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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风尚

■记者手记

春节期间，许多大连市民选择用“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启新一年的崭新
生活。随意翻翻微信朋友圈，不少网友
纷纷晒出自己出游的照片和视频。

春节前，大连市民姜雪丽和丈夫胡剑
提议“旅游过大年”，得到了全家人的一致
赞同。腊月廿五，夫妻俩带着女儿、公公
婆婆，还有女儿87岁的太姥爷，一大家子
6口人出发直奔目的地——越南美奈。

美奈是一个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美
丽渔村，姜雪丽和家人在美奈包车游览
沙漠和仙女溪，登上沙丘，体验沙地摩托
车。全家人还在越南胡志明市游湄公
河，品尝当地特色海鲜，享受阳光沙滩，
好不惬意。除夕，夫妻二人一大早就跑
到当地农贸市场买了蔬菜、肉馅等食材，
还大费周折地买到包饺子的面粉，配上
特意从家里带来的调料，全家人在异国
他乡吃上了地道的年夜饭。看着老人孩
子都玩得开心，姜雪丽不禁在朋友圈这
样感慨：“又是一年团圆时，有家人的地
方就是家，希望以后能多陪老人孩子到
处走走！”

同样，爱好摄影的大连市民朴峰腊
月廿七和妻子登上飞往冰岛的航班，这
次旅行主要是为了看极光。抵达冰岛

后，他们就幸运地赶上了观测极光非常好的
晴天，“当看到北极光在夜空中舞动，飘飘散
散地展现在眼前时，我情不自禁地屏住呼
吸，就像梦境一样！”朴峰在朋友圈里实时分
享的美图，瞬间获得了一大拨点赞。

据中国旅行社大连有限公司统计，春
节期间，整体出行人数同比增加了 3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不再是生
活中的奢侈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
春节期间旅游过年。

四世同堂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曾几何时，人们对春节的情感记忆，是
对穿新衣、吃团圆饭的期盼，是贴对联、放
鞭炮的快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
健身观影、读书修身、外出旅游等新方式度
过春节假期。传统的年俗，正与不断出现
的新风尚交织融合。

事实上，这种变化，正是人们美好生活
需要不断升级的写照。传统的春节，将穿
新衣、吃团圆饭等当作重要的节日仪式，是
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决定的，而过
年意味着物质生活的一次大改善，这是物
资匮乏岁月，人们对过年的期望和憧憬。

如今，随着国家的强大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新
春佳节，有了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于是

“看一场有趣的电影”“读一本喜欢的书籍”
“带上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
过年的新时尚。

时代环境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传统
的过年方式也应该融入新元素、新内涵。
只有这样，古老的年俗文化才能焕发出崭
新的生机，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融入新风尚的春节，更有魅力。

融入新风尚的春节
才更有魅力
刘家伟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月 8日同葡萄牙共和
国总统德索萨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葡友
谊源远流长。建交40年来，双方秉
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
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1999年，双方妥善解决澳门问

题，树立了国与国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2005 年
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
加深，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显著。
不久前，我成功访问贵国，同你进
行深入友好交流，共同规划了中葡
关系发展新的蓝图。我高度重视
中葡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
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德索萨在贺电中表示，葡中
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和谐相处、求
同存异，互利共赢。双方通过平
等协商，汇聚共识，顺利实现澳门
政权交接，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
益借鉴。（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就中葡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互致贺电

过了这个年，王守文就 68 岁了，可
他一点儿不服老。这不，大年初四一
清早，看孙儿们放过鞭炮，他吃了些饺
子，喝了两碗粥，拎着剪刀就上山了。
入冬以来，王守文几乎天天如此，他有
1600 多棵果树，即使这样，还怕剪枝来
不及呢。

印象中，北方农村这个时候正是冬
闲时节，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或喝点小酒，
或来场小聚，借以放松心情。汤家沟村
似乎与别处不同，即使到了春节，村民也
在忙碌。

这里位于大石桥市东部山区的周家
镇。别看地理位置偏远，名气可不小，果

树种植远近闻名。靠着果树种植，汤家沟
村村民的日子过得相当红火，站在山坡朝
下看，满眼都是崭新的大瓦房，这在周家镇
可是数一数二的。

两年前，王守文老两口也拿出 30 多万
元，推倒了老宅，建起一座带有地窖 200多
平方米的大房子。按理说，儿女们都已独
自成家，建这么大的房子似乎没有必要，但
王守文说：“劳累了一辈子，我们自己也要
享受享受。”

跟大多数村民一样，王守文家主要种
植寒富苹果和大红袍李子。他告诉记者，
如果等到开春天气暖和再剪枝，果树的一
部分枝条就会烂掉，影响产量。看到王守

文每天起早上山干活这么辛苦，记者问
他为什么不雇人干呢？王守文说：“这里
几乎家家都有果树，自己家的果树都忙活
不过来，哪有时间出来给别人干呢？”

谈起自己一年的收入，王守文也不避
讳：“我这一年能挣十多万元，在汤家沟村
属于平均水平，今年我们村有两户人家，
每家都挣30多万元呢。”

尽管果树给汤家沟村村民带来了可观
的收入，但劳作的辛苦也是显而易见。“都一
把年纪了，为啥还要这么拼呢？”记者问。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王守文学
着电视里的话一板一眼地说，言罢哈哈
大笑。

果农王守文过年也在抢农时
本报记者 徐 鑫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春节假
期，不少鞍山市民走进书店，在浓浓的文化
氛围中汲取营养，充实提高自我，在书香中
欢度新春。

2月8日，大年初四，位于鞍山市铁东区
文化街的新华书店内，社科、文学、童书等
热门区域人头攒动。“以前挺喜欢看书的，
可工作后很长时间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读
一本书。这里环境气氛好，看书是一种再
美不过的享受”。29岁的王浩在鞍山市一
家事业单位上班，春节这几天，几乎“长”在
了书店里。他说，自己平日工作忙、压力
大，春节长假如果再忙于应酬和聚会，会比
上班还疲惫，到书店里看看书，遇到喜欢的
就买几本，这种过节方式让他觉得很放松。

在二楼的童书区域内，读者多为年轻
父母和孩子。“让孩子多看些书，从书中汲
取营养，培养阅读的好习惯”，成为家长们
共同的心声。孩子们阅读的认真劲也让很
多大人自叹不如。上小学四年级的李浩源
已经挑选了两本书。他笑着告诉记者：“我
喜欢看漫画和历史书，买书用的都是自己
的压岁钱。花钱买知识，其实是在给自己

‘增值’呢！”
鞍山市新华书店企划部主任李树平介

绍，春节期间是书店的销售高峰期，人流比
平时要增长三四倍，为了让广大市民在新春
佳节之际尽享文化大餐，节前书店专门派人
全程参与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并
从少儿、社科、经济等大类图书中精心采购
了4000种20万册新书，供市民选购。

“我们只在除夕休息了一天，初一就开
始正常营业了。很多市民上午9点书店开
门时就来了，晚上 5 点半关门的时候不撵
都不走。”李树平说，在“倡导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的号召下，自己明显感觉市民
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传统年味融
入浓浓书香，使新春佳节显得格外
有味道。

鞍山市民
走进书店过放松年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除了走亲
访友，全家人一起去影院看电影，正在成
为人们欢度春节的一种新风尚。连日
来，沈阳市各大影院人头攒动，不少市民
选择在电影院里感受过年的氛围。

2月8日中午，位于沈阳市青年大街
一家大型商场内的影院入口处排起了长
龙，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即将开演，放
眼望去，几乎都是家长搭配孩子的组
合。市民郝冰冰一家三口就是奔着这部
影片来的。“选择这部电影，就是希望孩
子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让
孩子懂得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郝冰
冰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贺岁档电影也
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市民都会选
择在春节期间带父母一同来看电影。刚
走出影院的张旭说：“平时在外地工作，
春节期间一家人才能团聚在一起，所以
每年都会带父母来看电影，让他们体验
一下在影院里过年的乐趣。”

影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般影院
的早场都是比较冷清的，但从大年初一
以来，每场电影的黄金位置很快就售
罄。今年贺岁档期间上映的影片有 8
部，涵盖喜剧、科幻、古装、动画等类型，
其中《小猪佩奇过大年》无疑是小朋友们
的最爱。

除了看电影，健身也成为很多市民
过年的“标配”。大年初四一大早，家住
沈阳市和平区的王欢就准备去健身房锻
炼身体。“过年吃了很多大鱼大肉，作息
时间也不规律了，这样对身体很不好。
今天和朋友约好去健身，早早锻炼，过个
健康年。”王欢说。

如今，古老的年俗在传承的同时，也
呈现出很多新变化，形成了许多新风
尚。很多市民表示：“不是年味越来越淡
了，而是大家过年的方式改变了。”

观影健身成为众多沈阳市民过年“标配”

“我买了俄罗斯糖果、泰国榴莲干，还
有法国红酒！”2月 8日，大年初四，在锦州
市义县贺家屯村“邮乐购”服务点，农民王
辉刚取完年货，就迫不及待地向记者展示
自己的采购成果。

“在外工作的儿子今年带女朋友来家
里过年，我担心孩子的女朋友吃不惯咱这
的饭菜，想在网上给他们买点好吃的。”王
辉笑呵呵地说。春节前，在“邮乐购”站点，
王辉在代购员郭旭的帮助下，在网上选购
法国红酒等年货。2月8日，年货准时送到

“邮乐购”站点，王辉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在这网上买年货真靠谱，没耽误事，质量
也有保障”。

郭旭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春节都是他
最忙的时候，订单量是平常的 3 倍，“我的
主要工作是帮助村民在网上选择商品，这
一段时间来，许多村民都在网上给自家置
办了特色产品和服装”。

农民在网上购买年货，农村的农产
品作为年货，在网上销售得也非常好。
在义县聚粮屯镇大平房子村，村民把种
植的独头蒜放到了电商平台“邮乐小店”
中销售，春节期间每天的销量达到 200 多
公斤。锦州市商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
前，锦州市铺设“邮乐购”网点 1262 个、

“新益农”网点 927 个，乡村电商服务站
覆盖率达到 89%，服务功能辐射 70%的贫
困村。

“投递员上门取件，我们只负责把商品
打包，就能坐在家里挣钱了。过年打麻
将？哪有时间！2018 年生产的独头蒜全
都卖光了，这是最后一批了！2019年希望
是个好年景，我们要把更多好农产品送到
城里去。”大平房子村村民说。

王辉在“邮乐购”
网购到靠谱的年货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并摄

“大家过年好！欢迎来到我家的家庭
农场。”大年初二，调兵山市晓南镇泉眼沟
村村民张华家的草莓采摘大棚迎来一批客
人。她急忙热情招呼，满脸笑容地给游客
拜年。

今年 42 岁的张华是一名普通的农
村妇女，她家的家庭农场紧邻公路，交
通十分便利。记者走进大棚，只见成熟
的草莓好似盏盏火红的小灯笼。“这里
的草莓真甜，口感太好了!”一位采摘客
对记者说，“我们是慕名而来的，听说这
里的草莓是纯绿色的，正好利用春节长
假带孩子来采摘游，既有体验劳动的快
乐，又能品尝到最新鲜的果实，心情特
别舒畅！”

张华的家庭农场共建有暖棚 10 栋。
目前，除3栋草莓大棚恰逢采摘季，其他棚
里的小菜也长势良好，新品种水果黄瓜元
宵节就可上市。张华告诉记者，根据不同
季节，她采用冷棚和暖棚交替种植，一年四
季都能生产绿色果蔬。

“进入腊月二十，草莓就已经成熟了，
每天游客一拨儿接着一拨儿的。”张华说，
这个春节她家过得既忙碌又充实，连大年
三十都是在大棚里过的，“春节期间草莓价
格高、销量大，现在我们家每天都能收入上
千元。”

记者了解到，和张华一样，目前在晓南
镇，正忙于生产的农民有 200 多户。他们
瞄准春节市场，巧打时间差，生产反季果蔬
增加收入，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火，也让乡
村里的年味儿更足了。

张华的家庭农场
又迎来一批采摘客
本报记者 狄文君

图为姜雪丽一家春节期间在越南游玩时的合影。

图为在沈阳一家大型影院门口，市民正排队等待入场。 本报记者 丁 冬 摄

图为鞍山市民在书店选购图书。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摄图为乡亲们在“邮乐购”选购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