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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九，山间还是白雪连绵，却难掩
武乡县丰州镇代照岭村村民杨菊芬心头的热
乎劲。临近晌午，制备年货，洗菜做饭，每一次
拧开水龙头，那清澈的自来水就如同她心中溢
满的喜悦，汩汩流出。

搬进新村、住上新房，六十多岁的杨菊芬
见证了代照岭从挑水到用上自来水的历史变
迁。

过去，因特殊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
等原因，吃水难长期困扰着代照岭人。整村易
地搬迁后，随着武乡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达标提
标专项行动的实施，代照岭村修建了 310 米的
深井、200 立方米的蓄水池，彻底解决了全村
126 户 360 多人吃水难问题。如今，村民喝上了
安全放心的饮用水，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
和供水保证率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代照岭一样，地处太行山西麓的武乡县，
辖区面积大，村镇分布广。“一地一水”的农村供
水方式下，水资源不均衡、季节性缺水、饮水不
安全等问题突出，老百姓对于“水问题”看得重、
呼声高。

自 2022 年起，武乡县打响了城乡供水一
体化达标提标专项行动，编制出台《武乡县水
务一体化运营管理工作方案》，针对县域水资
源不平衡问题，推进大水源、大水厂、大管网
建设。规划设计以关河水库、广志水库、故城
水库为龙头，城乡供水为核心，供水水厂为主
体，主管网为连接线，把全县划分为 5 个供水
片区，城乡供水形成“一张网”，覆盖全县 12 个
乡镇。

“水来了，生活就滋润了。”这个春节，“城
乡供水一体化”滋润的不止是代照岭的幸福
生活。

夜幕降临，太行山深处的蟠龙镇砖壁村
一盏盏灯笼、一条条彩灯散发出温暖、祥和的
光芒，农家饭菜香弥漫在乡村的大街小巷。

“这一年，依托红色资源，我家的农家乐又
是收获满满，但最让我安心的，是政府解决了
我们的供水安全问题。”村民张国兵边忙碌边
细细讲着。过去，运行了近 40 年的砖壁村供水
主管道老化、漏失严重，提水工艺落后，耗能较
大。“要接待游客，办农家乐，做民宿，首先要解
决饮水安全问题。”张国平说。

为此，武乡县新建了长达 9259 米的输水管
线，有效解决了水源不足问题。与此同时，整
合全县给排水和污水处理资源，采取公司化运
作模式，成立武乡县惠众水务运维有限公司，
负责县城及 269 个村庄的居民生产生活供水和

6 个污水处理厂、3 个污水处理站的运营管理任务。投资 6248 余
万元，先后改造供水管道 52 千米，对 126 个村供水设施进行提质
改造。组建 3 支应急小分队全天候服务，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组织
维修，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现在，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供水站的‘安全水’，村民们用得舒
心，游客喝得放心，我们发展旅游也更有底气了。”张国兵满心欢喜。

从“没水喝”到“有水喝”，从“喝饱水”到“喝好水”。眼下，汩
汩“安全水”“幸福水”流进武乡县百姓家，欢乐祥和中，村民们来
年的幸福正悄悄开启。

春节临近，花卉市场迎来销售
旺季，大量颜色鲜艳、寓意美好的鲜
花争奇斗艳，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选购。

2 月 8 日，位于市区西环路的紫
坊花卉市场内，温暖如春，姹紫嫣红，
这里俨然是花的海洋。蝴蝶兰、郁金
香娇艳欲滴，发财树、虎皮兰翠绿丰
盈……各色花卉、盆栽令人眼前一
亮、目不暇接。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春节
买上一盆鲜花盆栽装点家居、增添喜
庆气氛，成了很多市民的选择。“每年
春节都会买些鲜花，一些送给爸妈，

一些摆在自己家里。今年我想买几
盆杜鹃花和几株榕树，摆放在客厅，
图个好彩头，也象征着欣欣向荣，新
年新气象。”正在精心选花的刘女士
告诉记者。面对市场里品种繁多、各
有特色的花卉，她带着家人货比三
家，挑选了几盆最喜欢的盆景，满意
地离开了。

“我们从广州、郑州等地把鲜花
运回来，再精心种养一段时间，为的
就是花朵呈现出最好的姿态，让顾客
买到盛花期的鲜花。蝴蝶兰、大花惠
兰、杜鹃花等几种颜色艳丽、寓意吉
祥的花最受市民青睐，我们也备足了

货源。还有一款今年新出的麒麟花
也销量不错，十分受市民喜欢。”在花
卉市场经营多年的商户李先生一边
忙着打理鲜花，一边娓娓道来。

近年来，花卉绿植不仅是春节期
间必不可少的年货，也是市民走亲访
友的“走心”之选。据了解，今年花卉
的零售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临近春
节批发价格略有上涨。春节前十余
天就进入了花卉销售黄金期，将一直
延续至整个正月。

鲜花不仅让过年更有仪式感，人
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也在这
新春的花市上幸福传递。

姹 紫 嫣 红 迎 新 春
本报见习记者 任家兵

“出来玩一定要看管好孩
子，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

“咱这里没有售卖烟花爆竹
吧？”“灭火器是不是还在有效
期？春节期间一定要重点关
注消防问题。”……2 月 9 日一
大早，市公安局潞州分局太东
派出所副所长王佳佳就和同
事们忙碌起来了。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王佳
佳和同事们加强巡逻防控，在
重点场所不间断检查，保证24
小时轮岗值守，还要紧张有序
地接警出警……一天的工作
安排得满满当当。

人间烟火，最抚人心。街
上挂满了节庆的彩灯，浓浓的
年味儿扑面而来。“群众出门
是看风景，而我们就是要守护
好这道风景。”望着热闹的人
群，王佳佳的脸上洋溢着自
豪。“虽然不能在除夕和家人
团聚，但守护‘大家’平安，是
送给‘小家’最好的团圆。”

春节，是满心欢喜的步履
匆匆，是欢聚一堂的喜气洋
洋，是灯火照围炉的阖家团
圆。但是，王佳佳的春节，有
些不一样。

“每逢节假日，基层派出
所是最忙的时候。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个职
业，就是选择了坚守与奉献。”而这样的忙碌，
从警16年的王佳佳已经经历过多次。太东派
出所辖区商圈密集，商铺林立，还有多个党
政、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春节期间，各式年节
活动比比皆是，人流车流量大幅增加。根据
春节治安形势，太东街道派出所从“防”入手，
防治结合。对治安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紧盯
安全事故防范；加强社会面巡逻，屯警街面；
加强重点场所守护，防范处置各类不稳定因
素，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保维稳措施。

在这个春节，王佳佳和同事们，用脚步丈
量平安，用忙碌为安全“加码”，用奔波为城市
增添“烟火气”，用忠诚、辛劳、担当，守护万家
灯火，共度祥和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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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大年三十，家住潞州区潞才社区
圣鑫园小区的王爱菊大娘早早就择菜
准备饺子馅儿。

“哒哒哒……”忙碌间传来一阵敲
门声。

“谁啊？”王爱菊赶紧放下手中的
活儿去开门。只见张大燕提着一副对
联笑盈盈地站在门口：“我给您送对联
来了。”

“闺女啊，外面冷不冷？快进来暖
和暖和。”老人亲切地将张大燕拉进
屋，“儿子们都回来了，你快别为我忙
活了，咱俩坐下说说话。”

一旁，老人的儿子李志永正在给
家里换新的路由器，闻言连连点头：

“快歇歇。我们离得远，平时都靠你照
顾我母亲，真的很感谢。”

“大娘，子女都回来了，您脸上的
笑容也更多了啊。”张大燕打趣道。

一屋子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三年前，张大燕成为社区网格员，

从此将社区居民当做自己的亲人，将
居民的事情当做自己家的事来办。三
年多来，她走遍了圣鑫园小区的家家
户户，对每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也
因此多了很多牵挂。

今年 70 多岁的王爱菊，子女在外
务工，平日家里就她和小孙子。张大
燕只要有时间，就会到王爱菊家里看
看，帮忙买买菜、买买药，辅导一下孩

子作业。在王爱菊心里，张大燕就是
她的亲闺女。

从王爱菊老人家里出来，张大燕
又来到史明生老人家，细心叮嘱老两
口注意身体：“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
点，有些地方还有积雪。有啥事情随
时给我打电话。”

“闺女，放心吧。”史明生一边往张
大燕口袋里塞糖，一边关心地问：“你
今年过年又不回家了？”

张大燕是陕西渭南人，三年没有
回家过年了。“不回了。我父母平时也
是社区工作人员照顾得多。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正是因为知道父母在生活
上需要人照顾的情况，我才更不能

走。父母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并为我
骄傲。”她说。

一声声亲切的“闺女”，一张张满是
笑意的脸庞，一双双紧紧相握的手，每
到一户，张大燕都会受到家人般的接
待。“这里就是我的家，他们都是我的家
人。”张大燕开心地说，“现在越来越多
年轻人来社区当志愿者，我们这个家
庭多了很多兄弟姐妹，越来越温暖。”

天色渐晚，家家户户亮起了灯，家
人围坐，饺子飘香。张大燕和志愿者
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说说笑笑走在
小区里，她们身上的红色马甲为这个
春节增添了一抹更加温暖的色彩。

·牛惠 暴悦汝·

热闹欢快的锣鼓声中，两条金龙
上下翻腾，盘旋起伏。一旁的舞狮也
不甘寂寞，踏着鼓点，不时与观众互
动，传递着浓浓的年味儿。

平顺县龙溪镇龙镇村，因地势地
貌似一条巨龙而得名。龙是中华民族
的图腾，也是龙镇村最深厚的文化记
忆。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龙
镇村群众通过舞龙表演弘扬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恭贺新春佳节。

“舞龙文化体现在龙灯的制作

上。整条龙灯从龙骨到龙筋，都有讲
究。编扎难度最高的是龙头和龙尾，
需要技艺娴熟的工匠精心制作。”龙镇
村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负责人王
兵兵介绍，舞龙表演中，两条巨龙在舞
龙队员手中飞舞，龙头大幅度舞动，龙
身紧随龙头舞动翻滚、飞腾跳跃。年
轻的舞龙队员以精湛的技艺和生动的
表演，表达着对新春的祝福，让现场观
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小就爱看舞龙表演，在有着独

特龙文化的龙镇村看舞龙表演更是意
义非凡。”从市区驾车来龙镇村游玩的
吕晨说，舞龙很威风，是令人难忘的民
俗文化表演，在龙镇村深深地体会到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龙代表着吉祥如意，舞龙就是把
这份吉祥送到每家每户。”龙镇村村委
会主任马光荣说，舞龙作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龙镇村将会把这种文化同
时代特色相结合，把龙文化、龙精神传

承下去。
冰雪嘉年华、麒麟主题巡游、游龙

主题巡游、杂技表演、戏曲演出、篝火
晚会、打铁花……春节期间，龙镇村还
将开展一系列民俗文化活动，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龙镇村聚焦打造生态、观
光、养生为一体的农旅综合体目标，通
过修建香菇大棚、打造龙溪山农旅项
目等方式，同步配套窑洞民宿、香菇研
学基地和戏雪乐园等新业态，开拓出
多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龙年的钟声已经敲响，龙镇村的
舞龙表演正在热闹上演，巨龙上下翻
飞，象征着群众的奋斗激情与热情，在
锣鼓声中奔向红火的好日子。

腊月二十八。潞城区潞华
街道西南山社区的卢医山滑雪
场，白雪皑皑的雪道上，数十名
冰雪爱好者身着鲜艳的滑雪
服，或手持滑雪杖，脚踏滑雪
板，一路飞驰而下；或在教练的
带领下，小心翼翼地慢慢滑行；
或与朋友滑雪圈、玩雪地碰碰
球……尽情享受冰雪运动带来
的乐趣。

依托冰雪“冷资源”，撬动
文旅“热经济”。卢医山滑雪场
是潞城区2023年重点文旅项目
之一，于 2023 年 9 月开工建设，
12月底正式“开板”营业。连日
来，众多冰雪爱好者走进雪场，
畅享冰雪运动激情，打卡卢医
山迷人风光。

“ 以 前 这 里 就 是 一 处 荒
地。去年，我们积极响应区委、
区政府狠抓项目建设的号召，
经过多次考察后，选定发展冰
雪经济作为助力乡村振兴、促
进群众就业增收重要抓手。”西
南山社区党支部书记田琴香介
绍说，“这里生态环境优越，山
地坡度适中，建设滑雪场有着
天然的资源禀赋，而且我们造
雪道用的土是潞城区城市停车
场建设项目挖出来的废土，不
仅实现了废物利用，还大大节
约了预算。”

如今的卢医山滑雪场占地

4 万平方米，设有滑雪道、雪具
服务大厅、餐饮区、停车场等多
个功能区，设有初级道、中级道
各1条，雪地魔毯3条以及戏雪
区 1 个，戏雪区配备了雪地摩
托、雪地坦克、雪圈等趣味体验
项目，可同时容纳 1500 名游客
游玩。

“这里场地开阔，设施齐
全，在家门口就能滑雪，太好
了。”一放寒假，高中生徐鑫杰
便迫不及待赶来“尝鲜”。

“开业以来，平时工作日的
客流量大约百余人，周六周日
可达到四五百人，元旦期间，日
均客流量超过千人。”田琴香介
绍道。

卢 医 山 滑 雪 场 的 建 成 投
运，不仅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
赏景、玩雪，催热了冰雪经济，
还为当地居民带来实惠。

“在家门口上班方便还轻
松，上午下午倒班，一个月还能
挣2500元。”在初级滑道魔毯入
口处，工作人员胡嘉秀一边协
助不太熟练的滑雪者登上魔毯
一边开心地说。胡嘉秀是西南
山社区一名普通居民。目前，
包括她在内的 102 名社区居民
都在滑雪场找到了新营生。

“春节期间，我们将持续开
展丰富多彩的冰雪文旅活动，
诚邀大家走进卢医山下赏民
俗、品美食、玩冰雪，在欢乐气
氛中过大年。”采访结束，田琴
香向广大市民游客热情地发出
邀约。

“ 这 里 就 是 我 的 家 ”

祥 龙 劲 舞 送 福 来
本报记者 梁家秀

卢医山下冰雪热
本报记者 赵婧 见习记者 原庞博 董良

春节来临，长治城市街头巷尾，处处洋
溢着欢欢喜喜、团团圆圆、热气腾腾过大年
的祥和氛围，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享受着
幸福满满的龙年春节时光。

本报记者 梁栋 张国平 通讯员 李红卫
王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