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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展现婺剧魅力

缙云姑娘戴丽霜
亮相央视春晚

本报讯 （记者 姚驰 刘斌 通讯员 王丽玲 徐展强）每年
的央视春晚，都是除夕夜的“精神盛宴”“文化大餐”。 在 20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戏曲组合节目《锦绣梨
园》可谓是名家荟萃，大腕云集，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 其中，
来自浙江省缙云县舒洪镇蟠龙村年仅 19 岁的戴丽霜惊艳亮
相，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央视春晚大数据统计显示， 在春晚热度最高的时间段，
就是在晚上 9 时至 10 时之间的节目，戴丽霜参演的《锦绣梨
园》直播关注度为 38.93%，观看人数 5.4 亿，成为该时段关注
度最高的节目。

舞台上，她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彰显了实力，展示
了风采。

记者了解到，戴丽霜出生于婺剧世家，从太爷爷那辈就
开始表演婺剧。 父亲戴雄光是民间鼓手，早年也加入过婺剧
团，现在还时不时客串一下。 戴雄光告诉记者：“我们全家都
会唱戏，我们夫妻俩、兄弟姐妹，还有两个女儿，都很喜欢婺
剧，平时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戏曲频道。 ”

每年蟠龙村的“村晚”，戴丽霜一家都会登台。去年春节，
全家共 11 人齐上阵，一家人撑起一台戏，在村文化礼堂给全
村人送上了一台 50 分钟的婺剧大戏，让村民大呼过瘾，很多
附近的村民还特意赶过来看热闹。 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戴
丽霜从小就爱唱歌跳舞。 在舒洪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通过
“婺剧进校园”活动，她得到了专业婺剧老师的指导，并多次
代表学校参加演出和比赛。

此后，戴丽霜代表学校表演的婺剧《姐妹易嫁》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 后在 2015 年时参演小学群体《婺韵书声》被浙江
婺剧团相中，作为浙江婺剧团的委培生，在金华艺术学校规
范学习。 2018 年 5 月，她正式进入浙江婺剧团实习，并在己
亥猪年的央视春晚上跟团演出。

对于这次上央视春晚的经历，戴丽霜感觉很幸运，收获很
大。在春晚直播结束后，她发朋友圈开心地说：“第一次不在家人
身边过年，但是有舍有得，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还收获一个镜
头，足矣！”戴丽霜说，新的一年，她要再接再厉，让自己变得更优
秀！

云和 300多个家庭乐拍“全家福”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柳项云 通讯员

孙佳平 叶苗） “西瓜甜不甜？ ”“甜！ ”大年初
一上午， 随着云和县摄影家协会摄影师刘丽
莉的指令一下， 云和中山广场上胡志跃一家
子 30 多口老少齐声喊出了这句“拍照口号”。
大家笑容满面时，刘丽莉连连按下快门，用镜
头在这辞旧迎新的第一个早晨为市民送上温
暖的祝福。

春节是中国人最有魂 、 最有情怀的节
日，承载着我们的情感精髓。 大年初一至初
二，云和县推出“放歌新时代，文化进万家”
免费全家福活动， 惠及云和 300 多个家庭，
一张张充满温暖和幸福的全家福照片注释
了新时代的春节内涵，唤起市民心中那一份
最美的幸福。

“一直想拍张全家福，但不是这个有事，
就是那个没到齐，有时候人齐了，却没准备相
机。家庭越来越大，拍张像样的全家福好像更
不容易了。 ”领着全家来拍照的胡志跃表示，
拍摄全家福的活动机会难得， 又有专业摄影
师“操刀”，他就拉着家里人过来，弥补了大家
庭没有“全家福”的缺憾。

相对这样大家族齐上阵、有备而来的“全
家福”盛宴，新云和人游晓鹏第一年在云和过
年，却在逛公园时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全家福”
套餐。 今年搬进新家过新年，游晓鹏和妻儿没

有回家过年，大年初一一家子吃完早餐后前往中
山广场散步，刚到公园就见数名摄影师忙着为行
人免费拍摄全家福。 于是，游晓鹏一家三口在镜
头前摆好姿势，记录下幸福瞬间。

温暖全家福，幸福中国年。 “我们选择在交
通便利的中山广场， 为市民拍摄氛围轻松的全

家福，以这样的仪式感来欢度新年。” 云和县摄
影家协会会长吕周亮告诉记者， 协会每年组织
拍摄全家福活动， 今年年前赶赴崇头镇岩下村
为 60 多户村民拍摄全家福，这次春节，协会安
排了会员轮班为大家拍全家福， 照片冲洗好后
免费送给市民。

人勤春来早

采茶卖茶泡茶忙
本报记者 钟根清 孙丽雅

人勤春来早！ 从正月初三开始，位于
松阳的浙南茶叶市场就开市了！

这里号称“中国绿茶第一市”，是全国
绿茶价格指数发布市场和全国百强商品
贸易市场。 今年，茶叶市场开市时间较往
年稍有提前，不少外地茶商春节没过完就
早早地来到这里“淘宝”，早早地将新炒制
的春茶带到市场销售。

由于受春节节前温暖天气影响，浙南
各地春茶长势较好， 比往年提前 15 天左
右冒了新芽。 目前上市的为乌牛早，整体
价格在 660 元-900 元每公斤。

“这几天平均每天要泡 1000 杯茶。 ”
对于大木山茶园的新生代茶人孟雪芬来
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变得更忙碌
了，她为游客们准备了大碗茶，让每位游
客喝到清香四溢的茶，给游客们留个松阳
茶的好印象。

长廊坐满喝大碗茶、赏茶园景的游客，
茶室也显得热闹非凡。 “这是胶囊茶叶，可
放入机器冲泡。 ”说着，她将一罐胶囊茶叶
放入机器，轻按泡茶键，选择杯型，几秒后，
黄绿色茶汤汩汩流入杯中，不到 1 分钟，一
杯醇香绿茶已泡好。

“大家喜欢喝咖啡，我们就从咖啡的
包装和冲泡方式入手， 让喝茶也变得简
单、方便。 ”说话间，孟雪芬又拿出一根“棒
茶”，加入热水轻轻搅动，一杯清亮的松阳
银猴茶便泡好了。 她说，棒茶的出现也是
为了迎合年轻人和商务人士的饮茶需求。

小茶叶，大产业！ 茶叶是松阳的一片
“黄金叶”， 也是一张远近闻名的金名片。
目前，当地已经构建了产值超百亿元的茶
叶全产业链。 新春采茶、卖茶、泡
茶忙，将预示着一年的红红火火！

“高速人”用坚守畅通你我回家路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周晓莉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然而，对于肩负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畅通的高速公路员工来
说，春节却是一年中最为紧张和忙碌的时候。

从春运开始， 金丽温高速丽温段和丽缙
段车流量大增， 其中丽青段日均断面流量达
到了 4.87 万辆，最大小时流量超过 3600 辆。
“高速人”用坚守为春节高速道路安全畅通交
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大年三十下午 4 时， 当大家都沉浸在一
家人团圆中时， 金丽温高速公路丽水处一大
队巡查员李根良已经踏上巡查路途。 他从缙
云收费站出发，一路开向丽水收费站。这条路
他再熟悉不过，每天都要来回巡两遍，节假日

期间还要加巡一次。 哪里的路面弯道大有隐患，
哪里的路口流量大容易造成拥堵，哪里的桥下空
间可能堆放了易燃品，他都了如指掌。

“家里这会儿应该已经开饭咯。 ”已经七年没
和家里人一起好好吃年夜饭的李根良有些歉疚地
说，“陪伴孩子家人的时间太少了，不过我想，家人
会理解我的，我希望他们会为我骄傲。 ”

为了应对春节车流高峰，浙江交通集团金丽
温高速丽水管理处各收费站的收费员都做好驻
所工作，随时待命。

收费员们和往常一样在车辆离窗口 3 米的
距离便扬手示意，点头，微笑，行注目礼。 只不过
这一次，她们的台词多了一句：“您好！春节快乐！
祝您一路平安！ ”

青田景区别样年味引游人
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吴瑶雯

欢天喜地辞旧岁，新春佳节人陶醉。冷空
气来袭，我市的春节“冻感”十足，但城市各大
景区依旧红火喜庆， 游客登高祈福、 寻梅赏
花、体验民俗，游园热度不减。

正月初二，一场别开生面的鱼灯舞表演，拉
开了“世界再大·也要回家”青田千峡湖第二届
侨乡年味节的序幕， 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量小高
峰，来自青田周边地区的市民纷纷前来踏春。

“美食是年味节里必不可少的环节，为
此， 我们为市民们和远道而来的游客准备了
丰富地道的侨乡美食。 ” 青田北山镇宣传委
员项一伟告诉小编，在活动现场，特设立了美
食乡味小吃街，麦饼、山粉糊、炒粉干……这
些尽显侨乡本土风味的特色美食应有尽有，
让人流连忘返。 “从小吃到大的山粉糊，无论
在何时吃到，都能让人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

这浓浓的家乡情。 ”特地从西班牙回来过年的陈
光妹说，她已经有四五年没回来了，可是家乡味
道永远都在她的心中。

除了品尝美食，大家还可以享受到精彩绝伦
的“文艺盛宴”。千峡湖艺术团表演团队带来了象
征纳福的击鼓表演———峡谷神韵，四五壮丁依次
站开，穿着传统民俗服饰，轮番击鼓喝彩，为新年
伊始带去了最美好的祝福；西洋音乐组合带来的
爵士歌曲联唱，跳跃的音符、悠扬的歌声，中西结
合的演奏，给活动增添了动感的现代元素；舞蹈
表演———雨印，舞者轻盈的身姿，仿佛将人带入
了那个细雨朦胧的午后，平添许多遐想。

据悉，今年春节，青田各大公园将推出系列
活动、展览，营造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节日氛围，其
中年味文化成为主打。 在千峡湖景区，现场还特
别设立了农耕文化体验区和侨乡文化摄影展 。
“千峡小镇的美景让我印象深刻， 从没见过这么
漂亮的好山水。”来自内蒙古的金鑫靖兴奋地说。

民宿不愁客源

遂昌民宿成游客
春节“打卡”新宠

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朱敏

“准备开饭啦！”大年三十晚上，遂昌县濂竹乡刘坑村“蚂
蚁尚墅”民宿内，主人施剑锋麻利地招呼着客人。圆桌上饭菜
碗筷已经摆放妥当，客人们相继落座。

这是一家依山而建的民宿，外墙是古朴的泥色，古树从
房中穿插生长，13 间客房错落有致。 吃着热腾腾的年夜饭，
宁波游客赵先生告诉记者，如今“上山下乡”过大年是一种新
时尚，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宅”在家中，而是走进乡村感受真
正的乡村“年味”。

与濂竹乡一样，精品民宿集聚的湖山乡同样是遂昌“上
山下乡”过大年的热地。坐落于仙霞湖的最佳观景点，由 3 个
“90 后”小伙子创业建成的“上林山舍”民宿在这个春节推出
了“迎新纳福”之旅，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带上家人，换个
环境、换种方式过年。

“1 月初就预定了。 我们几家人‘拖家带口’地有十来个
人，去谁家过年装得下？ 还是来这儿好，既有农村的体验，又
有宾馆的舒适。”放下工作的疲惫，陈女士与孩子们一块儿在
院子内的草坪上嬉戏打闹，显得格外兴奋。

“今年几个家庭包场过春节的情况还是挺多的，休闲娱
乐又省心。”“上林山舍”民宿负责人苏文一说，春节期间民宿
接近满房状态，“出门就是院子， 一大家子人在院子里放鞭
炮、看烟花，都是记忆里最深的过年印象。 ”

记者了解到，除去精品民宿不说，村民自己改造的农家
乐，春节期间也是异常火爆。作为最有年味的旅行过年方式，
游客们不仅可以住在当地特色的农家院落里，还能品尝到最
“土”的当地美食。 打麻糍、炸油豆腐、包饺子、放烟花、观看
“村晚”……游客和村民们一块儿过年，回程的时候还可以捎
上些咸鸡、咸肉等“土货”屯着解解馋。

“之前过年都在城里走亲访友，今年‘另辟蹊径’来到乡
村，真是第一回感受到了这么浓的年味。”江苏游客谢小姐表
示，干净整洁的村庄、浓郁的乡土文化，还有农家热情好客的
民风，对于城里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高颜值和浓年味，让遂昌乡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遂
昌县文化和旅游广电体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民宅“晋升”为
民宿、农家乐，是遂昌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缩影。 而“上山下

乡”过大年火热现象的背后，正是遂昌乡村振兴的
美好成果和人们那颗渴望回归的心。

春节期间，仙都景区各景点，腊梅花开，争妍斗艳，为春节团聚出游的游客们送上了喜庆的赏梅盛宴。 景区的梅
花，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赏花，拍照留念。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许小峰 摄红梅报春

我们的节日

——— 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