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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 又一个大好晴
天。息县传统古村落庞湾村在明
媚的阳光里安静祥和，新春味浓。

来到庞湾村，一眼望去，青
石板铺设的道路从村口延展到

每户村民门前。 豫 V、苏 U、浙
G、沪 C……此刻，一辆辆挂着
外地牌照的小轿车正停靠在一

些居民家门口。 “以前的庞湾村
破败，道路不通，年轻人出外就
不想回来。 但现在已今非昔比，
村庄美了，水泥路通了，青石板
路铺到家门口， 村里还通上了

公交车，出入方便着呢。 所以，
现在过年回来的人也多起来 ，
年味也浓。 ”村民庞德远说。

记者沿着青石板路入村 ，
石块层层堆砌的庄台鳞次栉

比，村民门前干净整洁。 村里的
保洁员刘国昌正在石板路上搜

寻着垃圾。 “过年好，您春节不
休息吗？ ”记者向前搭话。 “有换
班的。 ”刘国昌说，“村庄美了，
常有来参观游玩的人， 现在又
赶上过年，回来的人多了，来走
亲戚的人也多起来， 我们得保
持好卫生。 ”

如今的庞湾村， 不仅村容

村貌变美了， 而且逢年过节时
更热闹。

近几年， 庞湾村通过土地
流转， 一改传统单一的农业种
植方式，增加了花木种植，建起
了塑料大棚， 甚至还引进了大
型娱乐场。 当日 15 时许，记者
在该村村头淮水湾景区看见 ，
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景区
门前的停车场已满满当当 ，景
区内各个游乐设施前游人排起

了长队。 “你看这人呀、车呀到
处都是， 庞湾如今过年比过去
热闹多了。 ”74 岁的村民刘敏昌
告诉记者。

淮水湾景区的打造不仅让

庞湾的年热闹起来， 而且也改
变了村民们过年的方式。 “以前
这个时候， 要么在村里和人拉
家常，要么在家里收拾家务，洗
涮客人来拜年时吃完饭后留下

的碗筷。 现在不一样了，孩子在
景区投资了游乐设施， 我每天
都帮着照看生意。 ”村民陈兰芳
告诉记者。

据该村治安主任庞魏介绍，
仅淮水湾景区一个景点就为庞湾

村提供了近 40个就业岗位，对提
振村里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离开庞湾村时， 晚霞
渐起， 但一路上开往庞湾村的
汽车仍随时可见。 庞湾人的这
个春节真热闹！

美丽乡村闹新春

春节长假文化味儿越来越

浓，图书文博中感受传统文化，
声光影电里体验时尚文化 ，亲
朋欢聚之余， 过个多彩文化年
成为不少市民的过年优选。

大年初五， 市图书馆里前
来借还图书、 阅读充电的市民
络绎不绝。 有的是父母陪着孩
子，有的是同学相约而至，挑选
喜爱的图书，在浓浓的节日氛围
中文化过年。 “我挑选了关于春
节习俗和对联的书， 特别好看，
比动画片还有意思。 ”9 岁的王

瑞琦在阅览区读得津津有味。
除了线下阅读深受喜爱 ，

市图书馆还在春节假期推出

了一系列线上文化活动。 通过
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 ，春节
文化常识有奖竞答活动、21 天
观影打卡挑战赛、 春节传统习
俗少儿趣味游戏、 用短视频记
录你与春节的那些事等活动精

彩不断， 为春节假期增添书香
雅趣。

春节档优质影片云集 ，观
影娱乐不止受到年轻人青睐 ，
携老带幼合家欢式的观影模式

丰富了新春佳节的团聚方式 。

大年初四下午， 在市区一家电
影院， 市民陈玉玲带着七旬父
母和刚上大学的女儿一起观看

影片《你好，李焕英》。 “影片笑
中带泪， 我们一家三代虽然笑
点、泪点不同，但对亲情的感受
是相通的。 ”观影结束，陈玉玲
说道。

文化过年不忘疫情防控 ，
记者在市区多家电影院了解

到，为做到观影防疫两不误，影
院严格控制上座率， 所有进入
影院的市民都必须佩戴口罩 、
测量体温， 影院及时对影厅消
毒，确保市民放心观影。

过个多彩文化年

年夜饭香 花鼓戏长

52 岁的张秀芳唱了 35 年
光山花鼓戏， 她的戏唱腔清丽
很接地气， 不仅习近平总书记
赞过，父老乡亲更是爱瞧。在舞
台上精益求精的张秀芳， 对待
家里的年夜饭也是一丝不苟。

“我们光山的年夜饭是中
午吃。 ”大年三十吃过早饭，张
秀芳家就开始张罗过年餐桌上

的重头戏。临近正午，年夜饭开

席，一共 16 道菜。 “有鱼有肉有
青菜， 还有光山人过年必备的
丸子、豆腐、粉条。 ”

这几年， 张秀芳家的年夜
饭变化挺大， 喜庆劲儿一年比
一年足。一是添丁，两个可爱的
孙子孙女相继出生， 小餐桌换
成了大餐桌，一到过年，小家伙
们总能制造出大热闹。 二是添
喜。 喜从何来？ 生活处处有变
化，好日子带来欣喜，唱了几十
年的光山花鼓戏如今唱出新天

地，有奔头带来欢喜。
今年的年夜饭全部出自张

秀芳的两个女儿和女婿之手 。
大女儿在信阳从事教育工作 ，
小女儿在光山专职花鼓戏表

演，戏演得越来越好。家里的年
夜饭有人接替掌勺， 珍爱的花
鼓戏有人勤力传承，这个年，张
秀芳过得特别开心。 举杯庆祝
新春时， 她的声音清亮高亢 ：
“新的一年日子红红火火，咱们
光山花鼓戏越唱越响！ ”

春节，意味着举家团圆，阖
家欢乐。 但是有一群人 ，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 ， 日夜坚守岗
位，奋战在保护人民的第一线。
交通线上的疏导、 突发事件的
处置、 街头小巷的巡逻……他
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人民警察
为人民”的永恒初心。

“每一个春节都在岗，今年
也不例外。 ”大年三十上午，记
者在世纪广场警亭外见到 110
专业勤务队平桥中队中队长张

勇， 他带领着整装待发的民警

们，即将踏上辖区巡逻的警车。
“不管是哪一天， 哪一个时刻，
守护一方安宁， 是一刻也不能
松懈的硬任务！ ” 张勇坚定地
说。 他们用执着的坚守和默默
的付出， 为人民群众献上最暖
心的平安礼。

24 小时覆盖式巡逻 ，遇
有警情 ，快速处置 ，密织巡逻
防控网 ， 他们的步履穿梭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 。 当家家户
户飘出年夜饭的香味儿 ，他
们依然巡逻不停 。 简单的一
餐盒饭 ，或者一桶泡面就是他
们的“年夜饭”。

“本来今年准备回安徽老
家看看老母亲的，她因为脑梗，
导致半身不遂， 身体情况不是
很好……” 提起内心深处的牵
挂，张勇的声音低沉下来。除了
老母亲，家中的妻子、女儿也是
张勇的牵挂。

用手压了压帽檐 ，他转脸
说：“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
但群众过节 ，警察站岗 ，是我
们责任！一家不圆万家圆，110
专业勤务队平桥中队全体人

员春节在岗在位 ，以我们的
坚守祝大家牛年吉祥 ， 平平
安安！ ”

值守春节 坚守“警色”

山西三兄弟 信阳过大年

这么多年来， 这是第一
次， 郭建强三兄弟没有回老
家山西临汾过年。 为响应就
地过年的号召，春节前一周，
在信阳打拼的他们商量好 ：
这个牛年春节，留在信阳过。

三兄弟中， 郭建强是最
晚来信阳的。 哥哥郭建锋在
信阳读书工作 16 年，弟弟郭
建旺来信阳创业 7 年 ，3 年

前， 郭建强也从千里之外的
山西临汾来到信阳， 在金牛
山果品批发市场从事水果批

发生意。 去年，他把妻子和儿
女也接来。 喝信阳水，吃信阳
菜，说信阳话，这一大家子山
西人渐渐在信阳扎下了根。

在郭建强看来， 信阳至
少有“三好”，信阳气候好，信
阳人挺好，信阳风景好。 “我
从小体质弱， 过去在山西老
家每年总会生几场小病 ，来

信阳三年，身体基本没毛病。”
郭建强打趣地说道。

既在信阳打拼，所遇最多
的也是信阳人。 “我嫂子就是
信阳人，贤惠、能干、孝顺，平
时没少照顾我们，是优秀信阳
人的代表。”大年三十，郭建强
一家四口， 连同弟弟郭建旺，
都聚在位于平桥区的哥哥家

过年。 嫂子忙前忙后，张罗了
一大桌子饭菜，让没能回老家
的山西三兄弟，在信阳也过上
热闹年。

生活中有暖意，生意上郭
建强也没少收到信阳人的帮

衬，市场里的左邻右舍都处成
了好朋友。 腊月二十七下午，
市场里采购水果的顾客很多，
郭建强忙碌间隙，看到邻居陈
小国放下一筐苹果转身就走。
向记者说起这事， 郭建强笑
了：“老哥知道我这儿啥水果
都有，就是没有苹果。 ”

鼠去牛来， 三兄弟接下
来的信阳春节日程已排得满

满当当， 其中的重要主题就
是看信阳好风景。 郭建强说：
“游览鸡公山， 环湖逛茶山，
春节天气晴好， 大家一起去
看看。 ”

“不在家过年，我并不孤单”

新春，幸福时刻，当离乡
的游子回到家与家人团聚之

时，一座座迷彩军营里，军人
们仍坚守在岗位上。虽说不能
和家人团聚，但他们依旧无怨
无悔，守卫着万家团圆。

“您好，查号台……”大年
初一，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
士官学校话务机房，列兵曹真
浩坚守在自己的 “阵地” 上。
“岗位虽小，却连着大使命。 ”
曹真浩告诉记者，春节是接转
电话最多的时候，也是最考验
业务素质的阶段。

曹真浩今年 22 岁 ，2020
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毅
然选择参军入伍。 “当兵是很
光荣的事情， 还记得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
阅兵时，那些女军人英姿飒爽，
我一直想有那样的经历。 ”曹真
浩介绍，去年 12 月份，她下到
连队， 来到空军工程大学航空
机务士官学校警通勤务连。

到连队仅两个月，曹真浩
业务能力却不弱。 “话务员对
通话时的语气、速度，面对各
种各样特殊情况， 反应要快，
这都需要有扎实的业务能

力。”曹真浩告诉记者，为了尽

快适应话务员岗位，她每天重
复着业务操作技能练习。春节
期间， 连队举办文艺晚会，曹
真浩在排练朗诵和伴舞之余，
始终也没落下业务。

曹真浩坦言，没在家里过
年她还是头一次，不过，在军
营里有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

的战友陪伴，还可以参与那么
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她一
点也不觉得孤单。 “虽然我非
常想回家与家人团聚，可岗位
需要我值守，军人当以履行使
命为重。 新的一年里，我会更
加努力地工作， 无悔青春，建
功军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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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暖又一年 信阳大地气象新
———本报记者 2021 年“新春走基层”

编者按：不忘初心，温暖再出发。今年春节期间，本报记者再次踏上“新春走基层”的采访征程，走
乡村、进机关、访游子，感受民生百态、倾听百姓故事，用饱含深情的文图，为您及时报道发生在信阳
大地上的新气象、新风貌、新变化、新成效，记录节日里普普通通、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欢
乐与祝福，讲述一个个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新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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