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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兴而来购山货，满载而归迎新年。
1 月 19 日，由洛南县委、县政府主办的
2025 年“ 来 洛 南 赶 大 集 品 山 城 烟 火
味”活动在西城区惠民广场开幕后，迎来
了一批又一批置办年货的群众，在这里，
有美味的洛南豆腐、洛南核桃、手工红薯
粉条……不仅有美味儿更有年味儿。

洛南豆腐因其富有光泽、质地细腻、
豆香浓郁、嫩滑爽口，成功注册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频频亮相杨凌农高会、西
安世博会。在 2024 年国庆假期期间，第
二届洛南豆腐·洛南核桃双节嘉年华的
举办，更是让洛南豆腐火爆出圈，在西
安、商洛及周边地区掀起了“去洛南吃豆
腐”的热潮。

“洛南豆腐从‘土特产’到‘御用菜’，
从‘家宴’到‘国宴’，我们一直坚持使用传
统工艺制作豆腐，用黄浆水点豆腐，一般
不揭豆皮，保证了豆腐的好品质、好口感、
好营养。而且我们还研发出了洛南烩豆
腐料包和豆腐系列的休闲零食，深受大家
青睐。”洛南县豆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亚斌说。

纯正的手工红薯粉条、闻名的洛南
核桃、优质的羊肚菌，洛南大地出产的优
质农产品，铸就了诸多好品牌。在惠民
广场，不仅有众多老品牌展销，还有新近
推出的好产品，引来消费者驻足购买。
其中，来自洛南县阳光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巧克力核桃仁颇受消费者青

睐。据该公司负责人罗婵介绍，该款产
品的原材料来自洛南核桃，经过陕西师
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的专家
教授们的把脉指导，创新研发而成，于第
二届洛南豆腐·洛南核桃双节嘉年华举
办时正式上市。

“这个‘巧遇核缘’是我们新研发出来
的产品，经过物理去涩、低温烘焙，而且非
油炸，使得核桃原始的清香与巧克力的丝
滑完美融合，非常适合老人、小孩食用，线
上线下均可购买。”罗婵说。

品牌效应释放市场吸引力，随着“来
洛南赶大集 品山城烟火味”活动品牌的
不断成熟，从 1 月 19 日开始，至 1 月 25
日，除了设置 120 多个农特产品展位、搭

建美食展销一条街外，还特别布置了非遗
展示区，并安排了非遗文艺展演和唱大戏
活动，通过搭建一个集“形色声味态”于一
体的年货集市，增强群众“游购娱”沉浸式
体验，全力营造喜庆祥和、快乐热烈的节
日氛围，持续造氛围、扩消费、促增收。

“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多出戏了，特别
感谢今年政府举办的这个唱大戏活动，希
望以后多演出，让我们这些老戏迷过过
瘾，也让更多年轻人能够了解秦腔、爱上
秦腔。”群众郭书民告诉笔者。

满满烟火气，年味渐浓时。随着春
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人们在购山货、赏民
俗、尝美食的多彩活动中，喜气洋洋，共
迎新春。

购年货 唱大戏 过大年
—— 2025年“来洛南赶大集 品山城烟火味”活动见闻

本报通讯员 毕波波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但要说年味最
浓、烟火气最盛的地方，莫过于乡村大
集。1 月 20 日，农历腊月廿一，镇安县高
峰镇两河村的大集上，人潮涌动，人们在
此品美食、购年货，热闹十足。

在大集上，点心、柿饼、麻花、酥饺等
当地美食琳琅满目、各具特色。白家点心
倍受青睐，作为高峰镇的特色传统美食，
已有百年历史。它融合了当地独特的制
作工艺和优质的食材，品类丰富，让人回

味无穷。这些点心承载着当地人对于传
统节日的情感寄托，是年货市场上的抢手
货，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之一。

除此之外，大集上还有瓜果蔬菜、鸡
鸭鱼肉、节日饰品、干果调料等年货，满
足了群众购物的需求。大集沿着 210 国
道延伸 500 多米，从高空俯瞰，车水马
龙，人潮涌动。

赶集的传统习俗中，最具特色的莫
过于“讨价还价”。在集市上，买家和卖
家之间的讨价声此起彼伏，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此外，一些地方的村民还
会在集市上进行换货，用自家的农产品
换取所需的年货，这种古老的交易方式
既体现了乡村的淳朴，也加强了邻里之
间的联系。

当地居民范先生表示：“今天的高峰
镇大集非常热闹，商品种类繁多，我打算
买些肉回家过年。”胡女士则感慨地说：

“赶集真有意思，让我回忆起了小时候过
年的气氛。”

高峰镇自古以来就有赶场的风俗，每

逢农历的“1、4、7”日子，村民们都会来到
大集上进行买卖。近年来，随着交通的便
利，不少外地商贩也纷纷加入这场盛会。

达仁镇象园村茶农王志盆说：“我今
天早上 6 点就从达仁镇赶到高峰镇，这边
人气很旺，茶叶销售情况非常好，早上两
个小时就卖出了 13斤茶叶。”

为 应 对 赶 集 带 来 的 交 通 拥 堵 等 问
题，高峰镇不断优化集镇建设，增设交
易摊位，强化安保措施。高峰镇党委书
记储德宝表示：“我们扎实开展‘干干净
净迎新春，热热闹闹过大年’村庄清洁
行动，严格落实‘五清一改’工作要求，
努力提升集镇面貌。在两河村农贸市
场增设了 114 个交易摊位，改建集镇周
边人行步道 2.4 公里，修建河堤 50 米，
增 设 路 灯 120 盏 ，绿 化 沿 线 道 路 37 公
里，让乡风更美、环境更优、秩序更好、
发展更快，为全镇人民营造一个干净、
祥和的春节氛围。”

乡村赶大集 满满烟火气
本报通讯员 夏泽梅 李立彬

本报讯 （记者 谢 非）1月23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
悉：柞水县日前被商务部评为全国首批农村电商“领跑县”。

近年来，柞水县按照“高位布局、政策赋能、党建引
领、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坚持规划先行、压茬推进，全
县电商交易额逐年增加，成为我省唯一的全国首批农村
电商“领跑县”。

据了解，2024 年，柞水县新建电商直播基地 5 个，标
准化直播间 48 间。完成农村电商人才培训 4 期 900 多
人次。整合菜鸟物流、中通、申通等 8 家快递公司，设立
县级物流仓储分拣配送中心 3 个，引进全自动分拣流水
线 1 条，开通初级农产品上行通道 54 条。开展“与辉同
行”“柞水 2024 春节年货节”“网红巡回直播·助力乡村
振兴”等直播活动 1140 场次。“双 11”购物节期间，全县
农产品实现网络零售 106.5 万件，其中直播零售 25.2 万
件，直播零售额位居全市第一。农村电商已经成为柞水
县实现乡村振兴、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柞水获评全国首批

农村电商“领跑县”

本报讯 （通讯员 孙 健）春节临近，丹凤县残联积
极开展“助残暖冬”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 300 多户重度困
难残疾人送去米、面、油、春联等慰问物资，传递党和政府的
关怀与新年祝福。

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各镇村，与残疾人及其家属
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了解惠残
救助政策落实情况，倾听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
积极宣传帮扶政策，鼓励他们乐观面对生活，有困难及时向
相关部门反映。

2024 年，丹凤县残联带领相关机构巡回各镇办（片
区），集中开展精准助残综合服务活动 12场次，利用医疗流
动服务车载设备进行残疾等级评定、健康体检，现场进行信
息录入、办证换证、辅具发放、培训就业咨询招聘等活动，满
足了残疾人基本需求。全年新办残疾人证 1460本；精准发
放两项补贴 12140 人，发放金额达 1701万元。在就业扶持
方面，38 家企业参与“百厂百人”项目，安置涉残职工 125
人，兑现补贴 125 万元；扶持 104 户残疾人家庭发展产业，
发放资金 49 万元；选聘 120 名残疾人担任护林员、保洁员，
发放补贴 18万元。通过一系列助残保障措施，切实解决了
残疾人的实际困难，提升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推动全县残
疾人事业迈向新高度。

丹凤开展助残暖冬走访活动

1 月 22 日，北方小年。山阳县中
村镇中村街社区居委会院子里热闹非
凡，社区耍灯非遗传承人杨海军等人
手拿竹篾，专注而又耐心地给几个年
轻人讲授制作花灯骨架的技巧要领，
老中青三代人围坐在一起，争分夺秒
为正月里的耍灯展演赶制花灯，为营
造一个热闹祥和的春节做准备。

“做花灯要把动物做活、花草做
真、器物做像，材料主要以竹子为主，
破成竹篾编制龙骨，最后再装饰和绘
制各式图案。”杨海军手拿一个个造型
独特、颜色鲜艳的花灯边介绍边说。

“看着村里大人们年年耍灯，特别
热闹，放假回来跟着老人学扎花灯，很
有意思，一下子年味又回来了。”今年
16岁的张宇尧说。

花灯好看，但是制作过程却不容
易。一对花灯从制作到完工差不多需
要两天时间，社区的老一辈人几乎都会
扎花灯，杨平典就是老一辈的非遗传承
人之一，从几根竹条、一碗浆糊、几张彩
纸到一根画笔都饱含着深厚的感情。
他说，平日里就有意识地搜集各类素材
和灵感来源，在制作过程中精雕细琢，
为了把花灯做得更精致常常熬夜到很
晚，有时候几个花灯艺人一块商量切
磋，花灯做成的那一瞬间他感到特别满
足。现在一有闲工夫，杨平典就盼着年
轻人能继承这门手艺，只要他们有兴趣
学，他就会尽心教。

“你看这个花灯上的人物，要画的
传神，用笔要流畅。”杨平典说。今年
刚刚大学毕业的杨璐凡在一旁看得认
真，听得仔细，虽然在学校里学美术，但有机会能把专业和兴
趣结合一起更是让她如鱼得水，一个个“八仙”人物在她笔下
画得栩栩如生，为花灯制作的最后一步增添了不少色彩。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中村镇将围绕打
造“省级文化名镇、国家非遗示范镇”为目标，筹建中村非物
质文化遗产陈列馆，潜心研发文创产品，加强传承人技能培
训，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激励和扶持力度，通过老艺人“传
帮带、老带青”将传统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在
继承非遗文化的同时深入挖掘非遗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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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已是农历腊月廿二，城区处处散发
着浓浓的年味，万家团圆之际，也是环卫工人最忙
碌的时候。凌晨四点半，家住商州区刘湾街道移民
搬迁点的环卫工人王慧芳就已经换好工作服，拿上
扫把、簸箕等工具，前往她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
一天的工作。

借 着 微 弱 的 路 灯 ，王 惠 芳 挥 舞 着 大 扫 帚 ，清
扫着落叶和垃圾。王慧芳介绍，她今年 47 岁，已
经 在 商 州 区 城 管 局 环 卫 处 城 北 环 卫 所 工 作 了 7
年，主要负责商鞅广场到郭村社区附近的路面清
扫 工 作 ，最 近 因 为 那 边 在 修 路 ，所 以 支 援 了 西 岗
楼以西的路面清扫工作。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出门天黑得很，路上只有
路灯，心里挺害怕的，不过现在习惯了，出门工作我
就一个目标，把地扫净。”王惠芳笑着说，她以前是
个家庭主妇，环卫工是她在孩子上小学后干的第一
份工作，能在 40 岁的时候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
易，所以她很珍惜。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清扫，略显疲惫的王惠芳搓
了搓双手，哈了口气，稍做休息后，又拿起扫帚和簸

箕，继续工作。早上 8 时许，王惠芳的第一轮保洁工
作已经结束。

中午 12 时左右，王惠芳和家人吃过饭，开始了
第二轮道路保洁工作。路面上的果皮纸屑、绿化带
内的烟头、电线杆上的野广告……被人不经意扔掉
的东西，都是她需要清理的，当前天气虽然寒冷，但
王惠芳对工作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她说：“和以前相
比，道路清扫车、垃圾运输车逐年增加，机械化作业
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量。市民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很
少有人乱扔垃圾。”

“现在临近春节，很多人都会在商城附近买年货，
有时候这边刚扫完，转一圈又脏了，只有不停地清扫，
才能保持干净。”面对不断增加的工作量，王慧芳没有
抱怨，继续埋头苦干，清扫好路面她又拿出抹布，动作
麻利地擦起垃圾箱。

春节假期是垃圾生产的高峰期，还有很多像王惠
芳一样的环卫工人舍小家、顾大家。他们从未抱怨过
工作的繁重和辛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垃圾清运工
作，为市民营造了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确保每一位
市民过一个舒心的节日。

于细微处守一方洁净
本报记者 南 玺

1 月 22 日 18 时，夜幕刚刚降临，山阳县
人民广场上热闹非凡。一条写着“迎新春贺
新年 电影文化进万家”的横幅醒目地悬挂
在电影银幕下方，在灯光的映照下格外引人
注目。这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电影放映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为蛇年新春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氛围。

“开始啦！开始啦！”随着放映机投射出
光影，孩子们兴奋地呼喊着。大人小孩围坐
在一起，眼睛紧紧盯着银幕，一边观看精彩
的电影，一边热烈地讨论着剧情。现场欢声
笑语不断，温馨与欢乐充盈着整个广场。不

仅观影的群众沉浸其中，就连三三两两正在
锻炼和散步的市民，也被精彩的电影吸引，
纷纷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在公益电影放映现场，家住西照川镇青
川社区的欧先生满脸笑意，难掩激动之情：

“好几年没回来过年了，本以为农村过年会
很平淡，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
还免费的电影，一下子让这个年变得有滋有
味了。”大家纷纷表示，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
有电视，手机上也能便捷地观看电影，但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与邻里乡亲共同享受露天
电影的时光，才是真正的年味儿，这种感觉

是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无法比拟的。
此 次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活 动 ，是 山 阳 县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系列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县电影放映中心
主任武斌介绍，按照县委宣传部和县文旅
局联合印发的《“金蛇舞盛世・福气满丰
阳”山阳县 2025 年庆新春十大系列活动
方案》要求，他们从众多影片中精选了 80
多部，涵盖了红色历史、现实题材、喜剧娱
乐等多种类型，力求满足不同年龄段和观
众群体的需求。

山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锋表示：“我

们充分发挥公益放映打通文化惠民‘最后
一 公 里 ’的 优 势 ，通 过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惠民活动，满
足广大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
文化需求，让群众的新年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据了解，此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从腊月
廿三开始，将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三。县电影
公司精心挑选了《血战漫川关》《我本是高
山》《百姓法官》等多部优秀影片，计划在全
县范围内放映 80 多场，预计观影人数将达
到 1万多人次。

公益电影点亮群众新春文化生活
本报通讯员 陈丰武

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