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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婷婷

聚少离多邻里关系日渐疏远、新

春佳节年味儿越来越淡……这些是弥

漫在许多人心里的若有所失。如何找

回年味儿，重温邻里情？日前，记者在

太平场镇桥头社区乔心花园举办的一

场联欢活动中，找到了答案。

一起干活儿

本次活动主题为“渝邻有爱 迎

春纳福”。现场，大红灯笼高高悬挂，

将热闹喜庆的氛围烘托得淋漓尽致。

场地中心位置的一方小舞台成为焦

点，台上演员们尽情展现才艺，台下左

邻右舍扶老携幼，看得目不转睛，沉浸

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舞台一侧有书

法志愿者现场书写春联，把祝福送到

家门口。而在居民楼下，几口大锅与

案板有序摆放，大家三两成群聚在一

起，有人择菜苔，有人剥皮蛋，有人碾

豆子，还有人洗碗筷，他们都在为中午

的团圆餐忙碌着。

乔心花园居民何维珍是当天忙碌

人群中的一员。当天早上8点，她就和

邻居们自发赶到活动现场帮忙。只见

她系上围裙、戴上袖笼，穿梭在各个工

作区域，手脚麻利，忙得不亦乐乎。其

实，活动当天主办方请了“一条龙”工

作人员负责备餐，可她们为何还要亲

自上手？何维珍笑着说：“大家一起齐

心协力干活，才有过年的热闹劲儿，还

能拉近邻里间的关系，多好啊！”

一起筹钱

与传统的由政府牵头组织的庆祝

活动不同，本次活动是乔心花园小区

居民自发组织筹备的。在2024年端午

节时，社区曾牵头举办包粽子比赛，居

民们热情参与，反响极佳。临近春节，

大家希望延续这份团圆的喜庆氛围，

于是便有了这场春节“大团圆”活动。

此次活动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居

民自筹。小区 100多户居民中，有 80
多户踊跃捐款，金额在 50~100 元不

等。其余部分则由镇村两级政府协助

寻找赞助商提供支持。值得一提的

是，小区居民霍运才把家里的“块块

钱”仔细数了出来，用于活动开销。他

感慨地说：“周围邻里聚在一起团年，

我年龄大了，干不了重活，帮不上什么

大忙，但还是想出一份力。钱多钱少

是个心意，大家开心最重要。”

一起找回年味儿

本次活动的最初发起人是小区居

民王小渝。她热爱唱歌跳舞，在当地

组建了一个健身舞队，平日里，会在小

区不远处的文化广场，带领周边居民

跳广场舞，一起锻炼身体。

“春节临近，我就和邻居商量，看看

能不能做点什么，找回小时候过年的热

闹氛围。”王小渝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在小区业主群里询问大家的意见。“没

想到大家纷纷表示支持，还自发捐款助

力。”王小渝感慨道，她真切地感受到了

左邻右舍之间团结一心的力量。

活动当天，王小渝一刻都没闲着，

一边忙着安排活动现场的各项事宜，一

边还要为台下观众呈现精心编排的舞

蹈。不过，看着自己的“新年愿望”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得以实现，即便忙得不可

开交，她的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笑容。

“乔心花园小区容纳了各村村民，

大家平时不甚熟悉。加之有些人一年

里大多数时间在外务工，逢年过节才

回家一次，邻里联系并不紧密。”桥头

社区党委书记刘飞飞说，本次活动的

举办也是为了增进邻里间的感情交

流，让居民对社区产生更为强烈的归

属感与认同感，进而营造出相亲相爱、

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此后，社区也

会结合居民需求，创新优化活动内容，

进一步增强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太平场镇：邻里“众筹”庆团圆

舞台一侧，书法志愿者现场书写春联供居民挑选。 记者 王婷婷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卢娅玲）日前，区社保中心联合

南川邮政走进福寿镇开展社保进万家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聚焦群众关注的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领待人员资格认

证、“零城保”家庭创建、“居保双提升”、预防养老诈骗

等热点问题，现场一对一为群众解答政策、开展算账对

比、换发社保卡，将社保惠民政策红利落到实处，精准

回应了群众政策需求，提高了群众参保意识。

南川邮政金融业务部主任张毅表示，现在社保卡

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增加了安全性和多样功能，跟大

家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次和社保中心联合走进村镇移

动制卡，既能为群众减免制卡工本费，还能节省群众的

时间成本。

据了解，2024年我区换发第三代社保卡7万余张，

其中补换卡六万五千余张，持续不断地为群众提供暖

心贴心的社保服务。区社保中心副主任甯志芬告诉记

者：“去年我们开展了 30余场社保政策宣传活动，在

2025年，我们将持续围绕参保提质扩面、渐进式延迟

退休、打击骗保等内容，开展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进院

坝等系列活动，全力提高群众的参保意识，确保惠民政

策落到实处。”

区社保中心：
开展社保进万家宣传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卢娅玲）日前，西城街道在南

商广场开展“春风满巴渝 风尚178”“邻聚力”社区迎

新春运动会暨趣味游园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迎面接力、拔河比赛，由西城街道

12个村（社区）代表组成的 8支参赛队伍斗志昂扬，积

极参与，现场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参加了两项运动的西城街道沿塘社区工作人员徐

文雁告诉记者：“参加这种集体运动，一方面增强自己

的体质，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各个村（社区）的工作人

员相互熟悉，增强协作能力。”

除了社区迎新春运动会外，在趣味游园区，西城街

道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防诈

骗、优秀传统文化等宣传融入各个小游戏中，让市民在

踢毽子、夹弹珠、吹乒乓球等游戏中学以致用。

值得一提的是，广场上还设置了新春集市、新春送

福区域，市民们可在此挑选辖区企业带来的特色农产

品及免费领取手写春联。

西城街道：
运动迎新春 游园趣嘉年

市民参加踢毽子游戏。 实习生 熊焌辰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1 月 28 日

晚，2025 年央视春晚如期上演。2025
年的春节是首个“非遗版”春节，作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溪板凳龙

舞，此次也登上了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

的舞台。

石溪板凳龙舞亮相春晚舞台的背

后，也有一段充满故事的传承路。

石溪板凳龙舞发展演变至今已有

130多年，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承载着南川人民的记忆与情感，具

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在过

去，板凳龙舞是当地百姓在喜庆节日、庙

会庆典等场合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人

们通过舞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

安吉祥。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重视与支持下，石溪板凳龙舞得到不

断的挖掘和深化发展，当地积极开展非

遗传承活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热爱这

门技艺的年轻人。

石溪镇中心校体育老师夏传红是板

凳龙舞第十四代传承人。这次板凳龙舞

能登上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舞台，让他

有莫大的感慨：“板凳龙舞能够得到大众

的认可，就体现了我们传承的意义。”

为了让板凳龙舞这一古老的艺术形

式更加系统、更具观赏性，2003年起，夏

传红连续 8年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

冒着严寒酷暑、披着星星月亮，带着一群

伙伴骑着摩托车前往南川城区拜师，学

习板凳龙舞的编排艺术。

为推动非遗进校园，2016年开始，他

自学电脑排版、图书编辑等技能，从零开

始编撰板凳龙舞校本课程。历时多年，

几经改版，如今，他所创建的非遗校本课

程已从最初的二十多页扩写至两百多

页。石溪镇中心校在成为重庆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石溪镇板凳龙舞文化传承

基地后，便着力打造板凳龙文化校园。

作为传承人的夏传红也持续不懈探索创

新，开发了区级精品校本课程《凳龙飞

舞》《竹编板凳龙》，结合大课间，提取板

凳龙舞的基本动作，编制适合学生表演

的板凳龙舞和板凳龙操，还在课后延时

服务的兴趣课中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充

分发挥板凳龙舞文化传承基地的作用，

培养全面发展的“小龙人”。

如今的石溪镇中心校，每一个孩子

都是板凳龙舞的传承人。近年来，板凳

龙舞随着传承人们走出重庆、走向全国，

先后获得全国第四届群星奖节目“二等

奖”、首届中国农民文艺汇演“银穗奖”、

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非遗竞技展最佳“编排奖”等。

此次南川非遗板凳龙舞登上央视春

晚重庆分会场，不仅是一次文化的展

示，更是一次传承与发展的契机。它让

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

也让夏传红更加坚定了传承和保护传

统文化的决心。“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板

凳龙舞代代相传，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

的魅力！”夏传红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

的期待。

从乡野奔赴春晚舞台
石溪板凳龙舞点亮巴渝年味

本报讯（记者 邓的）春节期间，南川凭借独特的

自然风光与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

玩，掀起旅游热潮。与此同时，文明旅游成为南川春节

旅游的亮丽底色，美景与文明同行的画面处处可见。

在金佛山，游客们有序排队购票、检票，进入景区

后，按照指示牌游览，不随意插队、拥挤。在参观过程

中，大家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用文明的言行守护世界遗

产。“天气冷了景区会为我们送上一杯热腾腾的姜茶，

我们也应该主动融入文明旅游当中。”来自中心城区的

游客杨永表示，旅游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环境，文明旅

游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旅行体验负责。

为引导游客文明旅游，我区各景区景点通过设置宣

传栏、张贴标语、播放广播等方式，广泛宣传文明旅游知

识，提高游客的文明意识。同时，增加了保洁人员和志

愿者数量，加强对景区环境的维护和秩序的管理。景区

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游客的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了，乱

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少，景区的环境

更加整洁优美，游客的游玩体验也更好了。”

除了景区内的文明行为，游客在旅途中也注重文

明礼仪。在酒店、餐厅等场所，大家自觉遵守公共秩

序，不大声喧哗、浪费食物。在乘坐交通工具时，主动

为老人、儿童和孕妇让座，展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

如今，文明旅游的理念如一股暖流在南川流淌，一

句句“请问”“谢谢”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尊重，

连接起一幕幕温馨的春节画卷，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旅

游体验感，更为南川的旅游形象加分添彩。

文明旅游深入人心

□ 见习记者 张朴 胡龙

最美不过回家路，春运返乡情更

浓。在新春佳节的辞旧迎新之际，无

数务工人员告别了奋斗的城市，收拾

行囊，带着对家的眷恋和对新年的憧

憬，踏上了温暖返乡路。

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客运西

站人头攒动，候车大厅里坐满了背着大

包小包的返乡人员，有的在与家人通话，

分享即将到家的喜悦；有的在收拾行李，

带上年货，准备踏上返乡路的最后一

程。人群中，有一位头发渐白的男子，肩

上扛着行李，找到返乡的班车，仔细地将

行李放入客车后备厢后，找了个位置坐

了下来。

通过简单地交谈，记者得知，男子

叫韦石元，今年 60岁，家住南城街道

三汇村，在巴南区一家无纺布厂务

工。面对镜头，他显得有些局促和紧

张。他说，近年来家乡发展变化越来

越大，对于春节后是否继续外出务工，

目前也没准儿，如果家乡有自己能胜

任的工作，便不出去了。

坐上开往村子的班车，韦石元欣

喜地望着窗外的景色，这些年他去过

上海、湖北、北京等地务工，几经辗转，

都会在春节时返乡过年。车辆行驶一

会儿，中途上来了几位同乡，大家临近

而坐，开始七嘴八舌地分享起务工日

常。一位同乡表示，如果家乡有适合

的工作肯定愿意留下来，可以离家人

更近。

客车陆陆续续又上了不少人，返乡

人大包小包地将购置的年货搬上车，为

过年做足了准备。一名刚上车的乘客

提着刚买的年货跟大家分享采购成果，

她说：“买了点肉、鸡蛋、饮料、菜油，还

有瓜子和糖，过年了一样称点。”

半小时后，客车停在离韦家约五百

米的岔路口，我们跟着韦石元步行回

家，他的步伐变得轻快，见到家人笑容

更显。韦石元妻子张世娥见到韦石元

后，笑呵呵地开始忙碌，不一会儿便端

上了热腾腾的抄手。孙子孙女也高兴

地围在韦石元身边说话，张世娥说：“临

近过年，全家人都回来了，一年到头就

为了这一天的团聚。”

从家人口中得知，韦石元及其儿

子、儿媳长年外出务工，平常只有老伴

儿在家里陪伴孙子孙女。虽然平时不

在一起，但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肯定能把日子越过越好。韦石

元也表示，回来看到孙子孙女很开心，

孩子成绩也很优秀。新的一年还是想

多赚点钱，把日子过好，希望家里越来

越红火。韦石元的孙子孙女也很懂

事，纷纷表示新的一年要继续努力学

习，爷爷奶奶和父母都很辛苦，要用优

异的成绩来回报他们。

返乡人真挚的故事成为我们这个

时代最温暖的注脚，他们的笑容、泪

水，也将成为这个春节最珍贵的记忆，

返乡的路也许遥远，但却永远温暖，返

乡人用攒足了一年的想念，去拥抱久

违的亲情。

过年，奔赴家的方向

孙子孙女在家门口迎接韦石元。 见习记者 张朴 摄

石溪板凳龙舞登上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 夏吉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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