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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虽然受低温影响，但是俺
家水稻的总产量仍然达到了 42 万
斤，而且米质好、价格高，收入比预
想的还要好，年前稻米就全都卖完
了。”忙活了一年之后，铁岭县双井
子镇双井子村郭丹一家过了一个舒
心的春节。

郭丹是铁岭县杨晓刚家庭农
场的女主人。自从以丈夫名字命名
的家庭农场成立后，夫妻俩就把全
部心思用在了粮食增产增收上。
参加技术培训班，外出学习考察，试

种新品种……夫妻俩为了种好地、
多产粮，不断学习和尝试。

3 月 26 日晾稻种，4 月 4 日摆盘
育苗，5 月 20 日开始插秧……热爱
生活、开朗上进的郭丹，几乎将去年
种地的每个重要环节都以视频形式
记录了下来。

郭丹说，种水稻离不开辛勤付
出。育苗要控制好温度、通风情况；插
秧后要关注地温，随时通过控水晒田
进行调节；高温季节要防住病害，去年
7月22日起的一个来月，杨晓刚家庭

农场就开展了三次无人机飞防作业。
提到无人机，郭丹有些兴奋，这

是他们专门花 4.6 万元置办的大
件。“去年 4 月 14 日晚，无人机运到
家后，俺家那位连夜研究说明书，第
二天就开始练习试飞操作。有了这
架无人机，不但我家400亩水稻防病
害轻松搞定，还帮助其他村民飞防
4000多亩耕地。”

从育苗、插秧到收获，杨晓刚家
庭农场投入十余台套农机，粮食生
产已实现全程机械化。郭丹还将水

稻生产各环节视频分享到朋友圈，
让消费者吃上放心米。今年，她又
新添了一个红色真空包装产品，通
过网上直播卖出了1万多斤新大米。

“今年我下手早，春节前十多天
化肥、种子就进来了，一共是 33 吨
化肥、1200斤稻种。”郭丹说，提前备
耕，一是避免农资涨价，二是为了抢
农时，不误春耕生产。“新闻上常讲，
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牢大国粮
仓，俺的家庭农场也有一份责任，也
要作出新贡献。”

科学种田带来丰收年
本报记者 狄文君

火红的灯笼、喜庆的春联、漂亮
的窗花……大年初三，走进新宾满
族自治县北四平乡善道村村民丛淑
华家，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年味。

丛淑华正和儿媳在灶台前烹
制着各类菜肴，热气升腾，满屋都
是饭菜的香味。“多亏党的好政策，
咱这发展起中草药产业，让我们全
家过上了好日子。”丛淑华说，如今
日子越过越好，过年了，特意把亲
朋好友聚到一起分享喜悦。

以前，丛淑华一家 4 口一年收
入还不到 1 万元。日子过得紧巴，
家里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年久失
修、漏风漏雨，一家人简单吃顿年
夜饭就算过年了，也没心思和亲朋

好友走动。
近年来，抚顺市大力发展高效

农业，推广新技术，鼓励农民发展
特色农业。根据当地实际，北四平
乡确定了发展中药材产业的致富
思路。丛淑华一家在乡政府的帮
助下种起了辽细辛，当年卖药苗就
收入 2 万多元。尝到了甜头，丛淑
华连年扩大种植面积，如今已发展
到30多亩，年收入超过20万元。腰
包鼓了，底气也足了。丛淑华把家
里的老房子扒了，盖起三间大瓦
房。她又花了 30 多万元给儿子在
县城买了商品房，家里还添了辆小
轿车。

善道村党支部书记谷帅告诉

记者，现在，全村80%以上的农户都
依靠种植辽细辛走上了致富路，人
均年收入超过了 2 万元，村民盖新
房、买轿车，深刻感受到发展特色
产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目前，北四平乡辽细辛栽培面
积达 1.5 万亩，年产量 950 吨（干
品），国内市场60%的辽细辛产自这
里；年产值 6000 万元，仅此一项农
民人均增收7407元。今年，北四平
乡细辛基地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
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名单。谷
帅说，下一步，村里将带领村民在
药材深加工上下功夫，发展电商，
实行线上线下销售，让村民真正从
发展产业、壮大产业中获益。

种好“苦药材”过上“甜日子”
本报记者 崔振波

乡镇市集上年货琳琅满目，返乡
人忙着采购；都市商圈里，餐厅生意
红火，商品畅销；“北赏雪、南避寒”的
长线游预订火爆，各地新春文旅活动
精彩纷呈；自然风光和非遗灯彩，因
为数字技术的引入焕发活力、助力激
活消费……记者在全国多地见到，今
年春节假期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折射
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的内生动力。

城乡市集火热
餐饮年货消费旺

清晨 7 时许，重庆市大足区宝顶
镇香山老街上，炒货干货、活禽水果、
鞭炮香烛商品一应俱全，商贩们沿路
吆喝，往来行人不时驻足询价，构成
一幅新春农村赶集年俗画。73 岁的
夏应合走了 2个小时路赶来，背篼里
整整齐齐码放着自家地里种的新鲜
白萝卜。

“过年期间，家家户户大鱼大肉，

解腻的萝卜卖上了好价钱！”随着萝
卜销售一空，老夏从卖家变买家，在
集市上挑选心仪的年货。因疫情许
久没有回家的女儿和外孙今年回家
团圆，老夏要烧一锅女儿最喜欢的海
带腊肉汤。

蔬菜油绿，卤肉飘香……西安市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年货大
集绵延近两公里。在浙江嘉兴的工
厂里上班的杜龙朝和王盼盼夫妻俩
返乡后早早前来赶集，兴致勃勃为孩
子和亲戚们选购礼品。

北京荟聚中心新春市集推出 40
个摊位精选佳品，供顾客挑选心仪的
年货。该中心总经理周欣介绍，大年
初一，商场内7000多个地下车位停得
满满当当，多家餐馆需要等位，黄金
珠宝销售额较上年翻番，新春消费

“火”起来了。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沿线餐厅生

意红火。老字号新雅粤菜馆堂食位

几乎天天订满，外卖和预制菜深受欢
迎。餐厅特别为在沪过年的小家庭
推出小份半成品套餐，还紧抓年轻人

“围炉煮茶”的新爱好推出相关菜品。
美团平台上标记“春节不打烊”

的商家接近百万家，覆盖餐饮、景点、
酒店、KTV、美发等多类服务，满足各
地消费者多样化的春节消费需求。

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经济和快
捷的邮政快递运输，回家团圆的人或
许还在路上，年货已先抵达。淘宝天
猫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异地年
货成交保持同比正增长；菜鸟直送数
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预计处理单量
同比将增加 30%，不仅酒水和年货礼
盒热销，运动户外产品等消费也大幅
增长。

长线游大幅增长
各地主客共享

春节假期，以“北赏雪、南避寒”

为特点的长线游迎来“爆发式”增长。
下午 4 时的哈尔滨，喧嚣和欢乐

拉开帷幕。第 24届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园区内，15万立方米的冰和雪凝成
上百个冰雪景观，500 米超长滑梯前
游人排着长队，新晋“网红”游乐项目
大雪花摩天轮增添浪漫气息。“向往
已久的‘北国’之旅，终于实现了！”来
自厦门的游客章懿说。

受北京冬奥会带动，哈尔滨“冰
雪热”持续发力，拉动消费增长。哈
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一家西餐厅，近日
异地客流占比已超过七成，消费者主
要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等地。餐厅
运营经理王旭说，餐厅生意的火爆让
我们对哈尔滨旅游市场全面复苏充
满信心。

西安游客吴兰一家三口自驾来
到海南，先后在海口、三亚、陵水待
了数天。吴兰说，最让自己开心的
是购物。（下转第二版）

城乡市集春意浓 过年出游合家欢
——春节假期各地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1 月 24 日临近中午，辽阳市
宏伟区宏伟新苑小区 6号楼 3单
元 一 楼 的 一 户 人 家 里 喜 气 洋
洋。看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
三个孙子一个外孙都来了，82岁
的李淑芬和同岁的老伴儿姜世
刚乐得合不拢嘴。

“住上了楼房冬暖夏凉，广
场上有健身器材，垃圾有人清
理，小区里还有保安巡逻。现在
我们是吃穿住用都不愁，想想这
些稳稳的幸福，我做梦都能笑
醒。”李淑芬乐呵呵地说。

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杜
家村动迁改造之后，全村 600 多
户 1400 多 名 村 民 整 体 搬 迁 上
楼，得到了真切的实惠。

“我老伴儿种了 50 多年地，
如今每年俩人享受国家和村里
的各种待遇、补贴达到了 2.5 万
元。”李淑芬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文艺，现在担任村里夕阳
红歌舞队的队长，每天都和邻居
们一起跳舞、唱歌，赞美如今的
幸福生活。

告别土砖房住进新楼房，村
民刘淑萍一家开始创业。60 岁
的刘淑萍自己承租了村里的三

个网点，儿子开办了一家汽车内
饰装修厂，儿媳则成为附近石油
钢管厂的一名成品检查员，实现
了从农村家庭主妇到企业工人
的转变。

杜 家 村 党 委 书 记 兼 村 委
会 主任刘晓东告诉记者，村民
现在很富裕，人均年收入超过 3
万元。

村民除享受国家补贴政策
外，村里还给 55 岁以上妇女、60
岁以上男性村民每月发放500元
的补贴。居住在小区内的孩子，
免费享受村里组织的国学、书法
等培训教育。

目前，村里正计划建设康养
中心和社区医院，发展朝阳产
业，壮大集体经济，在让村民增
加收入的同时，实现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我们杜家村村民现在的生
活水平是杠杠的，以后会越来越
好！”59岁的村民王桂杰说。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享
受着村里物业的贴心服务，还有
稳定的经济收入，杜家村的村民
都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搬进新楼房
开启新生活

本报记者 郑有胜

冬日的严寒，阻挡不住丹东
市民锻炼的热情。1 月 24 日，在
丹东市健身广场舞协会振安区
分会的组织下，老年舞蹈队的队
员伴随着音乐，自信地展示着健
身风采。他们有的身着民族服
装，有的穿上喜庆戏服，个个精
心打扮、容光焕发。

开心的阿姨骑着一头“小毛
驴”、身着戏服的“孙悟空”轻盈
灵 动 ……欢声笑语间，健身的
老人们把传统人物演绎得惟妙
惟肖。“为了辞旧迎新，我们把
十分热闹又接地气的大秧歌扭
起来，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
心情。”振安区九龙舞蹈队的张
丽娟说。

“我们平日里跳的是文明且
有益身心健康的健身操舞，活动
形式也是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既
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也让身
板更加硬朗，经常参加这样的活
动很开心。”今年 62 岁的张丽娟
是舞蹈队的领舞，她的话语中充
满了自豪，“九龙舞蹈队表演的
民族手拍鼓舞蹈曾代表丹东市

老年健身队伍参加省级比赛，获
得了一等奖。”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
的指标。如今，人们的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运动健身也成为
更多老年人的追求。”丹东市健
身广场舞协会振安区分会主席
程丽告诉记者，振安区发挥协
会作用推动全民健身，现已形
成振安秧歌、水兵舞、手拍鼓、
腰鼓、体育舞蹈等特色品牌，并
且把几十年前活跃在丹东民间
的健身舞蹈“花棍舞”重新整理
拓展，建立起花棍舞表演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其
中，舞动健身。

“随着市民健康意识的提
升，健身意愿及运动频率都有所
增加。”程丽说，他们经常组织开
展老年健身活动，提高老年人的
身体素质。

广场上，跟随欢快的音乐节
奏，队员们精神矍铄，迈着轻快
的步伐跳起舞蹈，精彩纷呈的表
演吸引了路过的群众驻足观看，
大家赞叹不已。

全民健身动起来
本报记者 王卢莎

玉兔迎春，阖家团圆，辽沈大
地处处新气象。

在丹东市振安区，老年人健身
舞、柔力球等各种特色体育表演队
伍，已成为节日中一道亮丽风景。
过上好日子，还要有个好身体，才
能展示最美夕阳红。

村民变市民，生活有保障，辽
阳市宏伟区曙光镇杜家村的百姓
乐享新生活，获得感、幸福感节节
攀升。

发挥特色资源优势，成立中药
材合作社，建中药材加工厂，抚顺
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头道堡
村农户的收入噌噌上涨，乡村振兴
之路越走越扎实。

依靠科技增收，铁岭县杨晓刚
家庭农场投资4万多元购买了一架
新型植保无人机，一门心思种好
地、多产粮。搭乘网络快车，通过
线上直播销售，真正让铁岭大米飘
香全国。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但不
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年人想要更丰富、
充实的晚年生活；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农村居民也在追求高品质生活；
实施乡村振兴，广大农民最盼望的
是产业振兴；科学种田，靠科技增收
致富成为共识。这一切，正是辽宁
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癸卯新春，动如脱兔。眼下，
我们已经站在了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的起点。只要拿出首战
即决战的气魄，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注重实效，久久为功，我们追求
的幸福美好新生活就一定能变成
现实。

好日子有了
新盼头

狄文君

春节期间，葫芦岛市龙港区葫芦古镇景区推出 2023 龙港福禄新春
灯会、国潮小吃新春集会，以及一系列兼具传统民俗风情和时代特点的
庆祝活动，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浓的年味。

刘鑫睿 文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民俗活动
闹新春

记者手记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2年全年我国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累计为32.01万亿元，比上
年多6689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较大。

央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2 年，金
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有
所加强。全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增加20.91万亿元，同比
多增9746亿元。

另外，政府债券净融资保持平
稳增长，企业债券有所少增。数据
显示，2022年，政府债券净融资7.12
万亿元，同比多 1074 亿元；企业债
券净融资 2.05 万亿元，同比少 1.24
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司长阮健弘日前介绍，2022年政

府债券发行的节奏比较靠前，仅前
11个月已新增 6.84万亿元，同比多
增近 1 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明显增大。

此 外 ，表 外 融 资 少 减 较 多 。
2022 年，信托贷款减少 6003 亿元，
同比少减 1.41 万亿元；未贴现的银
行承兑汇票减少3411亿元，同比少
减1505亿元。 据新华社电

2022年新增社会融资超32万亿元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较大

2023 年春节假期旅游市场迎
来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1月2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
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
要求各地文旅部门进一步提升对
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各类
安全风险隐患检查排查，加强安全
宣传和游客提示，加强应急值守和
信息报送。

通知指出，近期多地发生涉游
客安全事件，给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发出警示。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做好统筹安排和工作部
署，确保春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
安全平稳有序，坚决防范涉旅重特
大安全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加强对春节假期安
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力度，针对发现
的问题，指导督促有关单位立行立
改。要加强对设施设备的安全检

查，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坚决停止运
营和使用。要加强对公共文化单
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的指导，
做好流量管理，完善安全提示警示
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要加强部
门间协同，会同相关部门对公共文
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的消
防疏散通道等开展隐患排查。要
指导督促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
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规范旅游包车
行为，选择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合
作商。

通知强调，增加游客安全提示
提醒，多方式、多渠道引导游客预
约错峰出行，关注旅途中的消防和
道路交通安全，谨慎参与高风险项
目，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发开放、
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提醒
游客做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据新华社电

相关部门印发通知要求

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
旅游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