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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公园内锣鼓喧天，鼓乐齐鸣，“青”“黄”
两条长龙在20多名舞龙队员挥舞下翻腾跳跃，舞出了新春喜庆，舞出了新
年愿景。 台传媒通讯员张鲜红摄

大年初一登高祈福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寓意着新年步步高升，象征着
新一年事业、生活不断进步。图为 2月 10日，数千市民登上白云阁驻足拍
照留影。 台传媒记者孙金标摄

2月 10日，正月初一，路桥区路南街道西夏新村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舞
龙、拔河、舞蹈等活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一起庆贺新春佳节。

台传媒通讯员蒋友青 蒋歆慧摄

2月10日,在仙居县红旗广场，南峰街道女子腰鼓队为群众表演《欢乐腰
鼓》。春节期间，当地组织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活动，让市民真切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独特魅力，在文化盛宴中欢欢喜喜过新春。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多彩民俗贺新春多彩民俗贺新春 腰鼓声声腰鼓声声 喜迎新春喜迎新春

初一登高初一登高 步步高升步步高升 ““辰龙辰龙””闹新春闹新春

本报讯（记者张光剑 张妮婷）
文艺星火赋美，点靓乡村浓浓年味。
近日，仙居中部片区“我们的村晚”
暨五乡百村逛年集活动在该县白塔
镇上叶村热闹举行，5个乡镇带来了
精心编排的节目，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村民前来观看。

近年来，仙居把乡村春晚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推动春晚向
村晚转型迭代升级，在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
行了有益探索。

村晚以“共村晚 同富裕”为主
题，歌舞、快板、情景剧等精彩表演，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民间
艺术，又有现代时尚元素，既有对乡
村生活的描绘，又有对美好未来的
憧憬，观众掌声不断，笑声不绝，气
氛热烈。

晚会还为2023年度仙居中部片
区，第一届“时代之光”“共富先锋”
颁奖。

从以往在台下当观众到如今登
台当主角，群众积极参与的热情高
涨。“我觉得这样的村晚很有意义，
可以增进村与村之间和村民之间的
交流和团结，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和喜爱我们的乡村文化。”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崔秀华是白塔镇下
崔中宅村人，此次带来情景剧《何以
白塔》。

看年戏、赶年集、品年俗，当天，
各村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还带来了农特产品，办起了年货集
市。在集市上，游客和当地群众可以
品尝到各种美食，也可以购买到各
种特色产品。此外，集市还设置了展
示区。

仙居：“村晚”搭台
唱响乡村振兴曲

台传媒记者陈玲玲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我们花
桥龙灯是红、黄、青、绿、紫五龙同时
出迎，舞起来尤其绚丽。”连日来，三
门县花桥镇寺前村党群服务中心人
来人往，十分热闹。工匠们一边讲述
花桥龙灯故事，一边详细讲解制作
步骤，现场的志愿者和村民则小心
翼翼地剪裁、粘贴、描绘，随着一只
只龙灯被点亮，小山村里的年味也
逾渐浓郁。

在健跳镇双港村，党群服务中
心也进入了“春节模式”。“柚子火
锅”“挥墨写春”“巧手剪纸”……每
天变着花样的活动，让村民们感叹

“像赶集一样热闹”。村里的 20余名
留守儿童和老人成了这里的常客。

党群连心，共迎新春。为进一
步巩固提升主题教育成果，增强党
群服务中心强基共富阵地枢纽作
用，三门县于 1 月 25 日起，组织开

展“新年迎新貌”环境大整治、“服
务零距离”公益大市集、“幸福迎
新春”村社大联欢、“‘乡’聚谋发
展”干群大讨论、“吾心有归处”暖
流大服务等五大活动，为广大群众
提供开放、公益、集成、共享的综
合服务，打造组织有力量、服务不
打烊、有事好商量、民呼必有应的
红色阵地。

“昨天给我们送了手套、围巾、
热水壶，今天我本想去县城理发，
没想到‘红马甲’们又上门来给我
们理发、测血压，想得非常周到。”
在珠岙镇红色速递党群服务中心，
100余名韵达、美团等快递、外卖小
哥收到了爱心礼包，享受到了暖心
服务。

“此次活动聚焦为民、惠民、便
民，突出年味、家味、奋斗味，群众反
响非常好，将持续至元宵节前后，让
全县老百姓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过大
年。”三门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三门党群服务中心春节不打烊

“好市”开场
关爱好礼送不停

本报讯（通讯员蔡晓慧）最是乡
贤润桑梓，同心逐梦向未来。2月 10
日，正月初一，黄岩区头陀镇乡贤回
归“屋里”齐聚一堂，召开新春“屋
里”茶话会。

与会乡贤们敞开心扉，畅谈对
家乡的感受，字里行间饱含着故土
情谊，对家乡的变化给予充分的认
可和赞许，并结合自身工作和发展
领域，围绕家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等方
面积极建言献策，为头陀镇的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建设性
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大家纷纷表
示，将充分发挥自己在产业、技术、

信息、人脉等方面的优势，牵线搭
桥、嫁接资源，齐心协力为家乡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后，乡贤们先后考察了头陀
镇中心小学、“屋里”图书馆和电子
大屏幕教室等设施，并听学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办
学思路、近几年的成绩及今后的打
算。乡贤们一致表示，要关注好下一
代，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
未来。

未来，头陀镇乡贤联谊会将持
续汇聚乡贤力量，孕育头陀发展的
满园春色，绘就头陀同美共富的时
代画卷。

——头陀镇乡贤联谊会举行新春“屋里”
茶话会

最是乡贤润桑梓

和合庆新春 文化进万家

新春走基层·赢战开门红

台传媒记者盛鸥鸥

色彩丰富、层次鲜明、场景生
动……2 月 10 日上午，在布置一
新的椒江区大陈镇梅花湾村文化
礼堂内，13 幅龙年迎新版画和 4
幅大陈岛主题版画正式对外展
出。这场为期 8 天的活动，将给岛
民和游客送去艺术感满满的新年
祝福。

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是三甲中
学美术教师周伟玲，她以刀代笔
用 版 画 艺 术 为 时 代 留 影 。近 年
来 ，她 还 创 作 了 一 系 列 版 画 作
品，用各式各样的奋斗场景，生
动地诠释了“艰苦创业、奋发图
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
岛垦荒精神。

“筹备此次展陈活动前，我们
就在思考如何既契合龙年主题又
能展现大陈岛特色。了解到周伟
玲老师为龙年新创作了不少版画
作品后，我们便上门拜访促成了
此次互动，并挑选出不同风格的
版画作品，希望在不一样的视觉
享受和新春体验中，更好地向大

家展示大陈岛历史风貌、讲述大
陈岛垦荒故事。”大陈镇副镇长提
名人选陶宇说。

“没想到，版画中的‘龙’也能有
这样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形态，真
是栩栩如生”“这些劳作和奋斗的场
景，一下子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那
段垦荒岁月”……大家一边感叹版
画制作的不易、赞叹创作者的功力，
一边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
魅力、感悟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磅礴
力量。

不同于其他画作的创作形式，
版画的制作需要经历画稿、雕刻、印
刷等过程，虽然挺复杂，但趣味性
足、体验感强。

“今年旅游旺季时，我们还计
划邀请周伟玲老师上岛开展版画
教学活动，让岛民和游客在动手体
验中加深对版画艺术的了解，知晓
更多背后的创作故事，丰富海岛文
化生活。此外，版画拓印在小卡片
上，还能作为游客带回去分享给亲
朋好友的特色文创，这样也可以更
好地宣传版画艺术、推介大陈岛旅
游。”陶宇说。

大陈：版画送祝福
年味添新意

本报讯（记者张笑川雨）农历新
年第一天，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晶科能源”）的全自动化
智能生产线仍在不停运转。随着机械
臂高速挥舞，一张张扑克牌大小的电
池片从智能划焊一体机“出发”，经过
划片、排版、叠焊等12道工序，组合成
为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电池组件是整个光伏生
产产业链的最后一道工序。”公司负
责人顾巍介绍，自 2006年成立，晶科
能源目前在全球共有14个生产基地，
产品远销欧洲、中东等国家。2023年
累计出货量突破200GW，当年出货量
为全球第一。由于订单饱满，春节期
间，玉环基地438名员工将留企生产。

2023年12月19日，晶科能源高效
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首条生产线正式
投产。“目前，公司采用机器自动化生产，
像我们的智能划焊一体机每小时能焊
接电池片1万片以上，员工则负责辅助
加料和设备维护。”顾巍说，当前，一条生
产线一天能下线约6000块太阳能组件。

“除夕我们为员工举办了抽奖活动，

正月初一送了开门红包，春节期间有加
班红包和工资补贴，还有丰富的娱乐活
动，让留岗工人过个快乐年。”顾巍说。

今年一季度，晶科计划实现项
目一期 10条生产线投产，届时将形
成年产 10GW高效太阳能组件规模。
玉环基地也将建成晶科自动化程度
最高、技术最先进的智能工厂之一。

2023年出货量全球第一

晶科能源：春节不打烊 开足马力赶订单

台传媒记者卢靖愉

新春佳节，临海东方大道、靖江
路等路段的行道树早已换上“金装”、
挂起灯饰，在崇和门广场、市民广场
等地，龙元素花灯装置纷纷入场，全
城“拉满”过年的氛围感。

对于市民而言，买年货是过年必
不可少的环节。当前，“老字号中华
行”巡回展、“好食来临”迎春年货节
等各类消费活动层出不穷，临海已将
天南海北的地方特产、横贯山海的地
道美食都汇集到市民家门口。

然而，对于住在上盘镇的李美娟
一家和“老临海人”黄振华来说，今年
过年有点不同，备的年货不再是炒
货、腊肉之类的“老几样”，而且准备
年货的方式还有点特别。

上综保区淘“洋货”
2月初，李美娟和家人自驾来到

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往，他们
经常全家总动员，来白沙湾海滨公

园游玩，但这次他们的目的只有一
个——买年货。

跟着导航，来到金台铁路头门港
站附近，便可找到台州综保区进口商
品展示展销中心。步入门店，货架上
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洋货”：意大利的
红酒、德国的奶粉、法国的化妆品、日
本的洗化用品等，一家人各自拉上购
物车、挎起购物篮，准备“血拼”一番。

这是台州市首家保税跨境电商
展示展销中心，在大约 400平方米的
门店内，有超过 1500种进口商品，涵
盖化妆品、食品、母婴、厨具、日化等
十多个品类。“目前现场购买可以享
受 9折优惠，虽然价格和电商平台差
不多，但可以看到实物，又有正品保
障，买得更安心。”李美娟说。

“自去年9月1日试营业至今，销
售反响很好，我们将继续做大进口商
品展示展销中心，计划在白沙湾山海
集市区块设立销售点，在会展中心谋
划打造一站式平台，同步开拓线上线
下平台，开通跨境直播等新模式，进

一步优化商品购买体验。”台州综合
保税区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剑勇
介绍，“今年上半年综保区将开关运
作，跨境电商产业园完成建设，预计
下半年在区内设保税仓，届时市民还
能实现在家门口免税畅购全球。”

到帮农客淘“土货”
去年年底，一场“好食来临”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让不少临海农产
品原地“翻红”，小芝的细米面、桃渚的
对虾、汇溪的鸭蛋等，转眼就成了“香
饽饽”，成功打入年货畅销榜单。

古城街道居民黄振华也听闻“好
食来临”的名气，找到品牌的首家线
下运营门店——“帮农客”紫阳店。推
门入店，地域特产、应季物产、山海风
味等农副产品整齐地陈设于展示柜
中，但和想象中略有不同，“土货”经
过创意化的包装设计，摇身一变成了
精致伴手礼、精品年货，还不乏橘柚
汁、风味酱料、蜜饯果脯等创意新品。

“老人家爱吃的糕点，我常喝的

台州酒厂的糟烧，还有小孙子喜欢吃
的橘子罐头，一次性都能买到。”黄振
华边挑选边说。

在紫阳店店长刘阳眼中，这里的“土
货”一改过去品牌杂乱、包装简陋、卖不
起高价的“土印象”，在品牌管理、产品质
控等方面都有了统一标准，产品附加值
得到大幅提升。“不仅本地人喜欢来逛
逛，因为店址位于5A级景区核心地段，
还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探店，有
不少人当场选购完直接快递回家。”

目前，“好食来临”品牌首批已授权
170种农副产品，与12家本地商家签订
采购合同，并与宏野海产品、金康养蜂等
56家共富工坊及合作社达成合作意向。

这些“土货”在各村镇的共富工坊
完成包装设计、商标申请等“孵化”流
程，再经由供销部门的“共富大篷车”
统一收运，入驻“帮农客”直营门店，并
同步在线上交易平台上架。“我们就是
零利润帮农民卖好产品，所以广大消
费者可以放心，在这里买临海地道年
货绝对货真价实。”刘阳补充道。

淘“洋货”上综保区 淘“土货”到帮农客

去临海淘点不一样的年货

（上接第一版）据台州学院副教授梁仁
杰介绍，“黄色”藏着好吃的秘密，代表
这里营养物质含量较高，天然饵料丰
富，是鱼、虾、贝、蟹生长的乐土，名副
其实的“蓝色渔仓”。来到大陈，千万不
可错过一尾黄鱼——这是椒江海鲜菜
单上的头牌，东海黄鱼焖土灶饭、荠菜
黄鱼羹、家烧黄鱼、黄鱼年糕……

开放、大气、包容，这里
“啥都有”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
屿青”，对于吃货来说，这首诗道出了
台州既有山珍又有海货的特质，简直
妙不可言。而在椒江，同样有幸将台
州的“山海”滋味尽收囊中。

鳗鱼汤配上鸡蛋麻糍，从早饭开

始，椒江就开启了美食“混搭”。鳗鱼
来自大海，麻糍则是山里人智慧的体
现。东边临海，北岸靠山，椒江对“山
海”美食的敏锐和包容天生而来。

同时，作为台州市政治、文化、经
济中心，这里吸引了来自台州各地的
人才，也让美食的复合与多元成为可
能。走在街头，泡虾、嵌糕、核桃调蛋、
麦饼、麦虾、乌饭麻糍、食饼筒……台
州各地特色小吃店在此集结，新荣
记、浦江荟等台州菜代表餐厅纷纷来
此扎根。

“在椒江，你吃得到几乎所有有
代表性的台州菜和小吃。”说起椒江
美食文化的特点，王兴友用了“融合”
二字总结。正如椒江这座城市的气质
一般——“开放、大气、包容”。

用坚守和创新，创造更
多“可能性”

“现在不是吃蛏子的时节，不好吃
的，我们不卖。”王美琴毫无犹豫拒绝了
一单生意，她坚持在自家海鲜姜汤面中
放入应季海鲜，保留一份完美的味道。
同样坚守舌尖滋味的还有张康森，他做
的手工糖心糕不少椒江人从小吃到大。
凌晨2点起床，揉粉、嵌糖、蒸糕，他48
年如一日不断磨练自己的手艺。

椒江类似的小店不在少数。来到
老城区，你会找到冷饮世界、璋园炊
饭、小秀蛋糕点心店、吕氏泡虾等专注
于口味的老店。不知何时起，这里成了
各地吃货向往的网红美食打卡地，节
假日一到，店门口一定大排长龙。

小店有坚守，大厨在创新。风靡全国
的台州菜沙蒜豆面是怎么来的？王兴友
回忆，椒江本身不产番薯，豆面是台州山
区的特产，椒江厨师将它和当地食材融
合。这之后，各种菜和豆面的组合层出不
穷，食客用“点单”投票，选出了其中的精
品——沙蒜豆面。食客的挑剔促使各大
门店推陈出新，黄金带鱼、糖沁三门青
蟹、蜂巢水潺……食材不变的基础上，这
里的大厨总能做出新奇的滋味。

从“美食”出发，椒江还有哪些可
能性？在商贸核心区心海城市共享空
间，一个高品质台州美食集聚地冉冉
升起——占地550亩的台州中华美食
一条街即将开街。王兴友则计划在椒
聚拢一批美食专家，“我们将与台州
学院合作，成立一个台州菜研究会，
把台州的美食家、大厨整合，一起开
论坛、做培训、进行厨艺比赛等，为台
州菜的未来发展共同努力。”

以“吃”为题，椒江何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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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在环卫部门帮助下，

联系在黄岩的环卫夫妻档，并布置大

红背景、新年元素的挂件，购买大红
围巾，邀请他们拍摄新春照。“环卫工
人很忙，每一对的拍摄都约好时间

点，拍完立马回到工作岗位，尽量不
耽搁工作。”王敏智说。

每张照片，王敏智都用心去拍。

走得近了，了解得多了，就更为他们
的淳朴善良而感动。一张又一张，一
年又一年，王敏智乐在其中。

环卫工人，用自己的双手，给这
座城市创造整洁的环境，而他们也收
获着这份来自小城的温暖。

给城市“美容师”拍新春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