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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农村
煤烟消散

作为一名来自南方的媳妇，几

年前，我对去山东农村过年是排斥

的，因为屋外寒风刺骨、雾霾弥漫，

屋内煤烟味熏人，灶台上永远都有

一层灰。时隔4年，今年春节我和

家人再回山东，从聊城火车站走出

来时，迎接我们的是晴空万里，雾霾

重到看不清红绿灯的情况一去不复

返。回到家，一股暖意袭来，四周窗

明几净，呛鼻的煤烟味消失了，在家

待了几天，鼻孔也不会变黑。婆婆

说，这是不烧煤改用电取暖的好处。

据了解，北方农村以前主要靠

燃煤锅炉采暖，烧煤导致空气中二

氧化硫和粉尘增多，再加上气温低、

风力小，雾霾不容易散，导致冬季易

出现雾霾天气，危害健康。近几年，

山东农村地区推进“煤改电”清洁能

源改造。2021年，婆婆家安装了电

采暖炉，通过电烧水，热水在暖气片

内循环来供暖。精打细算的婆婆给

我们算了一笔账：以前烧煤，一个冬

天需要约 1 吨优质煤，花费 1800

元；用电采暖，一个冬天的电费约

1500元，而且近三年当地政府每年

每户还会补贴1200元电费，相当于

只要花几百元就可以换来整个冬天

的温暖和洁净。

我从当地村民那里了解到，“煤

改电”之后，当地冬天雾霾天气减少

了90%。 （记者邓丽萍）

海沧青礁
玩转文创

五谷杂粮画、仙系鱼灯、“福”字

拓印、DIY纸浆画……春节期间，海

沧区青礁村联合海沧国旅开启“祥

蛇献瑞·来海沧里”新春主题活动。

大年初三，记者走进青礁村思

齐堂，看见一个个亲子家庭正在用

各种谷物贴在图纸上，创作一幅幅

五谷杂粮画。“制作五谷杂粮画很考

验我的耐心。”来自青礁小学的黄思

骐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很开心。

现场还有“福”字拓印、鱼灯制

作与DIY纸浆画等活动。一张张红

纸上的金色拓印，承载着人们新一

年的祈愿和期盼；竹条构筑、纱纸粘

黏，在制作绚彩鱼灯过程中，人们感

受千年文化韵味。

参观思齐堂也是本次活动的亮

点之一。作为祖国大陆第一座以纪

念开台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设施，思

齐堂内设有“两岸同根开台文化展

示馆”，展出“青礁史话”“圣王开台”

“潮涌沧江”三个篇章。孩子们走进

展馆，了解青礁村的历史和开台王

颜思齐波澜壮阔的一生。

“祥蛇献瑞·来海沧里”新春主

题活动巧妙借助“体验民俗手作”的

良机“引客下乡”，让市民在新春佳

节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韵味，同时

也展现了青礁村深厚的文化底蕴。

（记者颜司雅）

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天水

人，春节回到阔别已久的天水，发

现这座因麻辣烫而火出圈的小城

迎来了越来越多游客，春节期间

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归乡的游子、

远来的旅人都在探寻天水的独特

魅力，而天水的早餐便是这场美

食之旅的精彩开篇。

循着记忆，走进一家老字号

早餐店，只见店内店外坐满了人，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

味。点一份心心念念的呱呱，盛

在碗中，搭配红红的油泼辣子，光

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用筷子

轻轻一夹，放入口中，软糯中带着

些许韧性，酸辣的味道瞬间在舌

尖绽放。除了呱呱，天水的然然、

凉粉也是早餐的热门选择。然然

口感细腻，入口即化，搭配特制的

调料，别有一番风味。凉粉清爽

可口，过年期间吃，既能解腻又能

开胃。

看着周围的游客好奇地品尝

着这些特色美食，脸上露出满足

的神情，我的心情也格外舒畅。

我了解到，随着来天水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早餐店的生意也越来

越红火。过年这几天，店主等人

从早忙到晚，虽然辛苦却乐在其

中。“以前咱天水的美食只有本地

人爱吃，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知

道了，这是好事啊！”店主笑着说。

随着天水麻辣烫爆火，如今

越来越多游客涌入这座城市。他

们品尝麻辣烫，也感受着天水早

餐的温暖质朴。我相信，这份独

特的滋味会成为他们记忆中最温

暖的天水印象。而天水早餐，也

会走向更远的地方。

（记者张鑫惠）

台州府城
品味非遗

今年春节，台州府城从历史

出发，把旅游参观提升为文化互

动，用“沉浸式+”开拓文旅场景，

特别推出城墙光影秀、大书场茶

馆、非遗台州馆三大新业态，为游

客打造了全新的奇妙之旅。

漫步其间，可以欣赏精彩的

城墙光影秀——它以光和影为语

言，将古城筑城、护城、衍城、兴城

的历史娓娓道来。运用3D、AR

等技术，让观众置身亦真亦幻的

奇妙世界。位于紫阳街中段的

“再现宋时”大书场茶馆，以“品

茶、听书、歇脚、养生”为主题，让

食客品尝羊岩勾青、绿壳红等地

道茶饮，以及海苔饼、羊脚蹄等传

统糕点。作为台州非遗文化的集

大成者，非遗台州馆将展示、展

销、手作互动三大功能有机融合，

打造现代化非遗体验空间。

据统计，春节假期，台州府城

文化旅游区接待游客175.3万人

次，其中台州市外游客较去年同

期增长7.8%。 （记者叶子申）

尤溪古村
喜迎蝶变

新春佳节，走进三明市尤溪

县洋中镇桂峰村，只见古色古香

的明清建筑群错落有致、大红灯

笼高高挂起，处处洋溢着喜庆的

年味。这个有760多年历史的古

村落，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

村旅游胜地。

桂峰村始建于宋元，盛于明

清，现存明清典型古建筑39座。

近年来，当地政府依托丰富的古

民居资源，结合传统民俗文化，发

展乡村旅游，吸引了大量游客。

“以前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

工，只剩老人和孩子。现在我把自

家房子改造成民宿，不仅实现在家

就业，还能照顾父母，比外出打工

强多了。”民宿老板蔡大哥说。

随着乡村旅游业发展，桂峰

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修建了停车场、游客服务中

心等，并对古民居进行修缮和保

护。每年秋季，村里都会举

办“晒秋文化节”，村民将

玉米、辣椒、柿子等农

作物晾晒在古民

居前，形成一

幅幅色彩斑

斓的画卷。

乡村旅游业

发展不仅让古村落

焕发新生，也让村民们

腰包鼓了起来。“我们把门

票收入的40%作为村里基础

设施维护费和工人工资，剩下的

60%作为村民分红。”桂峰村支委

蔡飞介绍，今年的分红资金共计

262400元，户籍在本村的村民人

人有份。 （记者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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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村
新貌、品天水早

餐、逛台州府城……今年
春节，晨报记者深入各地走访，
领略家乡年味，感受发展变

迁，用镜头和笔记录
新春新气象。

甘肃天水 早餐诱人

“煤 改 电”

后，聊城农村空

气变好了。

记者邓丽萍摄

桂峰村发展乡村旅游

业，吸引了众多游客。

记者陈丽摄

呱呱、面皮、猪油盒、杏仁茶是天水早餐的绝配组合。记者张鑫惠摄

小朋友在拓印

“福”字。

记者颜司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