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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舒旭影 余自强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青田
的元宵夜，家家户户门前张灯挂彩，将侨乡装点
得宛如灯的海洋。正月十五这天，最有趣味的
莫过于喜庆的舞灯。在章村乡就有元宵节表演
马灯舞的传统民俗。这几天，不少村子开始了
以“走马灯”为内容的乡村狂欢，以喜庆欢乐的
方式迎接佳节的到来。

2月 15日晚 6时，在章村马灯的发源地黄肚
村，走马灯会的队伍集结在汤氏祠堂内，村民们
穿着“行头”扮演历史故事里的人物，前面提着马
头，身后挂好马尾。领头人举着帅旗，领着队伍
沿着固定的路线绕村前行，长龙式的走马灯照亮
了整个村子。伴随着鞭炮声、锣鼓声和马灯欢快
的步伐，一下子，寂静的村庄热闹非凡。

别拐、穿花，旋转、跳跃⋯⋯在表演时，村民
们不断变换阵式，时缓时急、穿插有序，马灯在
表演者的舞动下过场穿花，精彩纷呈；周围观看
的人群时而高呼，时而欢笑。

马灯舞作为章村一带民间灯舞，也是黄肚
村一年一度闹元宵的重头戏，至今已有 300多年
历史。它以昭君和藩为名排成十三个阵势，有
开门阵、龙门阵、长蛇阵、梅花阵、三角阵等，是
一种非常有特色的灯舞艺术。

作为当地民间的传统活动，马灯表演一直
受到村民们喜欢，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也都会走
马灯舞步，这次的表演队伍中就有四五名学
生。16 岁的汤艺阳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今年寒
假在家期间没少跟着长辈学习如何舞马灯，这
次元宵节给了他展示的舞台。

“我从小就是看着这样的舞马灯长大的，小
的时候我就对这些传统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这
次能和叔伯朋友们参与表演，给大家带去欢乐，
让我很有成就感。”汤艺阳说。

黄肚村马灯组织者、村民汤后兵表示，这两
年通过乡村振兴，村子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收
入也都提高了，村庄更美了，“今天我们舞起了马
灯，祈祷国泰民安，章村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跑马灯，闹元宵

元宵佳节前夕，后庆社区开展以“汇廉味·品廉心·庆团圆”为主题活动包汤
圆活动。参加活动的居民们一起包汤圆，话家常共庆元宵佳节。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张海丽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叶子田田 王可玙）“你们做的这
个太有意义了，大学生就是要走入社会，和我们老百姓
多接触接触，今天来听你们的‘反诈普法’，真的太值
了！”听完“反诈普法”的宣讲后，松阳县水南街道江南
社区的江奶奶频频点赞。

在寒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反诈普法”社会实践团队通过“云调研与实地走访结
合”“海报漫画新媒体花式宣传”与“民警助力进课堂”
等方式进入 11 个社区，宣传“反诈普法”知识，让社区
居民受益匪浅。

“反诈普法”社会实践团队根据前期调研，了解到
群众遭遇次数较多的诈骗类型主要是“冒充 QQ 好友
诈骗”“冒充公检法电话诈骗”和“保健品诈骗”。因
此，针对以上三类诈骗准备资料，从“情形概况”“经典
案例”“法律知识普及”“防治手段”四个方面有针对性
地对防范三类诈骗案件的宣传资料进行整理，并在各
社区开展宣讲。

同学们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撰写剧本并拍摄
了“保健品诈骗”“虚构车祸诈骗”“冒充公检法电话诈
骗”“虚假爱心传递诈骗”“冒充 QQ 好友诈骗”等十一
个反诈微视频，在微信视频号、社区 QQ 群、微信群等
平台上转发播放，不到一周播放量累计破万。他们同
时还设计制作了反诈漫画、主题海报，并将宣讲文稿排
版配图，制成了三种喜闻乐见的宣传手册，分发到居民
手中，得到了居民一致好评。

大学生回家乡进社区
开展“反诈普法”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讯
员 王泓业）“元宵快乐！”2 月 14 日，在
莲都区碧湖镇上，一群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带着热乎乎的汤圆和精心准备
的灯谜，挨家挨户送上祝福和欢乐。这
也是碧湖第二次举行“奔跑的灯谜和汤
圆”元宵暖心志愿服务活动。

“这是我过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元宵
节，今年的汤圆也格外好吃！”家住上赵
村村的高馨彤开心地接过志愿者的汤

圆，当场吃了起来。高馨彤的父母常年
在江苏经营超市，今年过年也没有回碧
湖，高馨彤和妹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眼下，有志愿者上门来和两姐妹玩
耍，两人都十分高兴。在猜灯谜环节，
姐妹俩都答对了，拿到了兑换券，表示
要去兑换“新年的第一杯奶茶”。

“红红脸圆又圆，亲一口，脆又甜，
请问这是什么？”在 93 岁的朱芝香老奶
奶家里，志愿者纪会仙用碧湖话给她出

题。“我知道！是苹果！”朱奶奶瞬间就
答对了灯谜，在场的每个人都为她鼓掌
称赞，她自己也是乐得合不拢嘴。“我很
多年没有猜灯谜了，我还以为自己猜不
对，谁知道一下子就猜对了！”朱奶奶开
心地说。朱芝香和老伴都是 90 多岁高
龄老人，他们十分感谢志愿者的这份元
宵关爱。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去年元
宵，我们镇就举办过入户配送汤圆的活

动，反响很好，今年，我们继续用入户配
送的方式，将 400 多份热腾腾的汤圆和
有趣的灯谜送到镇区留守儿童、老党员、
困难群众、外来务工人员手中，通过志愿
者们的‘奔跑’，向碧湖群众传递了关爱，
让大家吃上了汤圆，猜上了灯谜，过上了
一个有意义的传统佳节，做到了在疫情
面前，让温暖常伴、快乐常在，大家都很
开心呢。”碧湖镇宣传委员王燕告诉记
者。

“红马甲”志愿者元宵佳节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徐菁
菁 通讯员 李昭 徐庆）火红灯笼高高
挂，喜迎元宵年味浓。为了迎接虎年元
宵节，增进畲汉民族、警民群体之间的
情谊和联系，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日前，在莲都区白云街道三岩寺社区，
一场以“民心向党开新局 民族团结赴
未来”为主题的元宵节活动正热闹地开
展，60多位社区汉族居民、畲族居民、万
象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工作者其乐融融、
欢聚一堂。

畲汉一家，警民同乐。活动现场氛
围喜庆热闹，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将趣味性、知识性、观赏性融为一体，让
畲汉群众与民警们在阵阵欢声笑语中共
度美好时光。三岩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元宵佳节的来历，现场的畲汉儿童们个
个神情专注、认真聆听。以惠民政策、

《民法典》、民族团结、廉政建设等知识为
谜题的灯谜悬挂在火红的灯笼上，引发
了“你一言、我一语”的热烈讨论，为现场
的群众带来趣味丛生的猜谜体验，也让

社区居民对民警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和
认同。社区居民们还纷纷化身“畲族妈
妈”“汉族爸爸”，帮助孩子们一同制作各
式各样的虎头花灯。万象派出所民警祝
芝华说：“这次活动以迎接元宵佳节为契
机，为大家送来了节日祝福，不仅丰富了
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还进行了普法宣
传，增进了警民鱼水情。”

当热腾腾的汤圆端上来时，现场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
制作的汤圆，互相分享甜蜜和喜悦。居

民周杭翔高兴地说：“我们以前都是煮着
吃，今天和畲族姐妹们在一起才知道原
来还可以炒着吃、蒸着吃，小小的汤圆竟
成了我们两个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

“大家一起吃汤圆，过元宵节，也就
寓意着家人团圆，我们是一家人。”三岩
寺社区党委书记陈朝霞表示，“所有社
区工作人员要在工作和生活中起到带
头作用，用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与警民和
谐，营造交流互助、团结和谐的多民族
社区环境。”

畲汉共度元宵 警民同庆佳节

本报讯（记者 蓝倞 郑佳仑 通
讯员 钟徐艺 孙朝庆 王燕）“感谢
你们一年来对峰源居民的默默付
出，在这里我们向所有一线工作者
道一声‘节日快乐’。”2 月 15 日，正
是元宵佳节时，莲都区峰源乡绿谷
先锋驿站里喜气洋洋，乡党委政府
的志愿者们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
圆送到了山区快递员、公交司机、保
洁员等一线劳动者的手中。

尝了一口汤圆，保洁员李东华
心里暖暖的：“感谢乡党委政府在元
宵节还想着我们这些工作者，今天
吃了甜甜的汤圆，拿到了垃圾分类
大礼包。在新的一年我会一如既往
地认真工作，努力保障好峰源的环
境卫生和人居环境。”

“元宵节吃汤圆，寓意着喜庆祥

和、团团圆圆，汤圆还有御寒、补脾
胃、益肺气等养生功效。送上一碗
美味而温暖的汤圆，最能体现峰源
乡作为高海拔山区对一线工作者的
关怀与爱护。”峰源乡组织委员章萧
艺说道。

在大港头镇“庆新春 欢乐闹元
宵”活动上，镇干部们和一线劳动者
一起，感受元宵佳节的欢乐。大家
纷纷加入猜灯谜的队伍中，开启了
热火朝天的讨论，每猜出一个谜底
就引来一阵欢呼。汤圆、红包、熟
食、牛奶等各类接地气的礼品更是
让活动趣味性更强、参与者积极性
更高，节日氛围更加浓厚。

套圈、夹弹珠、猜灯谜⋯⋯一场
精彩纷呈的元宵游园会在碧湖镇通
济社区先锋驿站举办，20多名“快递

小哥”与社工们一同玩游戏、攒积
分、赢礼品、做汤圆，感受热闹的节
日氛围。“今年的汤圆特别甜！”游园
会结束后，志愿者们将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汤圆端上桌，在欢声笑语中，

“快递小哥”们聚在一起吃汤圆、庆
元宵，留下了难忘而温馨的回忆。

元宵节前一天，为了让新业态
劳动者在传统节日里感受“莲都温
度”，莲都区总工会在新业态劳动者
专属的“累了么”服务小程序上，上
线了 100 份元宵专属礼包，为网约
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一线
工作者送去了薯片、薯条、粉丝和大
米，让温暖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传
递，也在每一个“新莲都人”的心中
流淌。

爱心汤圆情暖一线劳动者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叶步芳 叶芷 林杰）
在松阳县竹源乡后畲村，村里试种的5亩高山原种水稻
田在丰收后，被村民们种上紫云英、油菜等作物。在“乡
村新农人”张世铭的指导下，后畲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
实现了集体增收致富。“我们一直以绿色无公害甚至有
机的方法进行种植农作物，确保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提
高他们的经济收入。”“乡村新农人”张世铭说。

后畲村历史文化悠久，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竹
源乡积极谋划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为村集体经济

“造血”增收，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同富裕新路子。
除了传统农业外，去年后畲村还获得省科技厅扶

持发展中草药黄精种植基地项目，利用村中山林地资
源，将黄精与山竹林、油茶林进行套种，为村集体经济
种下新的“一桶金”。截至目前，后畲村已完成黄精种
植 12亩，预计平均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7万余元。

伴随着老屋拯救、公厕建设、垃圾分类、农村自来
水饮用等综合乡村治理措施的落实，后畲村不仅引来
了外来游客，也将在外奋斗的年轻人吸引回村。

2020 年 4 月，村子与返乡青年叶沾良签订合作协
议共同开发民宿，目前民宿已经进入试营业阶段。“我
们一共投资了大约 450万元建设‘山中书事’这个民宿
项目，其中村集体入股 150 万元。村集体每年保底收
益可达 7.5万元，如果营收超过保底部分还可以享受营
收 20%的分红。”“山中书事”民宿负责人叶沾良说。

后畲村的共同富裕之路，不仅仅是经济物质的富
裕，也是追求文化精神的富裕。自“百名艺术家入驻乡
村计划”启动以来，14 位艺术家在村中租赁了老屋开
设工作室，推动老屋活化利用的同时，又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此外，村里还建了乡村美术馆，开设红色书屋，
为游客和村民带来文艺熏陶。

“这些年，我们的小后畲变化真大呀，相信未来一
定会越来越好的。”村民叶香娣开心地说。

“未来，后畲村将继续创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为原
则，通过结合传统古村落、历史文化、景点建设等要
素，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走出自己的共同富裕
路 。”松 阳 县 竹
源 乡 相 关 负 责
人说。

松阳后畲村走上“农文旅”
融合发展共富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通讯员 董菲
菲 兰袁野）虎年闹春，欢庆新年。近
日，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梧桐村文化
礼堂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村民自导
自演的“村晚”热闹开演。

晚会在喜庆的开场舞蹈《中国年》中
拉开帷幕，民俗表演《梧桐美》、民俗舞蹈

《吉祥中国年》、戏曲《夫妻观灯》、三句半
《梧桐面貌大改变》等本土节目轮番上
演，精彩纷呈的节目让村民大饱眼福。

据悉，此次“村晚”所有节目均为梧

桐村村民自编自演，创作灵感来自身边
人身边事，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穿插其
中的幽默小品更是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节目不仅描述了乡村的美好生活和日新
月异的变化，还展现了全体村民永远跟
党走，齐心协力振兴乡村的坚定信念。

近年来，我市乡村春晚点面结合、
遍地开花，让本地农民更全面地收获了
丰收的喜悦、文化的滋养，成就了丽水

“乡村春晚”公共文化品牌。景宁作为
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村晚”有着鲜

明的畲族特色。
景宁澄照乡金坵村是浙江省畲族

蓝氏的发祥地，是景宁十大畲寨之一。
该村“村晚”融入畲歌、畲舞、畲药、彩带
编织、服饰、畲族习俗等畲族文化元素，
节目来源于畲族生活，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 。 从 2015 年 首 次 举 办 乡 村 春 晚 至
今，金坵“村晚”迅速发展壮大，并树立
起了独特的文化品牌，曾入选丽水村晚

“十大案例”，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年年新春年年高唱新春曲，岁岁

祝福岁岁欢跳祝福舞⋯⋯”日前，东坑
镇东坑村 2022 年乡村春晚也在热闹上
演。村民相继献上越剧《盘妻索妻》、花
舞《家和万事兴》、土话小品《要生》、独
唱《沂蒙颂》等精彩节目。

“今天晚上很热闹,希望以后多举
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老百姓的文化
生活。”东坑村村民程道东说。

景宁“村晚”闹新春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舒旭影 余自强）
“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的，再也不用往城里医院跑，随时
都可以过来找医生看。”近日，在青田瓯南街道湖边村
卫生室，医生陈小华正在为村民吴长菊诊疗，吴长菊高
兴地表示，自从去年 5月底村里建起了卫生室，就医环
境得到很大改善，极大方便了村民就医。

在湖边村，像吴长菊这样的老年人有近 800位，多
数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陈小华不仅为他
们建立健康档案，空闲时候还会逐户上门为他们提供健
康体检。“现在卫生室条件好了，来看病的乡亲越来越
多。”陈小华说，作为一名乡村医生，自己最大的愿望就
是让每一个村民都能获得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

“看病远”“看病难”一直是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焦
点问题，近年来，青田从民生实事的小切口入手，加快
推进医疗卫生项目建设，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优质
医疗服务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
感、幸福感。像湖边村这样的标准化卫生室，青田还有
很多。据了解，仅去年就新增村卫生室 17 家，总投入
资金 216.197 万元，共辐射服务人口约 14407 人，进一
步为山区群众解决“看病远”问题。

而在青田县人民医院，前来住院治疗的市民在出
入院办理中心，经过相关信息核对和核酸检测后就可
以用医保凭证入院，为入院接受治疗节省时间。

“出入院办理中心成立后，患者可以用医保凭证入
院，缴费支持现金、电子付款多种方式，出院办理也可
以直接在病房里结账，不用来回跑。我们还在这里办
理了核酸登记点，为住院患者和家属进行快速检测，大
大缩短他们的等候时间。”该县人民医院出入院办理中
心护士长王秀丽表示。

为全力织牢医疗卫生服务网，下一步，青田还将紧贴
患者心声，致力解决看病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不断提升
医疗服务效率，助力全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日臻完善。

青田织牢医疗卫生服务网
增强群众获得感

包汤圆 庆元宵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叶珊
珊 程健林）正月十五元宵节一过，各地
学子又将回归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
生活。在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当下，云
和坚持“抓常规、重创新、强督查”三个
举措，坚持疫情防控思想不松懈，严格
守牢疫情防控防线，为春季开学打好基
础。

“请各位家长打开浙里办 APP，通过

‘家校共育’进行健康申报。”借助云和
创新开发的“家校共育”场景应用，家长
和学生通过手机，首次在线上完成了健
康 申 报 。 申 报 完 成 后 ，数 据 后 台 将 汇
总、分析各校学生在假期中的出入情况
和健康状况，对每一位返校学生实施精
准、动态管理。借力数字化，云和利用
最短时间、最快速度编织了一张覆盖全
县 20 所学校、1 万多名学生的校园疫情

防控网。
软硬兼施、线上和线下齐联动。这

个春节假期，云和教育系统 1100 余名干
部下沉所属网格，通过逐户排查走访、
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常态化摸排人员状
况，织紧织密末端防控网。同时，创新

“一记一决一卡片”举措，通过撰写每日
网格日记、编制下沉干部职责口诀、随
身携带网格疫情防控卡片，压实下沉干

部的责任。
除了抓常规、重创新，云和还多措并

举守牢校园疫情防控防线。2月 10日以
来，该县教育局建立“日督查日通报”制
度，开展每日电话抽查。开学前后，教
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系开展督查，确
保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无遗留、无死角、无
盲区，确保防疫、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
行，以督查之力促落实、出成效。

云和三大举措守住校园疫情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