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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年味越来越浓。

1 月 31 日，农历腊月二十一，记

者来到陇南康县阳坝镇，和当地

村民一起赶年集，感受美丽乡村

的浓浓年味。

“ 刚 刚 出 锅 的 米 酥 ，尝 一

尝！各种糖果，不甜不要钱！来

看看，花生、瓜子都有……”临近

上午 11 时，阳坝镇年集上，叫卖

声不断，赶集的人挤满了街道，

好不热闹。

在一家卖米酥的摊位前，围

满了前来赶集的村民。“老板，我

要 花 生 米 酥 ，再 给 我 装 点 黑 米

的。”“好，马上就装。”米酥摊的

老板一边将锅里刚做出的米酥

切片，一边应承着。

“ 我 们 今 天 一 早 就 从 青 木

川 镇 赶 过 来 了 ，想 着 趁 年 集 多

卖 点 。”米 酥 摊 的 老 板 说 ，过 年

了，家家户户总要买些糖果，现

做 的 米 酥 好 吃 又 健 康 ，买 的 人

也 多 。 米 酥 摊 老 板 的 话 没 说

完，又忙起来了。

过年家家户户少不了要买

些鞭炮。“这个盒子装的花炮摔

地上就响了，给孩子玩安全。”在

一家鞭炮摊前，摊主正给来赶集

的老乡介绍。

鞭炮摊摊主告诉记者，自己

家就在阳坝镇阴坝村，离镇子很

近，前一天晚上就过来找了块好

位置，提前把摊位摆好，当天一

早 8 时开集后，生意一直很好，

货都卖得差不多了，等着腊月二

十七的年集再摆摊卖一点，也就

剩不了多少了。

“老乡，一共 6 斤，你拿好。”

在一家手工面摊上，摊主熟练地

将称斤装好的手工面递给买面

的村民。“每天能卖 400 到 500

斤 面 ，现 在 买 手 工 面 的 人 太 多

了，已经忙不过来了，今天趁着

年 集 再 卖 一 些 ，就 能 收 拾 过 年

了！”手工面摊主高兴地说。

年集上，赶集的村民都买了

些什么呢？

记 者 看 到 ，在 一 个 糖 果 摊

前，一位年轻妈妈正带着两个孩

子挑选糖果，只见两个孩子开心

地将水果糖、酥糖、巧克力糖等

各样糖果一股脑都装进塑料袋，

递给老板称斤。“过年了，给孩子

们买点糖吃。”这位年轻妈妈正

说着，两个孩子已经将手塞进袋

子里，拿出一颗糖果，快速剥去

糖衣，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

“ 我 今 天 是 和 老 婆 一 早 骑

电动车过来的，买了双棉鞋，再

买些糖果、花生、瓜子。”家住大

沟 村 的 村 民 王 富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日 子 好 了 ，过 年 也 不 用 买 太

多 东 西 ，缺 啥 随 时 去 超 市 都 能

买上，方便得很。

家住老庄村的郭彩芳一早

就来赶集了。“快过年了，老公骑

着摩托车送我过来，备些年货。”

郭彩芳说着，就将身后的背篓拿

过来给记者看，只见背篓装了手

工 挂 面 、瓜 子 、糖 、肉 等 各 种 年

货，满满当当的。

记者注意到，许多村民趁着

赶年集，顺路到街道上邮储银行

康县阳坝镇营业所办理现金存

取业务，取走网购快递。

“ 我 们 这 里 是 银 行 和 邮 政

合并网点，每到年集的时候，也

是人最多的时候。”负责邮政业

务 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村 民 都 习 惯 了 网 购 年 货 ，从 腊

月 二 十 以 后 ，每 天 快 递 件 基 本

都 是 300 多 件 ，比 平 时 多 出 了

至少 100 件。

临近中午，阳坝镇集市依旧

热闹，叫卖声还在继续，村民们在

摊位前细心挑选着，不时和摊主

讨价还价，只等买到心仪的年货，

才用身上背篓、口袋，将年货放进

去，也寄托了对新年的期盼。

在阳坝赶年集 人气旺年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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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一个

多月后，记者再访积石山，大河家

镇街边的店铺已开门营业，灾区

群众在整齐划一的活动板房内开

始了新的生活。

午后的阳光驱走寒意，孩子

们 结 伴 在 广 场 上 追 逐 嬉 闹 ，作

为 镇 上 最 大 的 安 置 点 ，大 河 村

广 场 的 135 间 活 动 板 房 成 了 村

里 586 户 孤 寡 老 人 和 孕 妇 儿 童

的“安身之所”。

这段时间里，尽量为他们提

供 更 多 便 利 、更 多 温 暖 ，是 当 地

各 部 门 和 各 级 干 部 一 直 在 努 力

的方向。

“叔叔，这是我们几个捡的垃

圾，你看看能换几颗糖？”几位小

朋友手里拿着些许碎屑，站在一

处活动板房的门口询问。

“爱护环境的都是好孩子，每

个人都有糖！”说话的中年男人吴

璇笑容可掬，从兜里掏出一把糖

认真地分给孩子们。

从 吴 璇 身 着 的 墨 绿 色 制 服

看得出，他并不是分管卫生的村

干部，而是大河村广场临时邮局

负责人。

从灾后第二天在帐篷里开办

临时邮局，到现在搬进活动板房

提供更多服务，这里的邮政业务

和快递寄收始终没有中断过。为

了保证业务顺畅，省、州、县三级

邮政公司先后派出几十位工作人

员在这里工作。

临时邮局很小，小到只有两

间活动板房。即使这样，邮政工

作人员除了保障正常业务，还把

其中一间房子打造成为大家提供

便民服务的“爱心驿站”。

“这上面写的易碎品，搬的时

候一定要小心。”取件室里，年轻

的“邮递员”马凯，正在熟练地为

同村的邻居取快递。

马 凯 是 大 河 村 五 社 的 大 学

生，灾后的第一个寒假，他也想为

村里人出一份力。在村干部的协

调下，马凯穿上邮政工作服，成了

临时邮局里的一员。

“即便在农村，网购也成了很

普 及 的 事 情 。”细 心 的 马 凯 注 意

到，刚开始的几天大家的快递都

是 换 洗 衣 物 和 碗 筷 等 生 活 必 需

品。随着春节临近，茶杯、窗花和

玩具就成了主流。

搬进板房，过冬无忧。群众

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积压的快递

分发完毕，临时邮局的工作节奏

终于回归了正常。

闲下来，看着广场上跑来跑

去的孩子们，邮政工作人员们又

有了新的想法。他们决定，在临

时邮局的“爱心驿站”里帮忙给群

众带孩子。

一间板房，一组书架，几套桌

椅……一个有模有样的“托儿所”

就在大河村里开业了。没有文化

课老师，邮政系统的女同志们便

踊跃报名；没有体育老师，寄递部

门的小伙子们就临时客串。

“每天上午 9 点开业，一直到

晚 上 8 点 多 送 走 最 后 一 位 孩 子

才 下 班 。”临 夏 州 邮 政 公 司 寄 递

事业部工作人员梁蕾介绍，这间

读书室里最多的时候挤着 20 个

小朋友。

一开始，孩子们都不怎么爱

说话。梁蕾和她的同事们上网学

幼教课程，想办法调动孩子们的

情绪。

教儿歌、讲故事、做手工、玩

游戏，半个多月的陪伴，临时邮局

的业务员们一个个都成了孩子们

口中的“老师”，书架上的书籍和

玩具，也随时都在更新。

“ 温 暖 的 服 务 ，能 多 一 分 就

多 一 分 。”邮 政 临 夏 州 公 司 党 建

部 干 部 张 明 鉴 介 绍 ，截 至 目 前 ，

全县邮路全部恢复畅通，投递线

路正常运行，18 个安置点临时邮

局 正 在 为 受 灾 群 众 全 力 提 供 服

务保障。

临时邮局里办起了“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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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二十，庆阳市西峰

区肖金镇宋塔文化广场上锣鼓喧

天，人声鼎沸。

“改革开放富百姓，党的政策

暖人心；发展是条致富路，奔向小

康永不停……”随着“春官”报春

说词，镇上的社火彩排表演徐徐

拉开帷幕。

“社火越热闹，来年越红火。

孙子在外地长大，以前没见过耍

社火，这次专门带他来，让他感受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家住

肖金镇左咀村的 72 岁老人左广成

踮起脚尖，领着小孙子，往里三层

外三层的人群里挤。

在震耳的锣鼓声中，来自肖

金镇肖金村、左咀村、胡同村、张

庆村和董志镇董志村的十个社火

表演队相继亮相。舞长龙、耍狮

子、骑毛驴、划旱船、太平鼓、秧歌

等各种表演应有尽有、姿态万千，

让人应接不暇。演员们跟着整齐

的鼓点，身姿轻盈、步调从容，脸

上洋溢着喜悦之情。随着精彩的

社火节目陆续上演，人群中不时

爆发出阵阵喝彩声。

“我参加社火展演已经有十

多年了，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

主动报名，积极参加排练。”在本

次社火表演中担任“春官”角色的

刘贵明说，耍社火，展现着农村人

丰收的喜悦和对新年的期盼。他

希望这种根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

能一直传承下去。

铿锵悦耳的铜镲、响彻云霄

的圆鼓、轻盈欢快的秧歌、活力四

射的腰鼓，这些传统社火让春节

前的乡村欢腾了起来。

喜 庆 的 舞 龙 气 势 磅 礴 ，威

武 的 雄 狮 前 后 跳 跃 ，虎 虎 生 威

的 锣 鼓 声 ，搞 笑 夸 张 的 摇 旱 船

者 …… 最 精 彩 的 要 数 舞 狮 子 ，

舞 狮 表 演 者 在 有 节 奏 的 击 打 声

中 迈 着 矫 健 的 步 伐 ，舞 动 狮 头 、

旋 转 狮 尾 ，摆 弄 出 各 种 让 人 忍

俊 不 禁 的 滑 稽 姿 势 ，围 观 群 众

笑得前仰后合。

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今年

的舞狮表演队伍中，村里一些青

少年也参与其中，舞起狮来更有

力 量 之 美 。“ 村 里 闹 社 火 必 有 舞

狮，我们从小就爱看舞狮。放假

回来看到村里在排练社火表演，

我们几个玩伴相约，一起参与其

中，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16 岁

的左鹏智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

也自发成立了舞龙队，大家都愿

意表演。

肖金镇社会表演队工作人员

施海燕介绍，在 120 多人组成的

社火队里有 30 多位 25 岁以下的

青少年，他们都是利用寒假时间

参与社火表演，她说：“各支队伍

都可以看到他们充满青春气息的

表演，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社火是中国民间祭祀或节庆

的传统庆典活动，在甘肃，过年耍

社 火 的 传 统 可 以 追 溯 至 宋 元 时

期。黄土高原上的人民通过酣畅

淋漓的社火表演迎接新春，祈求

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据了解，春节期间，这里还有

更多社火表演队，届时他们将为

当地群众带来一场“乡村狂欢”。

董志塬上锣鼓响 迎春社火耍起来

■访灾区·看重建

■进乡村·看发展

■新年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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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有个幸福新村，幸福

新村的幸福写在大地上，写在村

东头的大棚里，也写在村民张文

良的脸上。

39 岁的张文良看起来很年

轻，白白净净的脸上很舒展，说

着说着就笑了。一个人负责 20

座 温 室 大 棚 ，种 完 羊 肚 菌 种 蔬

菜，一年倒几茬，农忙的时候请

人帮忙，平时一个人管护，她却

显得云淡风轻。

“这一茬羊肚菌马上就可以

采摘，现在价格好得很。”据她介

绍，最近新鲜的羊肚菌每公斤可

以卖到 340 元，晒干的每公斤超

过 1000 元。这年，过得满足又

踏实——怪不得文良这么爱笑。

文 良 先 前 并 不 这 么 爱 笑 。

她是内蒙古通辽人，10 多年前

嫁到了古浪。起初，她和丈夫在

外务工，后来回到古浪，丈夫在

附近打工，她负责操持家务。由

于原来住在山上，自然条件差，

地，不好种；钱，不好挣，发愁的

日子多。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将古丰乡大洼沟村进行整体搬

迁，文良家也搬进了幸福新村。

稳得住，还要过得好。当地

农民除了种粮，还积极发展日光

温室种蔬菜。2021年，村里引进

羊肚菌种植技术，并腾出了5座大

棚进行试种。为补贴家用，张文

良主动请缨照看大棚，“在家门口

既能学一门新技术，又能每月领

4000多元的工资，划算呢！”

羊肚菌是食药兼用菌，香味

独 特 、营 养 丰 富 ，素 有“ 素 中 之

王”的美称。人工培育的羊肚菌

种植周期短、效益高，但种植不

易，对土壤、温度、湿度、技术都

有较高要求。

聪明的文良在几个月的实

战中“嗅”到了机遇。2022 年 1

月，她承包了几座日光温室种植

羊肚菌。几个月后，就有了几万

元的收入。文良的笑容，渐渐多

了起来。

如今，文良承包了20座大棚，

秋冬种植羊肚菌，其余时间种蔬

菜，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但文良懂

技术、会管理，忙碌却不忙乱。

“ 日 子 过 好 了 ，特 别 感 激

党 哩 ！”文 良 这 么 说 ，“ 为 扶 持

羊 肚 菌 产 业 发 展 ，种 一 茬 ，每

座 大 棚 补 贴 6000 元 。”在 技 术

方 面 ，还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生

态 环 境 资 源 研 究 院 合 作 ，对 方

派 专 家 在 当 地 开 展 沙 漠 羊 肚

菌 新 品 种 的 研 发 、适 应 性 栽 培

和 种 植 技 术 研 究 ，不 断 提 高 羊

肚 菌 的 产 量 和 品 质 。 农 闲 时 ，

文 良 常 去 找 专 家 聊 一 聊 ，把 最

新技术学到手。

在文良等人的带动下，村里

有 30 多 户 开 始 发 展 羊 肚 菌 产

业，文良送技术上门，也成了当

地有名的“张老师”。

2023 年 9 月，文良开启直播

带货，镜头里的文良有了粉丝，

她种的羊肚菌也多了销路。

不久前，家里买了车，夫妻俩

还计划去城里买房。说起这些，

文良咯咯咯地又笑起来，很美。

文良，你笑起来真好看

临近收获，张文良每天都会去大棚照看羊肚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西峰区肖金镇的传统社火表演让村庄一片欢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 凯

临时邮局的“爱心驿站”成了安置点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郁 婕

村民在阳坝的集市上选购年货。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 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