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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就是团圆

“我是迪娜，是丽水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今年我就想
在丽水过一个中国年。”这个春节，
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迪娜来到了莲
都区仙渡乡寻找年味，从一个“老
外”的视角勾画中国年的模样。

“可以到人多的地方找年味。”
一到仙渡乡，迪娜就被人头攒动的
乡村集市吸引了，在若干个村民的
带领下，她体验了写福字、画板龙、
逛集市、听社戏、看村晚……这些都
是“中国年”。集市上，迪娜开启“买
买买”模式，粽子、地瓜干、糖葫芦，
各种各样的年货很快装满了她的购
物篮。在仙渡乡一年一度的村晚
上，迪娜不仅欣赏了由村民精心编
排的文娱节目，还品尝到各种地道
的丽水美食，她说:“我知道了，原来
中国年是亲情、友情的汇聚，最浓的

‘年味’就是团圆。”
大年初四，另一位来自罗马尼

亚的留学生陈信和丽水女孩张芬祎
也 在 丽 水 街 头 开 启 了 一 次“city⁃
walk”。作为向导，张芬祎为陈信介
绍了丽水各个名胜古迹的历史脉
络。从应星楼到南明湖，从刘祠堂
背到处州府城，“含丽度”极高的街
头漫步不仅让陈信切身体会了丽水
的风土人情，也让他对丽水的历史

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据了解，为促进中国非遗文化传

播，丽水学院联合市新闻传媒中心、
市文旅局，组织留学生深入丽水各
地，感受最正宗的中国年味。不仅如
此，丽水学院还联合市新闻传媒中心
精心拍摄了系列短视频，在各大视频
平台引发热议，并被中国青年报客户
端首页转载。下一步，丽水学院将继
续组织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华传统
非遗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面向国际讲好丽水故事。

好吃好逛又好玩

随着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调
整，“中国游”热度不减。春节期间，
不少外国游客来到缙云，体验山城
的首个“非遗版”春节。

在缙云舒洪镇，春节文化氛围浓
厚，村晚、剪纸、木偶戏、民俗活动等
轮番上阵。人山人海中，外国游客的
身影尤其明显，他们对提线木偶戏特
别感兴趣。缙云提线木偶戏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集音乐、演唱、绘
画、雕刻为一体的综合性戏剧艺术，
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戏剧表现
形式。在省级非遗木偶戏传承人洪
丽君的手把手指点下，外国游客手提
提线，沉浸式体验木偶戏的趣味和魅
力。仁岸村的腰鼓、舞蹈等民俗文艺
节目连番登场，尽显乡村活力。外国

友人踩着“咚叭、咚叭”的腰鼓节拍，
开心地与村民共舞。

缙云剪纸是浙江省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源于清康
熙年间，至今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
其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精良，具有浓
郁的江南风格。省级非遗剪纸文化
传承人章楚楚给外国游客展示剪纸
技艺，巧妙的构思、精湛的技艺，一
张张红纸在她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
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引得外国游客
时不时发出“Amazing”的感叹，并小
心翼翼地模仿剪窗花。

春节期间，爽面博物馆开展了写
春联、爽面和烧饼制作等非遗项目体
验活动。工整的春联摆在桌面台前，
外国游客跃跃欲试，写下春联带回
家。

缙云仙都景区的年味市集上，非
遗手工艺品琳琅满目，丰富的民俗艺
术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欣赏。
游客们沉浸式感受中国年的浓郁氛
围，纷纷表示：好吃好逛又好玩。

每一项习俗都有内涵

金蛇起舞迎新春，侨乡大地纳
祥瑞。青田立足“浙江侨乡中国年”
这张文化金名片，邀请意大利、法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1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余名国际友人来青田
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侨乡青田

独特的年味儿。
“这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

春节，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年的文
化氛围非常浓。贴‘福’字、剪窗花、
舞鱼灯、发红包，每一项习俗都有独
特的内涵，很有意思。”来自伊朗的
留学生习耐对中国年的文化氛围赞
不绝口。

而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
田稻鱼共生系统的发源地方山乡，
国际友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非遗项
目，购买衍生文创产品，并在鱼趣体
验区亲身体验抓田鱼的乐趣。来自
苏丹的阿布穿着稻田靴、挎着竹背
篓，在村民指导下，放轻脚步，将网
兜缓缓没入水中，又快又准地一捞，
将第一条田鱼收入囊中。

意大利的保罗则在青田第一次
体验了篆刻艺术，作为国际青年创
作基地“春节之旅”采风活动的成员
之一，他此前已在嘉兴、杭州等多地
体验过春节文化的习俗。“这里的春
节氛围很浓郁，让我很享受，我会把
过年的经历全部记录下来，分享给
家乡亲朋好友。”保罗说。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举办，蛇年
春节期间，青田文化和旅游市场呈
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数据显示，假期
累计接待游客 39.1 万人次，累计过
夜游客 15.9 万人次，营造出了年味
浓、人气旺的消费氛围。

外国友人在丽水“找”年味
本报记者 叶江 曾翠 汪峰立 徐小骏 通讯员 廖威 吴锗珊 舒旭影

近日，“祥蛇纳吉 创新奇
迹”——腊口镇 2025 年“我们的
村晚”新春文艺汇演活动在青田
县腊口镇石帆村举行。歌唱、舞
蹈、器乐演奏……80 多位村民走
上舞台，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热
情，在村晚的舞台上展示着自己
的才艺。这场新春文化盛宴不
仅展现了村民多才多艺的一面，
更让村民感受到了新时代农村
幸福美好的生活。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刘静 摄

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
员 张婷）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
配给管理更优化。近日，记者了
解到，《丽水市区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已经丽水市人民政府
第 6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
于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据悉，市区公租房保障对象
主要为城镇居民中等偏下及以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包括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
缘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家庭等
住房救助家庭、低收入家庭及中
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无房职工、在市区稳定就
业外来务工人员和市政府根据
国家、省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特
定对象。

《丽水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办法》共八章五十三条，与此
前政策相比，在表述、准入条件、
申请审核时限、配给管理、退出
管理等方面作了相关修订。比
如将 5 年内无房产转移记录条
款修改为 3 年内无房产转移记
录，放宽住房约束条件；取消新

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享
受实物配租 6年保障期限限制；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不再
纳入市区公租房房产审核范围；
增加签订租赁补贴合同相关规
定及与保障性租赁住房重复享
受问题规定；调整对不符合保障
条件的承租人的处理措施和承
担主体等，进一步拓宽保障覆盖
面。

据了解，自 2004 年开展住
房保障工作以来，丽水市区建
立健全了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
系，目前累计有近万户住房困
难家庭享受到了市区公租房保
障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政
策环境的持续更新，原公租房
管理办法已不再适用，本次修
订再一次放宽了公租房准入条
件，扩大了公租房保障范围，可
让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享受到
公租房保障政策。”丽水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交易管理中心
（市住房改革与住房资金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健全多层次
住房保障体系

新修订的《丽水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3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付名煜 通
讯员 叶梦雨）连日来，位于松
阳县象溪镇象溪圩村的花菇共
富基地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菇农们穿梭在大棚间忙着采
菇，称重分拣后，一筐筐新鲜的
花菇即将启程，发往台州、上
海、广东等地。据悉，当下正值
出菇旺季，今年预计可采收花
菇 500吨，销售额 3000万元。

去年 6月，依托独特的地理
优势和气候条件，象溪镇开始
发展食用菌特色种植，引进了
品质和产量稳定的花菇品种，
同时因地制宜，采用“企业+基
地+农户”的模式，在象溪圩村
建成占地 100 亩、投产超 80 万
袋菌棒的种植基地，并不断扩
大食用菌产业规模，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路。

“正值花菇上市的季节，每
公斤鲜菇批发价保持在 14元左
右，比干菇高出一倍。去年 7
月，我种下了 3.75万袋菌棒，出

菇仅 1个月，收入就超过了 7万
元。”娜努是村里的种菇大户，
她告诉记者，花菇一般从 11 月
开始出菇，第二年 1 月、2 月是
丰收季，可以一直采摘到 5 月
底。

在象溪圩村的花菇共富基
地，像娜努一样种菇致富的还
有 10余户。菇农景秀丽便是其
中之一，她说：“以前村里产业
薄弱，收入增长缓慢，但种植花
菇为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
益。更重要的是，村里有了花
菇种植基地，我们一年到头都
有活儿干。”

为了助推花菇产业形成规
模，象溪镇引进了第三方企业
作为花菇共富基地运营方。记
者了解到，基地提供了一站式
服务，涵盖菌棒生产和销售、技
术辅导以及鲜菇收购，从源头
上消除了农户制棒难、销售难
的顾虑，同时确保生产的花菇
产量高、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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