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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本报通讯员 钱续坤 江志伟

“有戏安徽”云上观剧

“ 孩 子 以 前 总 喜 欢 刷 手 机 看 短 视

频，现在全家人在我母亲的带动下，没

事就在‘有戏安徽’看大戏，孩子也乐在

其中。”近日，家住合肥市经开区的陈女

士说。

文化进万家，温暖你我他。近日，由

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

电局、省文联主办，安徽出版集团、安徽

新华发行集团、安徽演艺集团、合肥市委

宣传部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2023 安徽迎新春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示范场，在美丽的合肥巢湖柘皋镇汪

桥村举办，拉开了全省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的序幕。其中，“有戏安徽”宣传矩阵

推出了“2023 云上观剧·新春特辑”。

“为弘扬优良传统，倡树时代新风，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度过

一个文明、喜庆、祥和的春节，‘有戏安

徽’‘2023 云上观剧·新春特辑’，唱响自

信自强、团结奋斗的时代旋律，让观众们

天天有戏看，精彩不间断，欢乐过大年！”

“有戏安徽”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自 1 月 14 日起，“有戏安徽”

平台集中展播 34 部精品剧目，既有黄梅

戏《女驸马》、徽剧《徽班》、庐剧《梁祝》、

话剧《万世根本》，也有新创剧目《凤舞黟

山》《不朽的骄杨》《初心》，还有民族歌剧

《风雪大别山》、话剧《今夜星辰》、坠子戏

《爱在梨花湾》、泗州戏《新三踡寒桥》、儿

童剧《恐龙点点梦境大冒险》、杂技《美丽

中国风》等，兼具徽风皖韵和时代特征，

集中体现广大文艺战线守正创新的实

践，展示文艺创新创造和人才培养的风

采。

赏“叠罗汉”辞旧迎新

近日，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举行“徽

文化·大地艺术季”系列活动，迎接新春

佳节的到来。叶村叠罗汉、许村舞大刀、

汪满田舞鱼灯等极具徽州特色的民俗，

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化，沉浸式感

受徽文化衍生的大地艺术。

其中，素有人体“徽州牌坊”之称的

叶村叠罗汉，更是赢得阵阵喝彩。表演

者通过人体叠合变幻，一会儿变成一座

仙人桥，一会儿变成一堵十几人的人墙，

一会儿又成了一朵怒放的莲花，在浑朴

粗犷、动作娴熟的表演中，彰显着叶村村

民驱邪保平安的美好祈盼，祝福新的一

年风调雨顺、生活美满。

“啊！这是一座用人体叠出的徽州

牌 坊,红 红 绿 绿 叠 罗 汉 ，重 重 叠 叠 总 有

情。”这是一位诗人观看了古歙“非遗”叠

罗汉之后的感慨。

歙 县 三 阳 乡 叶 村 叠 罗 汉 ，古 称“踏

肩”，是中国古代百戏的一项节目，现藏

日本的唐代漆绘《弓背百戏图》中的“五

人四层踏肩图”即可为证。明代传入古

徽州后，作为乡傩的组合活动流行于徽

州民间，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尤其是

徽州歙县叶村的叠罗汉，更具有其“叶村

特色”——以堆叠为表演特征的艺术形

式，构成了独特的民间杂技叶村叠罗汉，

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民间杂技之一。

据介绍，叶村叠罗汉表演活动由本

村 的 罗 汉 班 组 织 ，罗 汉 班 最 初 由 洪 氏

30 岁至 70 岁男性族人组成，5 至 7 人不

等，自行推举罗汉头一人主持叠罗汉事

务。每年岁末，罗汉班在宗祠集议新年

叠罗汉有关事务，拟出一份推荐参加叠

罗人名单。罗汉头根据罗汉班的决议，

确定来年叠罗汉活动的规模。同时，对

罗汉班的推荐名单进行年龄、力气、体

重 、灵 敏 度 等 各 方 面 考 虑 ，确 定 角 色 ，

列出入选罗汉（每年 25 至 35 人不等）。

最 后 向 入 选 罗 汉 分 别 发 出《罗 汉 帖》，

接到《罗汉帖》的男丁，深感荣幸，将帖

供于堂屋案桌正中，放下手头所有的事

务待命。

在过去的岁月里，叠罗汉每逢闰年

正月十五（元宵）才进行演出，500 多年来

从未间断，至今保持着古朴、粗犷的原始

风貌，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歙县传统民间

艺术的瑰宝。

走亲访友“糕”来“糕”往

时近年关，空气里弥漫着节日的喜

庆味道。在安庆市怀宁县城乡随便走上

一遭，举目可见手中拎着贡糕礼盒走亲

访友的群众，彼此相见，还不忘热情地寒

暄几句，同时送上温馨的祝福：“祝您全

家健康快乐，步步高（糕）升！”对方也不

失时机地回上两句：“高（糕）来高（糕）

往，幸福安康！”

这 里 采 用 谐 音 手 法 所 表 达 的“ 高

（糕）来高（糕）往”，既是当地群众相互祝

福的一句吉语，也是数百年来不曾改变

的一种风俗。这“糕”一般特指洁白柔

软、香甜味美的“顶雪贡糕”，该产品日前

已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并获得了“江淮老字号”

“安徽知名旅游商品”等多项荣誉称号；

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据 怀 宁 县 非 遗 保 护 中 心 负 责 人 程

平 介 绍 ，“ 顶 雪 贡 糕 ”相 传 与 北 宋 著 名

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关。宋神宗

年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在游天柱山

十 景 之 一 的“ 天 柱 晴 雪 ”时 ，有 怀 宁 县

石牌镇艺人送来精美糕点。王安石望

着那雪光盈盈的沙岗，再瞧瞧手中如山

顶白雪般的糕点，轻轻咬了一口，实乃

色 香 味 俱 全 ，便 脱 口 而 出 ：“ 奇 哉 ！ 妙

哉 ！ 真 乃 顶 雪 也 ！”于 是 ，“ 顶 雪 糕 ”就

在民间传播开来。后来，王安石回京敬

献给神宗皇帝品赏，神宗龙颜大悦，封

为“贡糕”，自此，“顶雪贡糕”便成为历

代怀宁的贡品。

吴祚生是“顶雪贡糕”制作技艺市级

非遗传承人，他对这种具有“白如雪、捻

如牌、薄如纸、燃如炬”鲜明特征的糕点

制作工艺了如指掌。“‘顶雪贡糕’选料讲

究，做工精细，香味自然纯正，口感细腻

软糯，其主要原料采用怀宁本地出产的

优质糯米‘三礼寸’，佐以精细白糖、麻

油、桔饼、核桃仁、红绿丝，经过浸泡、炒

制、陈化、配料、压模、清蒸、切片等 20 多

道工序制作而成。”吴祚生介绍道。

由于“顶雪贡糕”外观洁白、香甜适

度、酥松可口、寓意美好，当地群众一直

将其视为吉庆的象征，无论是娶亲嫁女、

新居入住，还是学子高升、新春拜年，都

是必带的礼品，并且是客人大多会送上

两条，寓意“步步高（糕）升”；酒足饭饱之

后，主人一般会让客人带回一条，说是

“高(糕)来高(糕)往”。

文化进万家，江淮气象新

车票再难抢、路途再遥

远，也束不住吃团圆饭的一

颗 归 心 。 这 是 烙 在 每 个 人

心头的浓郁乡愁，这是岁末

年 初 不 变 的 亲 情 守 望 。 各

式各样的“全家福”，像引燃

情 感 火 花 的 引 线 ， 我 们 出

发，回家过年！

团圆是春节第一主题，

归 家 路 途 指 向 一 个 个 家 庭

的 情 感 磁 场 。 在 团 圆 守 岁

的千年传统里,以年节标注

生命的消长、时序的变换,在

天地悠远、亲情浓郁的节庆

氛围里，由己而家，由家而

国，体认自然、天伦和家国，

抒发在人间生活的美好愿

望，增强家庭乃至国族的亲

和力与凝聚力。父母身体

怎么样？家里的老人们怎

么防重症、保健康？这一年

有哪些欢喜与收获？我们

在聚首陪伴、唠叨叮咛中，

感受亲情，抒解思念，放松

身心，洗去征尘。以家庭为

单位，心贴在一起，力量聚

合在一起，始终是我们中华

民族薪火相传、战胜困难的

文明逻辑。

疫情防控迎来曙光，归

家路途上自由自在、气象一新。高速公路上又迎来滚

滚的车流，商场、饭店、影院、景区重新人头攒动，烟火

相亲、活力迸发的中国春节回来了！消费在复苏、心

气神变旺，梦想又开花。人们在节日里放慢脚步、积

蓄力量，规划前程。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好

好过个节，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

站上生活的新起点，归家路上飘拂着浓浓年味。

扎彩灯、挂年画、舞龙舞狮、挑选年货……多彩民俗融

合当下生活，展现时代风貌，塑造全新的年节记忆。

传承不息的中华文化是年味的深厚滋养，新时代的澎

湃活力为年味涂抹上绚丽底色。有一种别样的“年

味”叫坚守。奔跑，手术，守护……广大医护们还在日

夜守卫生命健康防线，无数普通劳动者，把对家国的

爱和祝福，写在平凡而又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守护我

们回家的路。年味不只在于物质的丰盛，更体现为文

化的丰美、精神的丰厚。奋斗路上的劳动者们，又一

年的发展奋蹄、劳动奉献，带来寒梅吐蕊、活力重现，

催得岁月花开、春满山河。传承我们的年味和文化，

守护我们的发展硕果、美好前景，春节将是中华民族

永远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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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鹿嘉惠

“写春联、送春联不仅给居民送上

了新年祝福，也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发挥

余热，老有所用。”1 月 11 日，合肥市蜀

山区暖民心办联合三里庵街道竹荫里

社区开展“笔墨浓香迎新春，送福到家

暖民心”主题活动，为居民写春联、送

“福”字，辖区内老年大学的老师、学员

以及社区居民欢聚一堂。

长桌排开，红纸备好。书法爱好者

们在冬日暖阳下，压纸、蘸墨、起笔、收

笔 ，一 起 一 落 笔 迹 行 云 流 水 、灵 动 飘

逸。“一帆风顺吉星到，万事如意福临

门”“合家欢乐财源进，内外平安好运

来”“吉星高照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

家”……一副副平安和谐、寓意吉祥的

春联写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

福跃然纸上。

很多“福”字墨迹未干，就被居民们

“认领”走了，居民们拿着春联，高兴得

不得了。居民鲍芳说：“老师们现场写

的春联，与买来的春联的感

觉完全不同，年味更浓，贴起

来更有意义，这个活动太暖啦。”

活动现场共送出春联和“福”字百

余件，发放暖民心宣传品 228 份，富有

传统文化特色的手写春联和宣传用品，

为广大居民送去新年文化大餐，也让 10

项暖民心行动更加深入人心。

竹荫里社区负责同志表示，社区举

办写春联送春联活动，并组织党员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青少年志愿者等志愿

者群体把文化大餐送给老百姓，这不仅

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也让他们体会到

传统节日的喜悦，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据了解，此次送春联活动是蜀山区

10 项暖民心行动特别策划的社区活动

系列之一，让老有所学变成学有所用，

充分发挥老年人在老年大学学习到的

书法技艺，与邻同乐。2022 年以来，蜀

山区扎实开展 10 项暖民心行动，从“小

切口”入手，针对就业、餐饮、养老、托

幼、家政、停车等领域的民生问题，提出

一系列举措，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身

边 小 事 ”，用 情 用 心 用 力 为 民 办 好 实

事。截至目前，蜀山区已超额完成 2022

年度 10项暖民心行动 27个监测指标。

送“福”到家增年味

■ 本报通讯员 汪书洲

春节期间，宁国市胡乐古镇上传统

的鱼灯、龙灯表演又在乡间巡回开演了。

胡乐老街背靠狮子山，前拥西津河，

一座百余年的老桥，连接着西津河两岸

最美丽的山水，也造就了千年胡乐源远

流长的鱼文化。

每逢重大节日，街上的村民都会手

工制作鱼灯，胡乐鱼灯大的有五米长、两

米高，分鱼头、鱼身、鱼尾三节，须六人抬

着出游；而“微缩版”仅一米长，可一人随

手舞动。

鱼灯用竹片扎成鱼形，鱼头和鱼身

用木棍固定，以便扛抬行走。节与节之

间以铁丝相连，可以左右灵活摆动。鱼

身以纸或布粘糊，再彩绘鱼头、鱼鳞及

鳍、尾。嘴上唇有两根翘八字鱼须，嘴下

唇有泡泡喷壶。鱼灯跟着龙灯边走边

舞，后跟大锣大鼓助威。

鱼灯出游时，各家各户扎的小鱼灯

跟随大鱼灯伴舞，龙灯、鱼灯在人的摆动

下摇头摆尾，十分有趣。鱼灯在胡乐老

街摇头摆尾行进，灯光摇曳在西津河畔，

在河中投下斑斓倒影，宛若一条条鲤鱼

逐水前行，泛起阵阵涟漪。大鱼灯遁入

古巷，所到之家都会出来相迎，祈求风调

雨顺，家族年年有余。

和鱼灯交相辉映的龙灯则起源于清

朝，被当地人称为太平龙。每到节庆时

分胡乐龙灯队走街串巷，保佑当地百姓

生活平平安安、健康美满。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在铿锵有力

的锣鼓声中，一条锦色长龙在古桥桥头

上翻腾起舞，长龙后紧跟着胡乐当地儿

童组成的“小蚌壳”、由当地居民自发组

成 的 腰 鼓 队 。 周 围 人 头 攒 动 ，氛 围 浓

烈。舞龙、腰鼓队员们踏着节拍，不断地

舞动着飞龙蜿蜒、翻腾，手中的腰鼓随之

打出新年的节拍。

胡乐镇地处水阳江畔，水运发达，在

江边大大小小也有三四个码头。过节放

河灯，也成为当地居民年复一年祈盼风

调雨顺的习俗。

龙灯祈愿国泰民安、鱼灯祈愿风调雨

顺、河灯祈愿长乐无极。如今，非物质文化

遗产龙灯、鱼灯、河灯已经成为胡乐非遗文

化璀璨明珠，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符号。

河灯辉映鱼龙舞

■ 本报见习记者 鹿嘉惠

“ 朱 奶 奶 ，最 近 身 体 怎 么 样 呀 ？ 我 给 您 量 下 血

压……”1 月 16 日，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疗科中医师徐远航像往常一样来

到蓝蝶苑小区，为重点人群做健康监测。

徐远航介绍，为重点人群上门服务时，一般会为

他们量血压、血氧等，做基本的健康监测，同时普及疫

情防护和用药常识，疏导缓解他们的心理焦虑。

“徐医生，老太太 83 岁，可以吃银翘片吗？”“我咳

嗽七八天了，是不是需要吃点消炎药？”……在蜀山区

文博苑家庭医生健康咨询微信群里，居民们正在就居

家就医问药等健康问题，咨询着他们的“专属医生”。

“24 小时手机开机，回复社区居民健康咨询是家

常便饭，有时也为居民做心理疏导，前段时间半夜也

有居民打电话进行健康咨询。”徐远航说。徐远航是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一员，负责文博苑健康咨询群。

家庭医生会在微信网格群中不定时发布新冠预防、保

健、治疗等健康知识，引导居民树立自我健康“第一责

任人”的意识。同时，该中心定期邀请医学专家进家

庭医生签约群为居民开展健康讲座。

据介绍，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围绕“保健康、防重

症”的核心任务，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

共卫生和其他健康管理服务。0 至 6 岁儿童、孕产妇、

65 岁以上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可与

就近的家庭医生签约，由家庭医生提供健康管理和健

康监测服务。及时动态调整门诊诊疗、输液、氧疗、药

品保障等措施，全力保障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成为居民最亲近的“健康守门人”。

“疫情政策调整后，全科门诊保持 24 小时开放，一

直都有医生值班。最近门诊的接诊量较稳定，平均接

诊人次在 110 人。”笔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

卫生科科长闫凯告诉记者，为给患者提供全方位诊疗

服务，医院配备了指脉氧仪等仪器，方便随时监测前

来就诊患者的病情。同时，为了让患者少排队、早治

疗，医院自 2022 年 12 月 12 日接到上级指令后就把院

内所有的核酸采样点改成发热门诊，为居民提供问

诊、抗原检测、发药一站式服务。

闫凯表示，目前仍处于新冠病毒感染期，为了方

便社区居民就医，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卫生服

务中心节日期间将通过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继续提

供全科门诊、发热门诊等服务，全力保障药品供应。

“全天候”守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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