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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迎春

1月26日傍晚，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镇新村港疍家渔排“蓝湾碧波”海上餐厅
食客盈门，一盏盏红灯笼随着海风轻轻晃
动，洋溢着海上人家的独特年味。

撒着零星的葱花，气鼓鱼粥几乎还是
沸腾的状态，就被端上了餐桌。“吃着‘天下
第一粥’，看着海上村庄的风景，真是不虚
此行！”来自山西的游客林运斌品尝过后，
忍不住又盛了一碗。

这碗味道鲜美的鱼粥，是过去疍家人出
海“图方便”的一道菜肴，如今却变成了渔排
餐厅上最经典的招牌美食之一。“气鼓鱼粥
几乎是每桌必点，有的客人还特地打‘飞的’
过来品尝。”为了迎接今年的新春旅游旺季，

“蓝湾碧波”老板郭玉光特地备好了充足的
货源。

餐厅的一处网箱里，数十只气鼓鱼在水
中游弋，这种鱼外表霸气，浑身长满又长又
硬的刺，但肉质嫩滑清甜，熬粥极其鲜美。

“暴脾气”，是气鼓鱼留给食客们的初
印象，也让这趟海上之旅更有趣味性。“仔
仔你看，一碰就鼓，一逗就气！”点完单后，
食客莫奇带着女儿来到了网箱旁，餐厅师

傅刚捞上一只气鼓鱼。上岸后，感受到危

险的气鼓鱼由于来不及吞水，会快速吸进

大量空气，形成一个大刺球，“气呼呼”的

样子经常萌翻众人。
“拔刺、煮米、调味……气鼓鱼粥看似

简单，制作起来每道工序都很讲究。”郭玉

光的另一重身份是陵水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疍家气鼓鱼粥烹饪技艺”的传承人。气
鼓鱼皮营养丰富，胶质含量高，在他的记忆
中，从小到大，家里人常常熬制这道鱼粥来
养胃。

气鼓鱼粥不仅珍藏着疍家人的耕海记
忆，也见证着疍家人的生活变化和产业发展
变迁。

在陵水新村港，岸上有海南疍家博物
馆，海上有餐厅和民宿，水岸联动让疍家文
旅更有活力。

“餐厅的菜粽、椰香鱿鱼也很受欢迎，
我们不仅要传承和弘扬传统疍家菜，还要
不断探索创新疍家菜肴的独特风味，让游
客从色香味俱全的疍家宴中体会疍家文
化。”郭玉光说。近年来，陵水加快推进疍
家文化旅游区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给游客更多层次的疍家风情游玩体验。

耳畔“突突突”的马达声渐近，往返的
“海上的士”又将新一轮的客人从新村旅
游休闲码头接驳到渔排餐厅之上。“希望
新的一年，越来越多疍家人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在郭玉光的新年愿望里，日子
会和气鼓鱼粥一样有滋有味。

（本报椰林1月26日电）

陵水新村港特色疍家菜吸引大量游客，餐厅业主生意红火——

日子和这碗鱼粥一样有滋有味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海南热带雨林秘境中，海拔1867米的五指山，稳坐海南“第一高
山”的宝座。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便位于这片山林间。毛纳村要
举办晚会，这是海南“最高”的村晚，吸引着我去观看。

1月24日，我从儋州出发，特意把车开上刚开通的环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这是一条环绕海南热带雨林的“珍珠项
链”，串起了9个市县，人们可近距离观察雨林里的各种珍稀植
物和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我到达毛纳村已是晚上7点多，晚会已经开场。沿着水泥
路进村，我小步跑向举办晚会的共同广场。

共同广场以前叫百蛙广场，因晚上蛙声齐鸣而得名，因为
脱了贫走上了乡村振兴路，当地把百蛙广场改名为共同广场，
寓意共同奋斗、共同富裕。

还未到晚会现场，就听到了优美动听的歌声。一打听，才知道
这位歌手叫曾若馨。几年前，她从海口的歌舞团辞职，回到了家乡
五指山，在山与水之间感受自然之美，寻找祖辈创作民歌的灵感。

之前也有很多人问过她，全职唱民族歌曲能“当饭吃”吗？
她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民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她不仅多次登上央视舞台向全国
观众献唱，还在法国巴黎“秀”过海南民族文化。她表演邀约不
断，获得了不少荣誉，“民族文化饭”越吃越香。

尽管登上过国内外的大舞台，但在家乡上村晚，她直言很紧张，
“在家乡，观众演员都是民族文化的‘专家’，我不能有丝毫闪失。”

紧随她登上舞台的是一群孩子。还未登场，便引起了现场的欢
呼。这个成立不到3年的合唱团叫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去年5月
赴法国巴黎开展文化交流，用音乐架起了中法友谊桥梁。

他们唱完后，我拉住其中3位小朋友聊了聊，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他们的愿望——想邀请法国小朋友到五指山感受春
节。“我想登上更大的舞台，还想再和法国朋友一起玩。”合唱团
成员、13岁的卓熙媛说。而另一位成员王茹涵的愿望是用家里
的五脚猪招待法国朋友。他们的愿望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
视野，这印证了那句话——文化因为交流互鉴而多彩。

刚在后台和小朋友们聊完，恰好遇到了要回家的王柏和、王菊如夫妇。他
们是村里生产五指山雨林大叶茶的代表人物。这一茶叶品牌入选中国农业品
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毛纳村也因茶产业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突破百
万元，入选了海南省农村集体经济强村。

我和他们离开晚会所在的共同广场，踏上村道。音乐声音在我们身后渐次
变小。离村居越近，夜晚越静谧。

尽管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微醺的王柏和一改刚刚寡
言少语的形象，聊起了家常。孙儿谁来带，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平时，两位老
人晚饭过后也喜欢这样走一走，谈得最多、牵肠挂肚的还是4个孩子。

采春茶的时候，孩子们也会回家帮忙。两位老人在开心的同时，也担心会
耽误孩子的工作。有期待，有操心，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不知不觉已快到夜里 9 点，我与
他们告别，返回村晚现场，正好赶上
村民和演员一起跳起共同舞。这是
黎族传统舞蹈，也是省级非遗项目，
寓意健康平安、团结向上。伴随着
热烈的音乐，我加入了起舞的队伍
——从观众变成参与者，我才发现
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起跳起来、
笑起来。

下一年村晚，我还想再来。

心春“环”游记·记者手记

新春走基层，怎么走？今年，我们推动
采编人员深入践行“四力”，推出沉浸式体
验系列报道《心春“环”游记》，让记者以第
一人称、第一视角采写新闻，在亲历中捕捉
时代的脉搏，在现场体验人民群众的幸福
生活，讲好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环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沿线的生动故事。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林小丹

“老弟，你至少得给我留10件礼盒装
黑猪腊肠，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惦记着那
香味！”1月26日上午，正在屯昌县屯城镇
赶制春节前最后一批腊肠的郑渊恒，接到
了在三亚星级酒店当大厨的哥哥郑渊川
的“订单”。

此时，在郑渊恒那间炭火风干作坊
的货架上，伴随着袅袅烟火气，一串串腊
肠经数日高温调制后变得更火红，散发
出一股浓郁的肉香与酒味，令人垂涎欲
滴。

取材纯正的屯昌黑猪肉制成的腊肠，
是当地人春节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美
食。早些年，郑渊恒父亲依靠制作特色小
吃谋生，亲手制作的腊肠风味不错，颇受
街坊四邻夸赞。

“年前杀猪，亲朋好友一早就来分猪
肉，最爱挑腿肉灌腊肠。我一直忙到中
午，满院子滴油飘香，那场面真热闹。”回
想制作腊肠往事，老人总是很兴奋。他两
个儿子自20岁出头就当“乡厨”谋生，20
多年前开始外出闯荡，曾在三亚、上海、深

圳等城市五星级酒店当厨师。三四年前，
郑渊恒返乡创业，注册了“郑师傅”商标，
用心烹制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屯昌小吃。

春节腊肠“吃香”，源于郑师傅坚持用
好料，更源于匠心。郑渊恒说，屯昌黑猪是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质与口感自然没得

挑，在制作屯昌黑猪肉腊肠选材时，讲究肥
瘦相宜，即“七分瘦肉，三分肥肉。”

“瘦肉得选后腿肉，这是猪身体运动
最勤的部位，但得把磕牙的筋骨剔干净。”
说话间，他手攥着钩刺状小刀，娴熟地剔
掉藏匿在瘦肉间的筋膜。对于肥肉，他每

次都选背脊部位，并一一剔除多余的皮
脂，再将肥瘦肉切块混合搅拌成碎泥状；
接着，加入适量的香料、白糖、盐巴以及高
浓度汾酒（白酒），然后把肉泥灌进白膜状
肠衣，拍实后才拿到柴火炉旁利用炭火来
风干。

郑渊恒说，在这一过程中，每隔一两
小时就得过来翻转、调温，一般要连续风
干四五天才出炉，直至腊肠里多余的水分
及脂肪一一被沥干，香料、盐糖及白酒则
完全溶解在肉泥里。

“就是这个味儿，当家家户户把腊肠
端上餐桌时，就是过年了！”65岁的老街
坊卢树花说，屯昌黑猪肉腊肠鲜味十足，
无论是切片香煎至微焦状，还是用来清炒
豆角、辣椒，嚼上几口，在唇齿留香间，又
找回了儿时的年味。这个年味，让郑渊恒
已成为酒店大厨的哥哥郑渊川念念不忘，
也引得餐饮圈一众好友年年找他帮催订
单发货。

“腊肠里有年味，这是屯昌的年俗文
化，我得好好传承这门手艺。”看着一大摞
刚打包装袋的腊肠被订购一空，郑渊恒对
这一产业信心十足。

（本报屯城1月26日电）

屯昌“乡厨”返乡创业烹制本地特色小吃，深受老街坊和远近客人青睐——

年味和这根腊肠一般浓郁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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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光捕捞自家养殖的气鼓鱼，准备为顾客烹粥。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郑渊恒生产的腊肠产品。通讯员 林小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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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沿着悠长的古道一路向前，非遗鱼灯

璀璨灵动，一条条红色的祈福丝带迎风飘
扬……春节前夕的山西平遥古城，浓厚的
年味扑面而来。

这座拥有28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
古城”，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注视。

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自迎
薰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
那次考察，总书记指明历史文化遗产“不仅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
求“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总书记的叮嘱，我们时刻不忘。”平
遥县文旅局文物管理股股长闫海滨说，为
保护古城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在国家文物
局支持下，古城花费5000余万元，对受损
城墙“修旧如旧”，并对城隍庙、清虚观等古
建筑开展保护修缮。

一砖一瓦守护历史印记，一技一艺赓
续文脉华章。

海河之畔，天津最早的经济、文化、商
贸聚集地——古文化街升腾起浓浓的节
日气息。

热闹喧嚷的老街上，黑漆金字的木制
牌匾“杨柳青画店”格外引人注目。走进店
铺，一幅幅寓意美好、喜庆十足的年画让人
感受到春节的氛围。

天津杨柳青画社高级工艺美术师苏
丽妍正忙着向顾客作介绍：“过年贴年画的
老传统又回来了，这两年的春节都是我们
的销售高峰期。”

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细细观看“勾、刻、印、绘、裱”道道工
艺。

“总书记对杨柳青年画的关注和重视
让人感动。我有责任把这项技艺传承好、
宣传好。”回忆起那一幕，苏丽妍依然感慨。

一年来，画社团队深耕“老版复生”项
目，首批选择了6幅广为人知的娃娃类年
画木版，以传统工艺复刻，使其焕发新的生
命力。

“这些古版、古画被赋予了新生命，更
生动地‘活’在当下。年画也不再仅是‘过
年的画’，而是融入更多新时代的生活场

景。”苏丽妍说。

更温馨、更幸福，情暖为民路
距“草原天路”15公里，一排排黛瓦白

墙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山居与美景相
得益彰——这是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德
胜村。

“挂灯笼喽！”
腊月朔风凛凛，村民徐海成家的小院

里却满是暖意。他将一个个红灯笼挂起，
小院顿时喜气洋洋。厨房里，老伴儿正带
着孩子们忙着炸开口笑、炸年糕，讨个“笑
口常开年年高”的好彩头。

2017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
皑皑白雪走进徐海成家。种马铃薯的收
入、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坐在
客厅里，总书记同一家人算起了收支账。

“那时候，我们村还穷得很。我家才种着
30亩地，一年忙到头攒不下多少钱。”徐海
成说。

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总书记那天同
大伙儿一块谋划致富路，鼓励大伙儿做大
做强马铃薯产业。这让徐海成和乡亲们
觉得日子有了奔头：“沿着总书记指的路往
前走，荒滩地也能蹦出‘金蛋蛋’。”

如今，徐海成承包了120多亩地，种
植马铃薯等作物，还买了新拖拉机。“照料
完自己的地，我还能开着这‘新伙计’帮别
人家耕地、收马铃薯，又多了一份收入。”说
起现在的日子，徐海成乐得合不拢嘴，“就
盼着能有机会再给总书记报报家里的账。”

徐海成一家的变化是德胜村变迁的
缩影。依靠发展马铃薯种植加工、生态养
殖等产业，德胜村全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2万多元，比8年前翻了好几倍。

顶风踏雪寻找致富路，只因温暖中国
年的画卷里不能少了困难群众的笑脸。
不辞劳苦体察民情，只因百姓一蔬一饭，都
关系着幸福中国年的成色。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76岁独居老人张
淑莹从家出发步行十多分钟，便来到了社
区“虚拟养老院”的餐厅。6个菜每顿更
换、任意选用，再配上一碗白米饭，一餐只
需要8元。

“在这儿吃饭又省事又实惠，吃完还
能和老伙计们排练排练节目。”张淑莹说。

2013年2月4日，这家餐厅迎来一位
特殊“访客”——习近平总书记。“饭量够不
够”“卫生不卫生”，总书记仔细询问，还帮
就餐的老人端来一盘热气腾腾的饭菜。

“总书记身体力行关爱老年人。”尽管
已过去十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的场景
依然让餐厅负责人傅连鸿记忆犹新。

十多年来，餐厅多次翻新，不仅扩大
了老人就餐区域面积，还增设了阅览区、休
闲区。菜单更是根据老人需求不断更新，
力求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少油少盐。

“总书记来我们餐厅考察时祝愿老人
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希望能通过我们
的努力，为周边老年人带来健康的饮食，更
带来家的温暖。”傅连鸿说。

春节临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一派繁忙景象，商户们议价格、搬货品，
好不热闹。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果盘子”连着
百姓餐桌。

从老挝新建的毛豆种植基地赶回北
京，蔬菜商户谷志龙立马投入到春节保供
工作中：“春节期间群众对蔬菜需求量大，
我们可不能休息，得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
视频同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和采购年货
的群众连线，谷志龙正是其中一员。

“总书记详细询问菜价和市场运行情
况，嘱咐我们在拓展货源、丰富品种、保证
质量上下功夫。”谷志龙说，这两年，他带领
团队一边努力扩大种植规模，一边不断提
升产品质量把关能力，希望能不负总书记
期望。

“不光是我，我们新发地的商户们干
劲都足着呢。”谷志龙说，这些天，新发地市
场每天有2万吨蔬菜上市，全力守好老百
姓的团圆“好食光”。

北疆大地，银装素裹，国旗高扬。
从内蒙古阿尔山市穿越林海雪原，陆

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驻扎在这里，守护着
国门。

三角山边防连二级上士李长月已在

岗位上度过了好几个春节，但印象最深的，
还是刚入伍时的那次。

11年前的农历腊月廿六，习近平总书
记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慰问在边
防线上巡逻执勤的官兵，还在连队食堂同
战士们一起用餐。

“习主席边吃边同我们拉家常，特别
亲切。”李长月说，习主席的到来，“就像家
人来看望一样”。

“战天斗地，爬冰卧雪，戍守边关”，习
近平总书记对边防军人的肯定，时时鼓舞
着李长月。原本打算两年后退伍继续完
成学业的他，在这个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
覆盖的地方扎下了根。

这些年，边防连巡逻的路从土路、砂
石路变成了柏油路，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帮
助值班员实时监控边境情况，战士们的物
资供给也更丰富了。

今年过年，李长月还和战友们网购了
彩灯、对联，营房里透着年的味道、家的温
暖。

“尽管我们远在边疆，但我们都知道，
中南海与边防线紧紧相连，习主席和我们
普通战士心心相通。我们一定会为祖国
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不负习主席的重
托。”李长月说。

明方向、鼓干劲，砥砺奋进路
四川成都市区西行约50公里，到战旗

村一路畅通。
从村口沿着宽敞的战旗路进村，绿树

夹道而种、红色灯笼高悬，家家户户院里挂
满油亮亮的腊肉腊肠，映衬出富足年景。

2018年2月，也是沿着这条路，习近
平总书记走进战旗村考察。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察看特色农
副产品和蜀绣等手工艺品展示，同乡亲们
亲切交流，叮嘱“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

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落到实处，
战旗村成立了一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教技
能、做帮扶，以党建带动乡村振兴。

刚刚过去的一年，战旗村的党员们更

忙了。村党委书记高德敏介绍，村里建起
了粮食烘干中心，目前已经烘干了3900
多吨粮食。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去年村
旅游收入达4000多万元。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高德敏说，
“我们战旗村人会继续好好干，以产业兴带
动百姓富，走好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履端元日，正始之初”。年岁更替之
际，是新的远征、新的出发之时。

赣鄱大地，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位于
江西南昌的华润江中湾里制造基地（江中
药谷）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上百个机械手臂
此起彼落，无人驾驶AGV小车沿着设定
路线高速运转。

2016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江中药谷，察看产品展示，视察自动化生产
线和质量检测中心，语重心长地叮嘱：“中
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
掘好、发展好、传承好。”

基地总经理钟志坚印象深刻，习近平
总书记这份沉甸甸的嘱托，令他“看到了中
医药的未来”。

“通过企业自主创新，目前江中药谷
固体制剂车间，制粒、混合、压片等关键工
序都实现连续化生产，生产效率提升
15%，年产值达12亿元。新的一年，我们
希望能将相关技术推广到更多制药企业，
更好助力中药制造产业升级。”提起新年计
划，钟志坚信心满满。

祖国西南，群山深处，通往“中国天
眼”FAST的路迂回盘旋。

春节将至，FAST现场维保负责人雷
政仍然忙碌在岗位上，保障望远镜稳定运
行。

“每到家国同庆的日子，我总会想起
‘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想起他舍小家为大
家的爱国情怀。这激励着我不管多难多累
都要扎根‘天眼’、守护‘天眼’。”雷政说。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贵州时亲切会见“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
科研骨干，勉励大家“以南仁东先生为榜
样，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无数“南仁东”的坚守与奋斗，换来了

“中国天眼”的全天候稳定运行和性能不断
提升。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天眼”发
现脉冲星数量已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
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
总和。

“‘中国天眼’令我国在射电天文研究
领域实现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这有力证
明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条路我们走
得通、走得好！”新的一年，雷政希望把望远
镜的维保工作做得更扎实，让仰望星空的
大国重器愈加“耳聪目明”。

汽车沿着云南腾冲的崎岖山路行驶，
司莫拉佤族村就在山的那边。

做大米粑粑是佤族新年的传统。每
当此时，村民李发顺都会念叨起习近平总
书记那声“有福有喜”。

2020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李
发顺家，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家常。李
发顺邀请总书记一起制作大米粑粑。

“总书记做得很细致、很用心，做完还
笑着说，‘摁了个福字，再来一个喜字，有福
有喜’。我们大家都鼓起掌来。”李发顺回
忆道。

当年还在准备考研的女儿李连欢，如
今已研究生毕业；当年想当兵参军的儿子
李连斌，在部队一切都好。李发顺说，总书
记鼓励孩子“有志者事竟成”。这是追梦的
力量。

如今的司莫拉佤族村，青山环抱，屋
舍俨然，各类专业合作社欣欣向荣。村里
大力发展旅游业，2024年迎来游客超过
5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
年的 14000 多元，涨到了 2024 年的
24000多元。

春节快到了，村民们用灯笼和春联将
村里装点一新。大家聚在一起，又唱起给
习近平总书记唱过的那首《阿佤人民唱新
歌》。

“共产党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
乐。社会主义好哎，架起幸福桥。哎……
道路越走越宽阔，越宽阔……”

嘹亮的歌声，唱出乡亲们的心声，沿
着青山传遍神州。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