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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新玩法

寻龙诀寻龙诀

我为家乡代言

在路上在路上
本 报 瑞 安 2 月 10 日 电 （记 者

应忠彭）“在意大利生活了 30 多年，
回到家乡感觉特别踏实。”10 日，大年
初一，在瑞安市湖岭镇，爱国华侨张春
华忙着张罗晚饭。最近，张春华和三
个兄弟姐妹先后从意大利、西班牙回
国。兄弟姐妹四家人终于和留在老家
的父母团聚了。

一头卷发、一身蓝色套装，58岁的
张春华看起来年轻时尚。她的胸前衣
服上，一枚中国国旗和意大利国旗组
合造型的徽章，特别显眼。系上围裙，
张春华拿起勺子很是利索，没多久，地

道的炖猪脚、红烧土鸡就烧
好了。从西班牙回来的弟
弟张永潘，也跑过来帮忙，

还拿出西班牙火腿。小
妹妹张小华则做起了

意大利面。一桌饭
菜摆开，土洋结合，
颇有国际范。

“ 为 了 这 次 团
聚，我们整整等了
7 年 ，再 远 的 路 也
要 回 家 。”张 春 华

说，前几年受疫情影响，一大家子好
久没有这么团聚过。说起出国经历，
张春华记忆犹新。1994 年，眼看着身
边很多朋友、亲戚外出打拼，没出过
温州市区的张春华毅然挤进了去往
意大利的轮船，那年她才 26 岁。随后
几年，家里的几个兄弟姐妹，先后去
了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从事服装、贸
易等。

在国外，每逢中秋、三八妇女节等

节日，张春华和其他华侨一起发起各
类文化活动。“我把女侨胞聚到一起，
大家走旗袍秀，参加当地沙龙活动
等。”张春华说，这是为了让侨胞更好
融入当地社会，也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在国外常常想着回家，春节是张
春华最期待的。为了回乡，张春华早
早地关了国外的门店，贴上回中国过
春节的字条。“回国那天，我从意大利
里米尼市坐 2 小时的汽车到佛罗伦

萨，再坐 4 小时车到罗马机场，然后乘
坐飞机到广州后转机温州，最后乘坐
汽车到瑞安。”张春华说，尽管前后花
了 2 天时间，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就
是回家的路。跨越千山万水，眼看着
家越来越近，张春华心情激动。

回家团聚，年味更浓。“爸，今年最
热闹了吧？”二妹张秋华一边给父亲夹
菜一边聊天。“热闹，今年特别热闹。”张
春华的父亲接过话茬，虽然平时能跟子
女视频聊天，但过年团聚在一起，味道
还是不一样。80岁的老父亲开心得拿
出珍藏多年的老酒。母亲也一直拉着
儿女的手在旁念叨。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其乐融融。

张春华说，当在国外生意低落
时，也常想家。“2004 年 2 月也是春
节，爸爸 60 岁，我生意亏损了，很纠结
要不要回家。”她回忆道，那年回乡过
年，在朋友帮助下贷了款，再到意大
利做贸易，“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家给
了我力量。”

最难舍是乡情。“我经常跟儿子、
儿媳妇说，常带孙女回中国、回老家看
看，还让孙子学习中文，讲中国故事。”
张春华说，自己还要回来养老。

吃过饭，姐弟兄妹几人站在老宅
前，又盘算着把房子重修一下。

华侨四兄妹从国外“打飞的”回瑞安过年

最美的风景，就是回家的路
华侨四兄妹从国外“打飞的”回瑞安过年

最美的风景，就是回家的路

张春华（左三）兄妹和父母团聚。 受访者供图

本 报 嘉 兴 2 月 10 日 电 （记 者
徐惠文 共享联盟·南湖 李瑾 许颖佳）

“第一次在大年初一全家坐公交车出
门，很新鲜！”10日一早，嘉兴市民陈卉
颖带着儿子、女儿等一大家子，搭上
807路公交车，去湘家荡景区游玩。

“上车不用刷卡，过年期间免费！”
有乘客上车，807路司机杨平总是不忘
提醒。乘客逐渐多了起来，有出门游玩
的，也有拎着满满年货走亲戚的。“今天
我回乡下过年，早听说春节假期有免费
旅游公交，这段时间就打算都坐公交车
出行了！”市民陆怡两只手拎着水果、干
果、酱鸭等沉甸甸的年货，告诉记者。

一路上，风景从城市高楼大厦变
换到田园风光，大家聊着天，欣赏窗外
的风景，热闹又温馨。

15 分钟后，公交车到达湘家荡景
区站，不少人下了车。这里位于市区
东北角，是 4A 级景区，平常有不少市
民来游玩。陈卉颖感叹，跟自己开车
时间差不了多少，还省了油钱和停车
费，而且一路上风景都很美。接下来

几天还会继续坐公交出去玩。
据悉，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八，南

湖区共推出 5 条免费旅游公交线路。
“这5条免费路线覆盖了南湖区的5个
乡镇，沿途有商业综合体、景区、美丽

乡村等站点，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的
同时，拉动文旅消费。”南湖区交通局
相关负责人冯建强介绍。

春节假期，湘家荡景区推出 VR
游景区、草莓园采摘、亲子手工等活

动。其余几条免费公交线路途经站点
的新春活动也精彩纷呈，如凤桥镇梅
花洲景区的新春喜乐会、新丰镇樱花
峪景区的汉风古韵赏樱活动、余新镇
的国潮游园会等。

南湖区春节假期推出5条免费旅游公交线路

城乡风光 一路尽赏

乘客乘坐春节免费公交在湘家荡景区南站下车。 本报记者 徐惠文 摄乘客乘坐春节免费公交在湘家荡景区南站下车。 本报记者 徐惠文 摄

本报讯 （记者 孟琳） 手持灵秀
湖笔，轻嗅淡雅墨香。大年初一，湖笔
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玉粼执笔弄墨，在红
色宣纸上写下“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几个大字，推介家乡湖州。姚玉粼出生
于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的湖笔世家，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湖笔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湖笔小镇善琏，素有“湖颖之技甲
天下”之称，但制笔匠人也存在断层
的困境。大学毕业后，姚玉粼回到家
乡，师承非遗传承人邱昌明，学习湖笔
制作工艺。同时，她还想方设法开辟
宣传、销售湖笔的新路。在杭州亚运
会火炬传递湖州站活动中，作为火炬

手的她特地制作了一款“发簪笔”，别
在头发上，借此机会让湖笔“出圈”。

“我还参与了关于湖笔的院线电影《万
里挑一》的拍摄。”姚玉粼说。

姚玉粼不仅是湖笔制作技艺传
承人，更是湖笔小镇的“青春代言
人”。她平时拍视频、做直播、讲解带
货，向数以亿计的观众展示湖笔匠人
的精湛手艺。姚玉粼说：“我希望大
家来湖州体验‘千里湖山秋色净，万
家烟火夕阳多’的
韵味，体验‘西塞
山前白鹭飞，桃花
流水鳜鱼肥’的意
趣，体验‘行遍江
南清丽地，人生只
合 住 湖 州 ’的 依
恋。”

湖笔“青春代言人”姚玉粼：

这个春节，来湖州感受诗画之韵

扫一扫
听姚玉粼

推荐家乡新玩法

非遗传承人姚玉粼制作湖笔。 受访者供图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长兴百叶龙距今已有200多年
的历史，其表演特色为荷花瞬间突变
成龙，并通过湖水荡漾、荷花盛开、彩
蝶扑飞、蛟龙嬉戏等动作和情节，展
现江南水乡的意境。

百叶龙以精湛的技艺和磅礴的
气势对外展示了中华龙舞的独特魅
力，近年来不仅频频亮相于国内重大
文化活动的舞台，还出访过新西兰、
法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成
为浙江乃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金
名片”。去年9月，长兴百叶龙还作为

暖场表演亮相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本报记者 叶诗蕾 整理
长兴百叶龙艺术团供图）

长兴百叶龙

开化香火草龙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由稻草、篾条、芋秆、
龙香、小木棍等材料制成。当地百姓
通过舞动香火草龙，以祈盼丰收吉
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开化县苏庄镇富户村非遗展
示馆里，今年64岁的开化香火草龙县
级传承人、村民汪家庆组织大家为新
草龙扎龙头。扎篾条搭骨架、编稻草
制龙头、补细节定龙冠⋯⋯一只长
0.9米、高0.6米、重达50多斤，看似简
单却霸气灵动的稻草龙头逐渐成型。

香火草龙特别受欢迎，不少村

社、单位都邀请他们前去表演，为新
的一年增添好运。

（本报记者 于山
共享联盟·开化 胡萍 姚雪 整理）

开化香火草龙

本报宁波2月10日电（记者 李华
通讯员 陈秀琦 沈琳艳）“大风起兮云
飞扬？我猜是龙腾虎跃！”10 日上午 9
时许，宁波帮博物馆新春猜灯谜区就
已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竞猜，百余条
经典灯谜妙趣横生，大家热烈讨论，馆
内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现场另一隅，“我们的节日”龙年
新春特别活动正同步开展，宁波帮博

物馆以木版年画拓印开启新年第一
课。“年画是什么？”面对孩子们好奇的
提问，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木版
年画拓印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与流
程以及“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
寓意，并现场演示了拓印过程。

文化活动异彩纷呈，文化展览同
样干货十足。除了正在展出的宁波籍
生命科学家特别展、华侨华人与中医

药文化展、奋进中的甬商专题展，博物
馆春节期间特别推出的甲辰龙年生肖
文物图片展也备受游客青睐，通过丰
富的图文资料，让大家了解中国不同
时期、不同民俗风貌、不同文化背景的
龙文化，并围绕打卡集赞、新春寄语等
配套活动，在浓浓年味中展示深厚文
化底蕴。

“博物馆过大年正成为一种新潮

流，为给游客献上‘文化新年礼’，今年
的新春特别活动横跨春节、元宵，除了
正在进行的猜灯谜、写春联、龙年投影
灯制作、木版年画拓印，还有巧制新年
毛球画、DIY 剪纸舞龙灯、舞大岙布
龙、学习造纸技艺等趣味活动，让大家
在动手、动脑的同时，与文化对话，沉
浸式寻味中国年。”宁波帮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介绍。

宁波：博物馆里寻味中国年

本报绍兴2月10日电（记者 王佳
王啸天 共享联盟·越城 严立明）“时
隔 14 年，终于又能在家门口看上烟花
秀了，还是龙年的第一场烟花，满满的
年味！”大年初一晚，在绍兴市越城区
灵芝街道镜湖湿地公园附近的道路旁
人潮涌动。距离烟花大会开始还有半
小时，市民贺佳峰带着妻儿早早等候
在路旁。“上一次观看烟花大会还是
2010 年绍兴举行建城 2500 年庆典，
那会儿这一片还都是农田，只有一条
解放路可以通行，现在环境越来越好，
人气也越来越旺了！”望着眼前密集的
人流，他颇为感慨。

晚上 7 时，随着第一束火花蹿上
夜空化成点点星辰，2024“祝福·绍兴
古城过大年”新春烟花大会正式揭开
面纱。市民游客纷纷抬起头，举起手
机准备记录下这璀璨的一幕幕。转

瞬间，接二连三、绚丽多姿的烟花伴
随着声声长啸划破夜空，其间还穿插
了无人机表演，众多越城元素和城市
地标荡漾在城市上空，仿佛向市民游

客娓娓讲述城市发展的动人故事。
道路上的观众不断欢呼，许下新年心
愿，持续 40 分钟的视觉盛宴让人直呼
过瘾。

95后绍兴姑娘朱欣怡在外工作多
年：“昨天刚和家人团聚吃完年夜饭，
今天又看到这么漂亮的烟花，这是绍
兴给归乡游子的新年礼物。”说话间，
朱欣怡转身将手机镜头对准自己和父
母，留下这温馨美好的时刻。

当晚，近 3 万发高空礼花弹映红
天幕，点亮整座城市。“我们从两个月
前就开始筹办，为了呈现最佳效果，
100 多张烟花效果图，前前后后修改
了 30 多次。”2024“祝福·绍兴古城过
大年”活动组委会工作人员、灵芝街道
宣统委员潘金洁琼介绍，举办烟花大
会也是回应群众呼声，为了扩大观看
区域，当地还对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
制，将马路变成看台。同时推出 8K 户
外大屏视频直播和在线直播，让无法
前往现场的市民共同见证烟花绽放的
美丽时刻，共度新春佳节。

据统计，当天现场观看人数超 9
万人次，网络直播点击观看量突破百
万人次。

绍兴：烟花大会新春助兴

绍兴市民在观赏烟花大会。 本报记者 王啸天 摄

天天好戏

（上接第一版）
占家树的手机里，还留着当时的

新闻截图：2021 年 9 月，淳安县与滨
江集团正式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联手打造“新型帮共体”，
由滨江集团投资 5 亿元，计划分三
年，对这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山村
实施农文旅综合开发。

真有这么好的事？爱较真的老
占几乎每隔一周就跑一趟老家，“半
年换了 7 次轮胎，就是想‘眼见为
实’。”看到七八米宽的新路修到了村
口，灰瓦绿树的精品酒店逐渐成型，
他作了个大胆的决定：在家门口开间
民宿，“看这架势，这回能成”。趁着
老宅翻新，占家树对家里的二楼、三
楼腾出的九间房进行改造。2023 年
3 月，“云上民宿”正式开张，占家树
成了胡家坪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敢于吃“螃蟹”，是因为心里有
底：论旅游资源，胡家坪村森林覆盖
率92%，是天然的氧吧，2019年就入
选了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底
子没得挑。“现在有了大项目，村庄名
气打响了，盘山公路拓宽了，不愁没
游客。”占家树粗略算了算，去年营收
有近 20 万元，比自己打工的工资还
要高。他知道“这一步，走对了”。

辞掉临安的工作，占家树把母亲
和妻子都带回了胡家坪村。“民宿主
要由老婆来打理，我又在云顶桃源酒
店找了份保安工作，每个月工资3500

多元。今年春节，父子俩在家门口一
起加班，三倍工资呢！”占家树说。

开山通路、改善村容，完善公共
服务、构建产业体系，“新型帮共体”
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多了一个提供

“家门口就业”的酒店项目——
2023 年，胡家坪村集体经营性

收 入 达 90.59 万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59%。络绎不绝的旅游大巴车和背
包客，村民们已习以为常；原生态的
高山蔬菜，通过滨江集团的“带货”渠
道，走出了大山；村中心广场上，幼儿
园、老年食堂、卫生服务站等“只在城
里看到过”的配套设施相继建成⋯⋯

“现在村里啥都有，再让我住到城里，
我还不愿意呢。”老母亲王玉香特意
换上了一件新羽绒服，她觉得“在老
家过年，要精神一点”。

一家人正吃着年夜饭，村党支部
书记罗长木来拜年了。“一来，是给村
里年纪最大的王奶奶拜年；二来，也想
从你们这儿取取经。”罗长木
说，年后还有十多栋民宿
要开门迎客，“巴望着来
年更多胡家坪人回乡。”

我们与小山村告
别时，占家树和外孙女
在 家 门 口 放 起 了 烟
花。升腾的烟火照亮
了孩子的笑脸，也照亮
了 这 个 高 山 村 的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