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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通讯员李佳宁 吴卓鸿

“三二一，新年快乐！”1月25日，
在三门县火车站前，三门县亭旁红色
先锋队的队员们趁着志愿服务的短
暂间隙，用相机定格下了这一充满温
暖与希望的瞬间。镜头里，他们的脸
上洋溢着疲惫却又满足的笑容，身后
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火车站，以
及一个个满怀期待踏上归途的旅客。

“G197的旅客开始排队了……”
随着火车站内广播声响起，旅客有
序排起长队，准备进站。人群中，一
群身着鲜艳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格外
引人注目。他们来回穿梭，将一幅幅
手写福字递到旅客手中。

“这是我们志愿服务队书法老
师刚写的福字，送给您，祝您新春快
乐，阖家幸福！”一笔一划书写下的

“福”字，温暖了归乡人的心。
进站口、出站口、停车场、扶梯

处、售票处……在火车站每个角落，
都能看到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耐心解答旅客的问询，热情帮助旅客
提行李，认真维持着现场秩序，还贴
心为旅客送上热气腾腾的姜茶。哪里
有需要，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我们
先锋队建队已有8年了，每年春运，都
会组织队员来到火车站开展志愿服
务，不仅仅局限于帮旅客提包引导，
也希望可以带去更多情绪价值。用我

们的一句祝福、一杯姜茶，让大家在
回家路上，能感到温暖。”三门县亭旁
红色先锋队队长卢永军说。

52岁的金美苏是队伍中的老大
姐。她家就在火车站附近的村庄，每
年除夕，当大家都归心似箭地奔赴
团圆时刻，她却总是默默坚持到最
后，送走最后一拨旅客才回家。

“先锋队刚成立时我就来了，旅
客跟我们说上一声谢谢，一句辛苦
了，都会觉得特别自豪。我家离火车
站近，就十分钟的路程，等这边忙完
再回家，年夜饭晚点吃也没什么大
不了。”金美苏说。

8年的坚守，让亭旁红色先锋队
早已成为火车站春运期间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
献，赢得旅客的一致认可和赞誉，也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温
暖的大家庭中来。团队从最初的四五
十人，逐渐壮大到如今的800余人。

“我们先锋队有一句口号叫‘传
承红色基因，服务社会大众’。我相
信，我们 10年、20年以后，同样也会
将这份温暖的事业延续下去。”卢永
军坚定地表示。

如今，春运仍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亭旁红色先锋队的队员们依
然坚守在各自岗位。他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用满
满的爱心护航旅客返乡路。

——亭旁红色先锋队守护旅客回家路

八年坚守 温暖春运

本报讯（通讯员胡敏慧）1 月 29
日，正值正月初一，阳光正好，天台
孔庙内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在
这座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庙宇
中，一场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庄重与
欢庆的文化盛宴缓缓拉开序幕，吸
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诗经·小雅·鹿鸣》古朴的旋律，悠
扬而深远，让观众与古人进行了一

场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随后，身
着红色汉服的礼生们展演了“东方
礼仪”舞，举手投足间尽显华夏衣
冠之美，向观众展示了东方礼仪的
独特魅力。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孔庙，恰
巧碰上孔庙的首届庙会。在这里，我
亲眼目睹了儒家的参拜礼仪，亲耳聆
听了诗经的吟诵，让我深受触动，也
感受到了天台深厚的文化底蕴。”常

年在外的天台人周佳璐激动地说。
舞狮表演作为庙会不可或缺的

精彩环节，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三只金色和红色的醒狮在锣鼓
声中欢腾跳跃，时而翻滚，时而嬉
戏，动作灵活而矫健，获得无数惊叹
与称赞。

除了精彩纷呈的表演，庙会内还
设置了抬阁、射箭和活字印刷等多项
互动游戏，让游客们在娱乐中亲身感

受传统文化。“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活字印刷环节了，这个游戏让我不仅
学习到了许多关于天台的诗句，还了
解了印刷的过程，感受到了古人的智
慧。”游客叶雨晰说。

本次庙会特意委托杏庄民间老
艺人设计制作了四桌抬阁，重现了抬
阁风采。游客还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收
集“廉、忠、义、仁、信、孝”六项印章，
更有机会抽取千元大奖。

逛庙会品味千年文化
和合庆新春 文化进万家

本报讯（通讯员张灵光）1月 24
日，黄岩区富山乡敬老院内欢声笑
语，热闹非常，一场特意为老人们组
织的“村晚”正在上演。富山乡民政部
门联合北山村文化礼堂开展“我们的
村晚”主题活动，老人们欢聚一堂，一

起吃团年饭。
饭菜送上桌，老人们围坐在圆桌

旁热热闹闹地吃着饭，红烧鲤鱼，寓意
年年有余；红烧狮子头，寓意团团圆圆；
猪肉粽子，寓意健康长寿……一个个
温馨、有爱的画面让年味更加浓郁。

老人们一边吃着丰盛可口的饭
菜，一边欣赏精彩纷呈的演出，礼堂
志愿者们带来舞蹈《火火的中国火火
的时代》、歌曲《追梦人》、朗诵《万疆》
等节目，精彩纷呈的演出赢得了老人
们的热烈掌声。

梁思聪老人激动地说：“非常感谢
大家对我们的关心，敬老院里吃得好
又穿得好，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那么多人来陪我们吃团年饭，让我们
又感受到了团圆的幸福，谢谢大家。”

据了解，富山乡已经连续 6年举
办“村晚”团年饭等活动，让老人们感
受到家的温暖，并在全社会营造尊老
爱老的良好氛围。

富山：“村晚”团年饭 浓浓一家情

台传媒记者朱小兵

“我是 2023年来台州的，今年是
我在这里留学生活的第三年。这是一
座很有活力的城市，我很喜欢在台州
学院的学习生活，这里非常轻松，也
很安静。”1月26日，来自博茨瓦纳的
95后、台州学院商学院留学生李媛在
椒江学院路小学附近的街头溜达，感
受这座城市愈发浓郁的年味。

“因为来之前不了解台州，特意

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只觉得好奇
和新鲜。来台州学院学习生活后，觉
得这里很棒，也认识了不少台州当地
的朋友。”李媛学的是经济学，平时会
和老师同学一起去台州的一些制造
业企业开展一线调研，写调研报告。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外活动，能切
身体验到‘台州制造’的魅力。”

“现在在台州学习、工作的外国
人不少，对台州人来说外国人可能经
常在街上能碰到，习惯了。”李媛说，

学校老师经常带他们出去，到台州各
地走走看看。对于最近在国外很火爆
的小红书，她也关注了。“这个平台有
很多有趣的东西值得浏览，我没和其
他网友互动，但我经常在上面学习服
装和美妆等方面的知识。”

和其他年轻的姑娘一样，李媛也
很喜欢美食。“台州有很多美味的海
鲜，不过我还不太吃得习惯，但我很
喜欢台州的小吃，特别是食饼筒和炒
米面，非常好吃。”李媛介绍，她经常

和同学、朋友一起去附近的平桥小吃
街和康平路，品尝台州特色小吃。“我
也很喜欢吃饺子，每次都能吃挺多。
前几天，我们还和学校老师、同学一
起包饺子，体验中国过年的感觉。”

说到过年，李媛表示，她理解的
中国过年，节日氛围非常浓郁。她在
椒江逛街时会发现，大街小巷都挂红
灯笼、贴春联，每年还有不同的吉祥
物，“吉祥物，就是你们说的生肖。”

今年春节，李媛表示，她会和朋
友去义乌看看。往年春节，她也都是
和朋友以在中国各地旅游的方式度
过的。“我和朋友去过山东、江苏，今
年准备去义乌吃点好吃的，买点我喜
欢的东西。”

——一个留学生视角下的台州年味
“这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

多彩民俗闹新春
1月 29日，仙居县南峰街道蒋宅里古民居锣鼓喧天，当地文化志愿者轮

番表演大鼓、腰鼓、秧歌舞、舞彩带龙和戏曲等文艺节目，为人们送去新春文
化大餐。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好戏连台过大年
1月 29日，台州乱弹折子戏《活捉三郎》在黄岩九峰公园古戏台精彩上

演，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都会
有台州乱弹、越剧等演出。 台传媒记者颜 彤摄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何家欢）“很荣幸
拿到这个荣誉，我会坚持开展义务理
发志愿服务活动，将温暖送给更多群
众。”1月27日，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
村村民叶利芬把村里颁发的2024年
度“道德红榜人物”证书摆在家中，笑
得合不拢嘴。

走进方林村，房屋错落有致，道
路干净整洁，在村文化广场上，“道德
红榜人物”的展板吸引不少村民驻足
观看。这一切变化的背后，得益于该
村以“评”立德，文明润村，多管齐下
建设文明乡风。

“我们制定了《方林村民道德公
约》和《方林村最美家庭评选制度》，
将其纳入《方林村村民自治章程》，并
开展月推举、季评比、年表彰活动。”
方林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方
浩介绍。

40多年来，方林村始终坚持“口
袋富”与“脑袋富”并重，协同达成“物

质富裕、精神富有”双项指标，通过开
展“一张红榜促敬老”“最美家庭”评
选等系列公民道德建设，以“最美榜
样”“家风家规”厚植文明乡风。此外，
常态化开展“好人说 说好人”先进事
迹宣讲活动，将好人事迹转化为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进一步弘扬正
能量。

在公民道德建设工作的赋能下，
方林村全国劳动模范、浙江好人等典
型人物不断涌现，该村同时获评全国
创建文明村镇先进单位、全国首批文
明村、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点、全国
敬老模范村等16项国家级荣誉和20
多项省级荣誉。

路南街道宣传委员陈欣表示，方
林模式为其他村社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和启示，路南街道将持续做好道德
典范培育选树工作，积极发动各村社
群众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推动乡村
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路南：文明乡风润人心

台传媒记者张光剑
台传媒通讯员季 颖

1月24日晚，仙居县三桥溪市民
休憩带霓虹交错、灯影幢幢，新春氛
围拉满，市民们纷纷前来拍照打卡。

“我平时喜欢户外锻炼，现在又
有了新去处。”市民陈乐说。以前的三
桥溪整体感觉较为呆板，河道两岸多
为直立砌石护岸形式，不远处即为荒
地，既不便于市民游憩休闲，河道风
貌也较为单一，难以匹配现代化山水
画城市的定位和高铁新城片区的发
展规划。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仙居县坚
持以群众为中心，紧紧抓住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细微
处着手，在薄弱处发力，补齐城市短
板，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城
市功能品质，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

仙居县城市文化综合体项目是
仙居县首个，也是台州市首个大型综
合类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
包括永安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四大功能场馆，集艺术展示、演艺
观赏、文化体验于一体。该综合体的
投入使用，更好满足该县广大市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弥补城
市基本功能的欠缺。

去年，该县将全民体育馆建设列
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该馆内设有
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篮球场、台球
室、瑜伽馆等运动场所，可以满足市
民多样化的运动需求，为该县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注
入了新的活力。

“仙居全民体育馆承载了仙居群
众对健康生活的热切期盼，试运行以
来，近 6000名群众来到这里打卡健
身。我们将延长仙居全民体育馆的免
费开放时间，一直到正月十五。这期
间，市民都可以到这里享受更加优
质、免费的体育公共服务。”仙居县体
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朱瀚波介绍。

去年，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仙居学
校、三桥溪市民休憩带、全民体育馆、
文化综合体等一批民生项目先后完
工并投入使用。该县也入选全省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全省全域幸
福河湖建设试点，获评全国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领跑县”……

一桩桩民生实事的落实，一项项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宛如一张
张用民生温度绘就底色的“温暖答卷”，
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持续“提速加码”。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仙居：“民生答卷”
有厚度更有温度

坚守岗位过春节坚守岗位过春节
台州市公交集团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城市公交安全有序运行。据了解，春

节期间，台州公交共有1090名职工在驾驶员、稽查、调度、后勤保障等各个岗
位值守，161条线路、633部公交车辆保持运营，根据各线路客流实际需求，按
需配置运力。图为1月29日，正月初一，台州公交集团巴士监管指挥中心10名
调度员在工位上调配车辆运行。 台传媒记者雒溢凡摄

游古街 享假日
1月29日，许多游客在路桥十里长街游玩，乐享春节假日。

台传媒通讯员蒋友青 蒋歆慧摄

新年“拔”得头筹
1月29日，路桥区蓬街镇新红村组织全体村民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拔河

迎新春活动，欢度新春佳节。 台传媒通讯员蒋友青摄

（上接第一版）
限流首日，神仙居景区共发放了

1102份“存折”，将游客们的期待和热
情暂时封存，等待他们下次光临时再

“取出”。
来自武汉的游客张琪收到“存

折”后表示：“虽然因为游客过多而限
流有些遗憾，但神仙居景区的做法让
我感到温暖。”

“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期盼，这份
‘存折’能够化解游客心中的遗憾，让
春节假期的欢乐氛围得以延续，期待

不久的将来，与您在神仙居再次美好
相遇。”张海峰说。

除了“旅行存折”，神仙居景区在
春节期间还筹备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为游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在“神
仙送福 喜见升卿2025神仙居新春嘉

年华”活动中，游客不仅能欣赏到高
颜NPC带来的时尚国乐演绎“仙侠三
弦”，感受零距离的音乐互动，还能在

“封神新纪元”活动中，于仙气缭绕的
南天顶重温封神奇妙故事。月老在南
天顶送福，为游客书写婚书赐福正
缘；“李白卡拉OK”活动更是创意十
足，诗仙穿越时空，邀游客共唱新春
之歌，将传统与现代趣味融合。

赠予无票游客特别“存折”

本报讯（通讯员王丽娜）1月 26
日，天台和礼·共富工坊首家直营店
在天台赭溪老街正式开业。

黄精、山茶油、香榧、小笋罐头、
红曲酒、袜品、坐垫……走进直营店，
超百种特产琳琅满目。从山珍到日
用，均是来自天台本地的“明星产
品”。其中，不乏设计感满满的手串、
香袋、折扇等文创产品。

当地把这里打造成了文化街区

里的土特产集合店——不仅是天台
优质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据悉，该共富工
坊直营店由县旅游集团携手 30 个
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共同打造而
成，旨在通过共富工坊产销一体、集
群式发展，解锁农村和村民的共富
新场景，让共同富裕实实在在、可观
可感。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农产品共

富集市，吸引众多周边市民游客前
来逛集。大家在货架间穿梭，精心挑
选着心仪的商品。“这里能一下看到
这么多本地特产，正好过年可以买
些带给朋友。”市民陈女士拿着手机
边拍边说。

看着满满的货架，赤城街道三新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齐菊女的
心中充满期待，她说，“这个共富工坊
平台的搭建，体现了县里对农村发展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
三新‘满家喜’大米也要来上架了，还
有三新‘满家喜’的莲子、菜籽油以及
各种水果等。”

“我们将以共富工坊的开幕为新
起点，深挖产品潜力，丰富产品种类，
强化销售、营销渠道建设，为共富事
业注入新动力。”天台和礼强村公司
相关负责人赵升月表示。

接下来，天台将持续发挥党建引
领聚合资源作用，紧扣特色产业，统
筹多方力量，用好共富工坊直营店等
阵地资源，疏通“线上+线下”双流通
渠道，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助力延
伸共富工坊触角，放大共富效应。

天台首家共富工坊直营店开业

土特产集合店开进文化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