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大永 电话:5325920 5325924

要 闻

“平安吉庆”冰箱贴、“新青年”系列
书签和笔记本、振风塔钥匙链、汉代钱
碗样式手提包……走进倒扒狮历史文
化街区一家名为“沐集家”的文创店，只
见50多平方米的小店里摆放着近百种
安庆元素文创产品，令人眼前一亮。这
些产品都出自“00后”女青年黄申和她
的设计师团队之手，这家店是她文创梦
想启航之地，也是她用创意连接家乡文
化与青年消费者的桥梁。

黄申的创业灵感源自一次小小的
挫败。2019年9月，黄申前往芜湖读大
学。为了向室友们展示并介绍家乡，她
特意带去了安庆的特色糕点作为伴手
礼。然而，由于口味差异，这份伴手礼却
未能赢得大家的青睐。

“当时有同学送了家乡的文创产
品，精巧可爱还能长久储存，大家都很
喜欢。”黄申说，这次经历让她意识到，
虽然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非
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游客想要了解只
能去博物馆、振风塔，参观后也没有相
关的纪念品。她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

设计出带有家乡元素的文创产品，补足
安庆文创产业市场空缺，也让更多人了
解和喜爱安庆文化。

2020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还在
读大二的黄申在安庆倒扒狮历史文化
街区开设了“沐集家”文创小店，尝
试设计冰箱贴、钥匙扣、明信片等。
安庆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黄申的文
创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将安庆
本土文化元素与新潮的设计结合起
来，推出了系列文创纪念品，如黄梅
戏、振风塔冰箱贴，“新青年”系列书
签、笔记本等。这些产品不仅有浓厚
的文化气息，寓意深远，还具有实用
性，让小店度过了名气不显、销量不
佳的初期。

“游客们的夸赞给了我不少信心。”
谈及开店初期的坎坷，黄申说，“有一
次，一位顾客在结账时把他自己在外面
游玩时买的明信片送给了我，像朋友间
交换礼物一样。这些温暖让我觉得要坚
持走好文创产品生产这条路。”

2024年汛期，由于长江水位上升，安

庆出现了“车在地上跑，船在头顶漂”的
神奇景观，黄申受此启发，将这一安庆版

“港东五街”景观定格成了“夏日限定”冰
箱贴，受到广泛好评。随后，她又陆续推
出了春、秋、冬三季的景观冰箱贴，“安庆
四季”这个系列成为了小店“爆款”。

对于文创产品的开发，黄申有自己
独特的想法：“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述安
庆的历史文化，比如倒扒狮、牌坊、黄梅
戏、邓石如集字等。安庆这座古朴的城
市，还有很多‘限定’景色，这也是我设
计‘安庆四季’的初衷，想让大家更加贴
近安庆。”

在创作过程中，黄申对这座从小生
活的城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她与青
年设计师们合作，更多地注入新潮创
意，使每一件文创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安

庆文化故事，让本土文化有令人耳目一
新的表达。她希望通过这些产品，让更
多青年感受到安庆文化的魅力，并将这
份文化记忆带走、传播。

对于未来，黄申充满信心。她表示，
接下来会继续深耕文创领域，在文创产
品中融入安庆非遗元素，打造更多文创
潮品。“单靠我一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黄申说，安庆不缺优秀的文化，希望更
多有才华、有热情的年轻人能加入到这
个行列，创作出更多有趣的文创产品为
家乡文化“代言”。

见习记者 杨浔 实习生 沈璐

黄申：把文创潮品做成安庆“新特产”

本报讯 “老刘，来几只白鸡。”“好
的，马上抓，稍等。”2月5日，正月初八，
在宜秀区罗岭镇小龙山社区刘咀村民
组白鸡养殖户刘纳红的养殖基地内，数
千只白鸡闹腾得很欢。春节期间，该养
殖基地迎来售卖高峰。“从腊月二十起，
每天能卖出四五百只，是平时日销量的
好几倍。”刘纳红说。

安庆白鸡是安庆地方特有的禽类

品种，通体白色、营养价值高。在安
庆民间，有“36岁吃白鸡”的习俗。
一般在腊月二十六、二十七购买公母
两只白鸡，除夕前宰杀，除夕当晚或
新年初一早上让过 36 岁生日的人吃
掉，寓意驱灾保平安。有民谚“三十
六，是难关；吃白鸡，穿白衫；两两
相对保平安”为证。

2月5日，小龙山社区齐咀村民组

村民龙胜一大早就来到刘纳红的白鸡
养殖基地购买白鸡。只见刘纳红手持
自制的铁钩贴地向前横扫，便钩住了一
只白鸡的腿，使其无法逃脱。随后刘纳
红按照同样的方法，一钩一个准，又成
功抓了数只白鸡，一起装袋交给龙胜。

“去年底有亲戚过36岁的生日，腊月已
买几只白鸡送过去。今天来买几只，留
着自家过元宵节时吃。”龙胜说。

现年51岁的刘纳红和妻子一起养
鸡，已有十多年了。十多年前，刘纳红
和妻子日子过得艰苦，是村里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为了摆脱贫困，在当地政府

的帮助下，他们夫妻俩选择了养鸡。最
开始的时候，他们养殖的是当地的土黄
鸡，后来发现土黄鸡价格不高，且养殖
的人较多，于是转养安庆白鸡。“政府的
同志教我们电商销售，引导我们参加培
训，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同志还常常
上门指导防疫等。”刘纳红说，安庆白鸡
好卖，且每只价格比土黄鸡要高出50
至80元不等。他们的白鸡年销量超1
万只，白鸡苗年销量10万只，种蛋15万
枚，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如今算是
过上好日子了。”刘纳红说。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曾凡亮）

安庆白鸡闹新春

怀宁县公岭镇的5G蓝莓种植基地
在春节前喜获丰收，正赶上春节市场的
反季节鲜果深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
（2月5日《安庆日报》）

人们都在“忙年”，公岭镇的果农们
也在忙着采摘鲜果，供应春节市场。令
人欣喜的是，在安庆市广袤的乡村，像
怀宁县公岭镇一样，“小水果”赋能“大
发展”已成日常风景。

安庆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季
风明显，四季分明，这种气候条件非
常适合水果的生长。同时，安庆有大

量的山场、坡地和闲置土地，为果树
种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切都赋
予了安庆果业与生俱来的发展优势。
当前要做的，就是要继续立足人有我
优，做足“优果”文章。重在因地制
宜，引导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增
强树势，强化种质资源的科技支撑和
人才培养，大力培育出具有本土特
色，科技含量高的优良品种。坚持扩
规模、抓技术、提品质、树品牌，推
动水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

经营”是“小水果”赋能“大发展”的“必
答题”。既要突出规模化。改变一家一
户规模小、效率低，成本高的现象，推行

“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融合发展模式，
实施精细化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
又要做实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种植控
制生产成本；还要实现产业化。紧盯
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三大环节，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策为
依托，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安庆
水果全产业链提档增效。

酒香也怕巷子深。让安庆好果“卖
全球、全球买”，必须要吸引物流、卖场
企业和消费者等多方“奔赴”。为此，
要以农村电商“最初一公里”物流服
务为核心业务，和电商团队紧密合
作，探索“线上销售+乡村驿站+揽收
车队”的新模式，并依托“农博会”
等“阵地”，大力推
销安庆好果，多措
并举，让更多安庆
水果摆上千家万户

“果盘子”。

让“小水果”赋能“大发展”
艾才国

开栏的话：

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皖江文化、桐城派文
化、黄梅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在此交融。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年轻人的参与。同时，深厚文化底
蕴也赋予年轻人自信与创业机遇。本报自即日起，开设

《新安庆人》栏目，关注和报道安庆“新青年”的创业创
新故事，服务青年成才成长、激发青年奋斗精神。

1月30日，游客在位于怀宁县小市
镇的孔雀东南飞文化园游玩。《孔雀东
南飞传说》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春节期
间，孔雀东南飞文化园里洋溢着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让游客在浓浓的年味中
感受“非遗之美”。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摄

乐享非遗
中国年

黄申在整理文创产品。（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春节期间，全市公安机
关从细、从严落实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全力维护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确保广
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稳定、喜庆、祥
和的春节。

截至目前，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类警情同
比下降 17.86%、26.78%，各类大型活
动和烟花爆竹集中燃放点秩序井然，
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今年春节假期8天，群众返乡出
行热情高涨，大型活动密集举办，旅
游景区人流“爆棚”，维护安全稳定
工作面临诸多风险挑战。1月28日至
2 月 4 日，全市共举办大型活动 74

场，累计参与群众19余万人次。公安
机关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从实从细
做好各类大型活动及烟花爆竹集中燃
放点安保，全市日均投入社会面巡防
力量2400余人，全力守护万家平安
团圆。

春节假期，全市高速公路流量同
比去年上升54.61%，其中，最高峰为
大年初六41.88万辆。进出城国省道
同比去年上升26.45%。全市公安交
管部门全员在岗、提前应对，加强道
路交通状况研判，合理部署执勤警
力，提高巡控密度频次，加强市县乡
村联防联控，多措并举遏制较大以上
交通事故与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
保障了旅客平安出行。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讯员 房君）

春节期间全市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

本报讯 “这段时间，订单像雪
花一样飞来。我公司生产的食品大
多出口到澳洲。现在不仅是华人，很
多老外也爱上了中国年。一到过年，
就来订购旺旺大礼包。”旺旺食品关
务科主管鲁杨扬说，“在安庆海关的
保驾护航下，我们的出口单量能增长
百分之三四十。”

“过年就是要旺旺！”几十年来，
这句家喻户晓的口号连同旺旺食品，
已然化作春节记忆与年味的代表之
一，承载着几代人的欢乐与期盼。为
保障海内外家庭都能及时享用到美
味年货，安庆海关主动对接旺旺食
品，根据企业需求制定“一企一策”春
节高效通关方案。24小时预约通关

服务时刻在线，随到随检，真正做到
通关“零延时”，让年货一路畅行。

“除了旺旺食品，节前好多企业
的订单量都有较大增长，我们的监管
业务量也跟着增长。”安庆海关关员
俞冉说，“作为国门卫士，我们会细致
做好每一次监管服务，为企业和人民
把好关，让企业安心出货，老百姓放
心过年！”

据统计，2024年安庆市出口食品
共计1.58亿元，同比增长30.89%。中
华美食漂洋过海传递情谊，家乡味道
慰藉游子乡愁，更为全球欢庆中国年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孟晓维）

畅通年货出口通道
共享春节喜庆氛围

本报讯 随着“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2月4日晚，宿松县下仓镇下仓
埠社区一年一度的“炸龙”民俗文化
活动拉开了序幕。当地人以极具地
方特色的方式共庆新春佳节，祈愿新
的一年风调雨顺，身体健康，生活顺
利，事业节节高升。

当天晚上 7 时整，伴随着有节
奏的锣鼓声和围观群众的呐喊叫好
声，一条威风凛凛的金龙被十来个
舞龙人举起，穿梭在五彩缤纷的烟
火下。舞龙人一边熟练地舞着，一
边大声唱起祝词，以吉祥美好的词
句表达内心的祝愿。围观群众将提
前备好的鞭炮在龙身周边点燃，声
音响彻云天。“火龙”在声声爆竹

中左右翻腾，上下起舞。街头巷尾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沉浸在
欢乐的节日氛围里。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
腾文化，春节舞龙滚龙是下仓埠社
区一年一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
老百姓以舞龙滚龙的方式，祈盼新
的一年国泰民安，今后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舞龙表演者方国胜说道。

据了解，“炸龙”民俗文化活动
是下仓镇的贺年重头戏，自大年初
一带龙“出巷”，走家串户祈福消灾
起，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五均会进行
一场舞龙表演，整场表演持续一个
小时。
（见习记者 杨浔 通讯员 祝淼）

“炸龙”贺新春 民俗年味浓

本报讯 春节期间，燃气安全保
障进入关键期。为保障春节期间居
民安全稳定用气，连日来，安庆港华
燃气公司对管网设施、工程管理、客
户安全、气源保供、应急管理等关键
点开展重点督查。

联动各社区，重点加强对春节返
乡用户、就地过年租住户及小微餐饮
户的安检维保服务，并前置完成对
450多座小区调压设施的运行检查和
维护，针对春节期间可能发生的低温
寒潮天气采取应对措施；对全市1100
余公里管网进行分级巡查，重点对医
院、商超综合体、大型酒店、农贸市

场、美食街等关键区域增加巡查频
率，确保公共区域安全。

对客运站内调压器等关键燃气
输配设施每日数次开展巡查维护，并
强化站内、站间车辆充装调度，高效
开展出租车加气服务和充装前安
检。同时，精选30余名骨干组成春节
服务专班，并通过年内投用的最新综
合智慧管控平台，增强关键区域即时
监控；同时针对节日用气特征，结合
天气预判，强化针对性保障，确保应
急抢险设备、车辆、材料及抢修队伍
及时到位。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通讯员 甘庆）

守护民生“烟火气” 筑牢燃气“安全堤”

2月3日，一位身着中式传统礼服的新郎骑马在前，身后跟着一支抬着花轿
的迎亲队伍。这一别出心裁、复古浪漫的迎亲方式，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