是身
边的事， 引导大家从我做起、 从点滴
做起， 将文明旅游理念根植心中、 化
作行动， 让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苏先
生说。 （本报记者 朱庆磊）

职工游艺活动
浓氛围聚动力鼓干劲

本报讯 1 月 31 日下午， 市新工
人文化宫灯笼高挂、 喜气洋洋、 热闹
非凡， 2025 年淮南市职工春节游艺活
动举行， 吸引各行业职工及家属数百
人热情参与。

游艺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 设置
了套圈、 投壶、 飞镖、 猜谜语、 好运
乒乓球、 惊喜拆盲盒等多个富有传统节
日文化气息、 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趣味
游戏项目。 活动融合群众性、 趣味性、
参与性， 各游戏项目引爆职工参与热

情， 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 现场欢
声迭起、 笑语不断。 市总工会在活动中
准备了抽纸、 洗衣液、 洗洁精、 洗发水
等丰富奖品， 让广大职工感受到了浓浓
的节日氛围和 “娘家人” 的温暖， 展现
了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营造喜庆 、 健
康、 和谐的节日氛围， 丰富广大职工
精神文化生活， 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鼓舞大家以更饱满的热
情、 激情投身新一年工作。 活动为广
大职工送上了工会的祝福， 使广大职
工身心得到了放松， 增强了职工之间
的沟通交流， 也鼓足了职工在今后工
作中的干劲。 （本报记者 吴 巍）

心系“孤岛”
打通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贾 静

“现在可真是太方便了 ， 再也不
用辛苦地坐船去镇卫生院报 销 了 ，
直接在咱们村卫生室就能用医保看
病……”， 近日 ,家住谢家集区望峰岗
镇二道河村的王大妈激动地说。

二道河村地处淮河主支河流之间
的一座小岛之上， 村民出行完全依赖
轮渡， 交通条件极为不便， 且原有光
纤均从河下铺设。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
境， 给该村接入医保结算专网带来了
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为积极落实 《国
家医保局办公室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室 关于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管理的通知》 要求， 2024 年谢家集
区医保局将二道河村列为攻克农村医疗
保障 “最后一公里” 难题的重点攻坚对

象， 全力以赴推动其顺利接入医保专
网。

针对村庄特殊的地理位置， 市医
保部门与电信运营商进行了多次深入
的沟通与协调， 经过审慎研究和论证，
最终确定采用 “借道 ” 光缆的方式 ，
妥善解决网络接入这一核心问题。 在
医保、 卫健及帮扶单位区数据资源管
理局的努力下， 在市医疗保障局的鼎
力支持下， 充分协调中国移动、 中国
联通各方资源， 全力确保光缆铺设以
及接口改造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
进。

2024 年 10 月， 二道河村卫生室正
式启动医保结算试运营。 截至 12 月，
二道河村卫生室医保结算笔数达到
112 笔， 医疗费用总额累计达 3424.08
元， 统筹基金报销 2094.47 元， 受益群
众为 112 人次， 为当地群众看病就医
及费用报销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文明风尚成为节日最美底色
本报讯 春节期间， 八公山风景

区持续开展新春活动， 邀请游客一起
打卡、 祈福、 品美食， 过大年、 寻年
趣。 自觉排队购票、 入园， 保持低声
细语， 拒绝插队和拥挤……在景区内，
随处可见倡导文明行为的标语和温馨
提示， 提醒大家 “不乱丢垃圾” 等文
明出游的规范， 游客们也都自觉遵守，
文明旅游的风尚深入人心。

“以往我们游八公山主要是步行，
边走路边赏景， 现在景区新开通了旅
游环线， 可以坐观光车游览景区还有
周边景点 ， 既省时又省力 。” 1 月 30
日， 大年初一， 游客陈女士带着孩子
乘坐景区环线旅游观光车， 她心情愉
悦地说 ： “我们都是自觉排队乘车 ，
文明观光旅游。 八公山风景美、 空气
好、 文化底蕴深， 假期前来休闲游很
惬意。” “我们采购了 10 台新的旅游
观光车， 开通旅游环线， 主要是为了

方便游客朋友春节期间在景区周边景
点游览。”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办公室
负责人介绍说， 此次春节期间新开通
的观光车环线从景区北门出发， 途经
林场村 （盆景园 ）、 南塘水库 、 石门
潭、 洗云泉等多个热门景点， 提高了
游客的游览体验， 让他们可以一站式
玩转八公山。

八公山区还开展了年味十足的民
俗活动， 游客在闪冲、 妙山等特色村
购买年货的同时 ， 尝美食 、 看表演 ，
体验年俗年味， 闪冲村日游客量最高
达 3000 余人次。 来八公山区游玩的刘
先生， 看看现炸的绿豆圆子、 现烫的
牛肉汤， 手里提着现买的牛肉高兴地
说： “这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划算， 还
新鲜。” 记者现场看到游客边逛边尝美
食后， 都自觉地就近寻找垃圾桶扔掉
餐后垃圾， 确保垃圾不掉地。

（本报记者 何婷婷）

不文明旅游行为让美景“失色”

本报讯 春节假期， 很多市民选
择带着家人到周边景区景点游览， 品
尝特色美食， 欣赏自然美景， 享受美
好假日。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 各家景
区都加强了对文明旅游的宣传引导 ，
但仍有个别游客出游不文明， 出现携
带犬只游玩、 随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
行为， 成为假日旅游的不和谐音符。

有人看风景， 有人煞风景。 在舜
耕山风景区， 记者看到了 “禁止携带
犬只入内” 的温馨提示， 但个别市民

仍无视规定， 带着犬只游览， 且遛犬
未系绳、 犬只随地大小便现象时有发
生 。 同时 ， 尽管分类垃圾箱与写有
“文明旅游” 字样的提示牌在景区随处
可见， 但仍有个别游客将纸巾、 饮料
瓶、 塑料袋等杂物随手乱扔在道路两
旁的绿化带里， 与身边美景格格不入。

“个别游客乱丢垃圾、 随地吐痰、
踩踏草坪， 这些不文明旅游行为， 不
仅破坏了风景， 也增加了景区管理难
度。” 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将加强宣传
引导， 提醒市民和游客注意言行举止，
爱护公共环境； 呼吁市民和游客从我
做起， 不乱丢垃圾、 不乱摘花木， 共
同守护好身边美景。 （本报记者）

“年 货 经 济 ” 激 发 消 费 新 动 能

本报讯 在八公山区各大超市里，
大红色的福字、喜庆的春联将货架装点
得年味十足，年货专区摆满了琳琅满目
的商品。1 月 27 日上午， 一位正在选购
年货的李女士笑着说：“过年就是要热
热闹闹，一家人一起出来买年货 ，感觉
特别有年味。”据统计，八公山区各大超
市春节期间累计销售额约为 108 万元。

春节期间，八公山区年货经济呈现
出一片繁荣活跃的景象 ， 消费市场火
热，带动全区年初经济提升。

商超年货盛宴 ， 激发群众消费活
力。八公山区各商家推出一系列内容丰
富的促销活动，丰富了节日期间的市场
供给。八公山镇妙山民宿游客中心联合
青琅玕民宿举办特色年货展销，吸引游
客们驻足停留、品尝购买 ，累计春节期
间达成交易量 300 余单 。此外 ，该区春
节餐饮、住宿行业累计达成预订约 1000
单，总销售额约达 94 万元。

创新消费供给 ， 打造新鲜购物体
验。八公山区打造“旅游＋美食＋购物＋
文化”的区域消费场景 ，八公山风景区
于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在景区开办多
样活动，设置文创产品、非遗体验等消
费场景，为游客提供打卡 、祈福和品美
食的绝佳场所。景区外特设立土特产交
易中心，汇集腐乳、牛肉汤、啤酒、红薯
粉丝、竹荪、手工香皂等特色产品，助力
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景区
内新开设听松堂国学馆，以书法临摹和
非遗拓印实现“文化＋消费”，为八公山

经济注入生机活力。春节期间 ，八公山
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预测约 3.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20.73%。八公山全区游客
总量约为 10.2 万人次，较往年相比有所
上升。

消费活力释放， 服务保障到位。为
了提振消费需求 ，八公山区共发放 “徽
动消费 喜迎两节 ”2025 年系列消费
券 8900 张 ， 核销金额累计超过 13 万
元。为做好节日期间必需品保供工作 ，
该区商促局 、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协同
发力，拓宽物资供应渠道 ，严厉打击哄
抬物价、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 ，维护市
场秩序 ，确保辖区内粮油 、肉禽蛋奶 、
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裕 ， 价格平
稳。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胡亚轩）

民 俗 踩 街 闹 新 春
本报讯 龙腾狮跃，锣鼓铿锵。1 月

30 日，农历正月初二，凤台县环球港广场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该县“我们的节日·
欢欢喜喜过大年”2025 年新春民俗踩街
活动精彩上演，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此次活动由凤台县委、县政府主办，
县委宣传部、 县文旅体局承办。 来自城
关、凤凰、桂集等乡镇的 300 多名民间艺

人组成 10 个民俗表演方阵，先集中展演
后， 沿着凤台县环球港周边路段边行走
边表演。舞狮、腰鼓、旱船等民俗轮番上
演，引来行人驻足围观，大家纷纷拿起手
机记录下欢乐时刻。“大头娃娃” 憨态可
掬、乖巧卖萌，成为踩街队伍中最受欢迎
的角色，瞬间引爆小朋友们的激情。

手龙表演通过拖稳龙头、控制龙身

等动作，将龙的蜿蜒游动、腾空飞跃等
姿态生动展现出来，使表演充满活力和
趣味。 城关镇手龙表演方阵的群舞表
演，让观众大开眼界，连连叫好。凤凰镇
连厢舞表演者以棍棒 “敲 ”“叩 ”“拍 ”
“点”等基本方式击打身体不同穴位，模
拟劳动或生活中砍柴、 挑水等动作，具
有较强节奏感和韵律感。同时融合多种

舞蹈元素，增加跳跃、旋转、伸腰、扭胯
等动作，舞姿轻盈优美、灵动多变，既展
现了舞蹈艺术性， 又增加了观赏性，为
群众送上“家门口的视觉盛宴”。

当天 ，该县花鼓灯艺术团 、县推剧
团还进行非遗踩街表演，不仅让民众感
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更让他们对家乡
的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此次民俗踩街活动是凤台县 2025
年“文化中国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踩” 出新年味、“踩”
出好兆头、“踩”出新风尚。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四好农村路”勾勒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梁雪莹

“以前的路坑坑洼洼， 现在路面平
整了，收割机直接开到地里来，还加了
防护栏，又方便又安全，对我们来说真
的是太好了。”近日，毛集实验区夏集镇
夏集社区西胡片区群众胡冠锦指着新
修的关沟南路高兴地对记者说。

村庄道路是群众日常生活、 劳作、
出行的必经之路，一头强劲搏动着乡村
经济发展的热流，一头紧密牵系着百姓
生产生活。毛集实验区交通运输局聚焦
交通出行领域民生实事，持续推进 “四

好农村路”建设，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提
质改造工程，打通进村入户“最后一公
里”，带动农业 、乡村旅游提速发展 ，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交通运
输保障。

夏集社区的关沟南路此前是土路，
影响村民日常农作和出行，为切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烦心路”问题，毛集实
验区交通运输局制定了详细的路面改
造计划，确保工程能够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建一条路、串一路景、兴一方产业、
富一域百姓。位于焦岗湖镇王郢村的康
焦路，是连接村庄与焦岗湖国家湿地公
园的重要交通路段。 改造项目全长 1.2

公里 ，设计宽度 7.5 米 ，已于 2024 年 9
月完工 。如今 ，平整的路面 、崭新的标
线、矗立的太阳能路灯……不仅方便了
境内居民群众出行，还极大地完善了旅
游基础设施。

“这里以前是水泥路， 现在铺了沥
青，路面也加宽了，道路两旁还种了树
木，又美观又方便 ，去景区游玩的路线
也更近了。” 王郢村群众牛多广对新建
道路赞不绝口。

路通百业兴。毛集实验区高度重视
农村公路工作，坚持高标准规划、建设、
管理，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
系， 将人气和财气源源不断输送到乡
村，让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2024 年，

毛集实验区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
程 4.222 公里，养护工程 21.3 公里,农村
公路路况显著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大幅
提高，构建起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农
村公路网络，为群众出行和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毛集实验区紧紧围绕农村公路
‘建好、管好、养好、运营好’的目标，秉
持政府监督、部门监管、社会监理、群众
参与的原则，坚持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农村公路建设，让农村公路更好、更美、
更安全、更便捷，助力农民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交通运输
保障。” 该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2月 3日， 寿县张李乡开展大年初六“走太平” 活动， 迎接春天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金广良 摄

《六姊妹》在中央广电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热播
本报讯 2 月 3 日 (大年初六) 晚，

首部以淮南为背景并在淮南本地拍摄
的电视剧 《六姊妹 》 在中央广电总台
综合频道黄金档时间播出 ， 收视率直
接登顶， 冲上全国收视率榜单第一名。

岁月变迁 ， 风雨相伴 ； 人生跌宕
起伏， 家的温馨却始终如一 。 电视剧
《六姊妹》 根据淮南籍作家伊北同名小
说改编， 故事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
二十一世纪初的淮南为背景 ， 讲述了
田家庵区老北头何家老一辈及六个女

儿的人生故事 ， 她们在各自的人生轨
迹中经历婚恋 、 工作 、 生活 、 人情等
命运起伏 ， 却始终与彼此紧密相连 ，
共同抵抗人生的风雨波折 ， 诠释了
“家人吵不散闹不走， 姊妹有今生没来
世” 的细腻感情 。 该剧由梅婷 、 陆毅
领衔主演 ， 邬君梅 、 奚美娟 、 刘钧 、
吴倩特别主演， 以年轻化的视角和真
实的细节表达 ， 注入了蓬勃昂扬的生
命力和明快向上的生活气息 ， 细致描
绘出家人之间密切的情感纽带 ， 为观

众带来精神共鸣。
小说 《六姊妹 》以跨越五十年的漫

长岁月，镌刻普通人的命运起伏 ，勾勒
中国寻常百姓家庭形态、 伦理观念、生
活范式的多重变迁，以小见大地呈现中
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希望
用喜剧的形式写出中国社会市井小人
物的顽强。纵向看，他们活在大的历史
变迁当中，但作为市井人物，他们仍旧
有不变的部分。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矛
盾体，既想逃离，又深深眷恋。小说中六

姊妹的人生故事不外乎生老病死、恋爱
结婚，但放到具体的背景当中 ，又有了
不一样的味道。”作者伊北在书中写道。

“《六姊妹》的热播， 让亿万观众知
晓淮南 。” “在 《六姊妹 》 中看到家
乡， 感觉好亲切。” 电视剧 《六姊妹 》
开播， 激发了观众的追剧热情 ， 相关
话题的讨论热度持续上升 。 观众们表
示， 期待与剧中角色一同感受悲欢离
合， 一起品味亲情与感动。

（本报记者 朱庆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