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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一年回来，真的都能有
不同的发现，发现一些好的变化。”2月3
日，正月初六上午，在谈到“我看家乡新变
化”这个话题时，怀宁县江镇镇赵山村林
冲组村民陈寿银说。

当记者问到具体的细节时，常年在大
城市里从事面点业的他，特别提到了路灯。

赵山村几乎整村都位于丘陵地带，村
内地形复杂多变，进入各自然村，就很难
找到超过五米的直路。面对如此的路况，
对于出行者而言，良好的视野有多么重要
不言而喻。2024年，赵山村党支部将林

冲、花屋自然
村庄道

路亮化作为2024年度基层党建“书记项
目”立项。工程完工后，该村14个自然村
庄村组道路亮化全部完成。

与照亮人们前行的路灯类似，那些将
人们与池塘、险坡隔
离开来的护栏，同
样给当地群众的
出行增添了许多
安全感。这同
样是陈寿银今
年回乡注意到
的 细 节 。

“当然，环
境变美也
是 很 明 显
的。前些年

那
种

垃圾四处飞，污水四处流的场面那是一去
不复返咯。”

一直在林冲组的村民微信群里关注
着家乡变化的陈寿银，虽然常年在外，却
也知道环境变美是怎么来的。

赵山村建立了村民议事机制，鼓励村
民参与村庄规划、项目选择和管理等决策
过程，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制定筹资
筹劳机制，把村民组织起来，让村民从“要
我建”转为“我要建”；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通过公告栏、村民大会等形式，公开项目
进展、资金使用情况，保障村民知情权和
监督权，促进公平公正。此外，赵山村还
成立了村民代表理事会，全程参与和美乡
村规划建设等各个环节，理事会还通过召
开“板凳会”“小组会”等形式号召村民主
动捐款让地，村民自筹资金达 400 余万
元，让地10余亩，拆除无功能建筑43处，
有力推动了赵山村和美乡村建设工作。

也就是说，只要愿意，身在外地的赵
山村人，也能参与并同步感知到家乡变美
的过程。

陈寿银同样关注到，家乡优美的人居
环境与优秀的乡风文明，已然相映成趣。

“我们充分发挥服务群众和监督村民
行为的职责，比如在重大节庆日或者村民

家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上门
劝导，让每家每户都能做到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杜绝铺张
浪费互相攀比，村民的思
想观念也在慢慢发生转
变，现在大家也都能理

解并自觉执行。”赵山
村村民理事会理
事长汪全武说。

（全媒体记
者 何飞 通
讯员 方川）

本报讯 蛇年春节，位于岳西县石
关乡的大别山滑雪乐园迎来客流高峰。
走进该滑雪场，只见游客在雪道来回穿
梭，大家追风逐雪舒展身体，踏板疾
驰，惊险而刺激，尖叫声、欢呼声不绝
于耳，白雪皑皑的乐园里充盈着欢乐的
氛围。

1月30日，大年初二，合肥游客乔
林脚踏滑雪单板，从大别山滑雪乐园初
级滑道缓缓而下。“这是我第一次春节
来滑雪，这里的雪质不错，摔倒了也不
疼。虽然我是滑雪不多，但在这里体验
感极好。”在抖音上刷到大别山滑雪乐

园滑雪场的视频后，他带着家人驱车前
往体验。作为安徽省首家高山滑雪场，
岳西县石关乡大别山滑雪乐园距离合肥
市仅2小时车程，交通便利。自开业以
来，大别山滑雪乐园已成为当地冰雪经
济的新亮点，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
开启了自己的冰雪初体验。

“滑雪已经渐渐成为游客‘春节新
宠’，特别是长三角、湖北地区的南方
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冰雪运动的魅
力。”大别山滑雪乐园运营总经理吴俊
歌说。因海拔1010米，气温优势明显，
每年雪季持续时间长，使得岳西县石关

乡具备建设室外天然滑雪场，发展冰雪
旅游的气候条件。吴俊歌说，今年是乐
园开园十周年，雪场从之前的单级道，
到现在拥有练习雪道、初级雪道、中级
雪道、高级道，并配备了彩虹滑道，可
用雪地面积达到了5万平方米，单日承
载量可达2800人。“我是个外地人，十
年里的每一年春节，我都在乐园过年。
可以说见证着乐园与春节年俗的变
迁。”吴俊歌说。

为了迎接蛇年春节客流高峰，吴俊
歌2024年十一月就开始对雪场设备、服
务设施进行大检查大维修，同时通过优惠

政策、重点促销和氛围营造等，助力冬季
旅游持续火热，让各地游客、雪友都来滑
雪场“打卡”，在冰雪运动中感受别样年
味。他说：“据预测，春节后的初三到初
七会迎来新一轮客流量的高峰，这几天里
一天的接待量就能达到1000人。”

近年来，岳西县石关乡依托“高海
拔”自然资源优势，以冰雪为媒，不断
完善冰雪运动设施，提升冰雪旅游服务
水平，推出“滑雪+温泉+民宿”新模
式，让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们走进岳
西，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在大别山滑雪乐园带动下，附近的

石关、马畈等村集体和农户纷纷开起了
农家乐、民宿。距离滑雪场不到两公里
的“一宅两院”民宿，元旦春节期间就
联动滑雪乐园开启“滑雪+民宿”旅游
套票销售，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5%。

“当‘冰雪热’遇上‘年味浓’，我们将
以冬季冰雪经济助力建设运动康养示范
区为着力点，推动冰雪运动与赏雪景、
泡温泉、住民宿等多业态融合，完善冰
雪产业链条，推动冬春季旅游蓬勃发
展，让‘冷资源’持续释放‘热效
应’。”石关乡党委书记王业节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储川川）

编者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刚刚过去的蛇年春节，
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非遗春节。春节，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文
化底蕴与情感寄托的传统佳节，成为镌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胎
记。在这个特别的春节里，“欢欢喜喜过大年”成为神州大地共同
的旋律。

春节期间，本报记者分别走进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春节生
活。这里有乡村里原汁原味的传统年俗，展现着古老文化的传承与
延续；有城市中充满现代气息的过年方式，彰显着时代发展的活力
与创新。无论是热气腾腾的年夜饭，还是精彩纷呈的春节联欢活
动，每一个画面、每一个故事，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传递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让我们跟随这些文字与图片，一同沉浸在这欢欢喜喜的过年氛
围中，感受春节的魅力，汲取前行的力量，共同迈向充满希望的新
一年。

本报讯 除夕之夜，万家灯火。安
庆市宜秀区罗岭镇姥山村狮庄组热闹非
凡。晚7时许，一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
锣鼓队开始了表演，他们的舞台是狮庄
组广阔的土地。锣鼓队走村串户，用激
昂的锣鼓声和欢快的节奏，为乡里乡亲
送上新春的祝福。

锣鼓队里的老资格，现年80岁的张
玉恒告诉记者，要完成一场锣鼓表演，
至少需要13个人，全部由狮庄组村民组
成，在表演过程中，任何一个村民想要
加入，都可以来“露一手”。

锣鼓表演时，打头的两人用扁担挑
着大锣，手持二锣的村民紧随其后，两
名挑着大鼓的村民走在中间，其余村民
则拿着小锣、钵等围在大锣和大鼓的周
边。从出发到约1个小时后锣鼓表演结
束，无论是行进还是停下，锣鼓声都不
会停。锣鼓表演的节奏由鼓手掌控，鼓

手是整个锣鼓队的核心。走村串户时的
锣鼓声舒缓平稳，锣鼓队随机选择空地
停下表演，此时的锣鼓声节奏逐渐紧
凑，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极具穿透力，传
到村庄里刚刚吃完团年饭的村民耳朵
里，他们纷纷走出家门，迎接锣鼓队的
到来。

张玉恒回忆，大约40年前，除夕夜
村里便开始有了锣鼓表演。“那时候没有
什么娱乐项目，除夕夜要守岁，锣鼓表
演就这么诞生了。最热闹的时候，姥山
村所有村组都有一支锣鼓队，村组之间
的锣鼓队还会‘斗一斗’，氛围非常好。
这些年，虽然很多村组的锣鼓队都停
了，但狮庄组的锣鼓队始终在坚守。从
腊月二十四开始，人一旦凑齐，锣鼓表
演就开始了。”

说话间，锣鼓队便来到了姥山村新
修建的村民大舞台。他们开启了新一

轮的合奏，他们中有的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有的是返乡创业的青年，有的
是在校大学生，虽然身份不同，但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却是相同的。围观的村民们时不
时的喝彩声也给了锣鼓队成员强烈的
信心，“跟着锣鼓节奏，说难不难，说
易也不易，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事
情。但看到乡亲们一张张热情洋溢的
脸，看到孩子们新奇的眼神，我们又
觉得非常值得！”锣鼓队队员之一张云
飞说道。

狮庄锣鼓在狮庄村民心里，更像一
面旗帜。团年饭后观看锣鼓表演也成为
这里的村民必不可少的项目。“听着这熟
悉的锣鼓声，感觉年味更浓了，心里也
更暖和了。”村民江桂花高兴地说。

张玉恒回忆，40年前，狮庄组还没
有一台电视机，那时候的锣鼓表演给村
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随着时代发展，
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电视机迅速更新迭
代，价格也越来越实惠，村民们的生活
水平有了质的飞跃。锣鼓队40年走村串
户走过的道路也发生了巨变。“以前全部
都是土路，现在不仅是水泥路和柏油路
面，道路两边还种满了月季、腊梅等观
赏花木，村子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张玉恒说，如今的狮庄锣鼓，更多
地起到紧密邻里关系，和谐左邻右舍的
作用。“村子里很多年轻人外出工作了，
一年回不了一趟村。通过锣鼓表演，将
他们聚集起来，交流感情，我们希望通
过锣鼓表演，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
福，也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
貌。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希望
将狮庄锣鼓一直传承下去。”

锣鼓声声辞旧岁，欢声笑语迎新
春。姥山村狮庄组除夕锣鼓队的精彩表
演，不仅为村民们带来了欢乐，也展现
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本报讯 去乡村公园乘坐小火车、到
村口喝一杯咖啡、在家用烤全羊待客……
今年春节假期，记者回到家乡岳西县，发
现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让乡村
的年味也越来越“新潮”。

2月1日，正月初四，记者来到岳西县
古坊乡上坊村走亲戚。刚落坐，表爷就
神秘地说：“今天可别着急走，下午我带
你们去村里的爱情主题公园转转，还能
坐小火车呢。”

“这是2024年乡里为发展全域旅游
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为让发展成果惠
及全乡老百姓，乡里给每个村民都发了
小火车票。”表爷自豪地说，他家有6口
人，领了6张票。

吃罢午饭，稍作休息，记者一家便跟
着亲戚来到了爱情主题公园。入口是几
间民房改造成的民宿和餐厅，往上走到湖
边，还能看到树屋、星空房、水上太空舱等
类型的民宿。公园里很是热闹，村民们携
家带口而来，有的在体验水上吊桥，有的

已经坐上了小火车，正在绕湖而行。
同行的小朋友们，飞奔着跑上了吊

桥，摇摇晃晃地走着，兴奋地大喊大叫。
小火车到站，乘客下车后，很快又坐满了
新的乘客。“小火车绕湖一圈有1000米，
等到夏天水涨起来，火车是在水面上跑
的，这号称是中国水上里程最长小火
车。”小火车跑起来后，表爷一路介绍着。

在走过吊桥、坐过小火车、玩过蹦床
后，记者3岁的儿子开心地说：“这是我过
得最棒的一天！”

“我们给全乡村民免费发了9000多
张小火车票，正月初二以来每天游客络
绎不绝。春节期间，民宿也是满房，已预
订到正月十五。”爱情主题公园项目经营
者汪菲介绍，再过一段时间会更好玩，他
们将增加彩虹滑道、山地跑车、水上乐园
等项目，让游客能留得下来。

该项目所在的上坊村位于皖鄂边界，
西北与湖北省英山县陶家河乡接壤。早
在201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便以《皖西秘

境上坊村》报道过这一深山村落。自此，
“皖西秘境”的名头不胫而走。近几年，
古坊乡开始着力打造“皖西秘境”为主题
的全域旅游，至今，已建成“皖西秘湖”特
色民宿区、087爱情主题公园、徐大娘旧
居及红色广场等文旅项目。

“隔壁的陶家河乡建有‘长征文化
公园’，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我们也在与其联动，抱团发展文旅产
业。”汪菲说，近两年来，上坊村也在围
绕主导产业，不断融合发展“茶农旅+研
学”，同时配套好民宿、美食，来承接陶
家河乡长征文化公园红色旅游的溢出
效应，倾力打造省际边口特色示范村。

从古坊乡回来，记者又接到了家住白
帽镇江河村一位“00”后表妹的电话，“明
天来我家吃烤全羊，有师傅上门来烤。”

2月2日，正月初五，记者上午9点多
来到表妹家，烤全羊的胡师傅就已经架
起了烤炉，正守在炉子边烤羊肉。

交谈中记者得知，胡师傅叫胡知兵，
在家养羊已有十余年。为了拓宽羊肉销
路，去外地学了烤全羊，自去年国庆假期
开始上门烤全羊，今年春节期间生意红
火，“今天我就有4个订单。”

中午时分，烤全羊上桌，客人们围
桌而食，吃得分外开心。“活了70年，今
天还是第一次吃烤全羊，味道真不错。”

“以前过年顿顿是鸡鸭鱼肉，大家都吃
腻了，还是年轻人点子多。”听着宾客们
的“好评”，表妹脸上也乐开了花。

午饭后，表妹又带着一众女宾来到临
近的店前镇新开的村口咖啡店。大家在
门口有趣的墙绘前拍照，尽兴后又点上
一杯咖啡，闲坐、聊天。同行的袁媛今年
第一次同丈夫来到农村过年，她感慨道，

“现在农村的春节可真有趣，既能尽情放
烟花，还有这么多新奇好玩的地方！”

新春时节，记者走在岳西各地，从
多样的活动上，从丰饶的物产中，从人
们的笑容里，真切感受到了传统与新潮
并行的乡村正在发生喜人变化，乡村振
兴可期。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本报讯 1月 27日上午，记者走进
迎江区程墩路社区的颐和养老服务中
心，刚一跨进大门，便感受到了浓浓
的新春节日氛围。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们忙得热火朝天，工作人员
汪慧姗边贴春联边兴奋地讲：“过年

啦，贴春联、挂灯笼可都是老传统，
得把这仪式感拉满，让老人们都能感
受到家的温暖！”一盏盏红灯笼高高挂
起，喜庆的春联贴满了门，每一个房
间都被装点得热热闹闹，到处都弥漫
着过年的喜庆劲儿。

就在这时，记者见到了院长陈燕
萍。她正忙着给房间贴对联，手上的动
作不停，脸上还带着热情的笑容，一边
忙活一边跟记者唠起了家常：“今年可
是我创办这个养老院的第十个年头啦，
这十年里，每一个春节我都在这儿陪着
老人们一起过。在我心里，这儿就是一
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放眼望去，整
个养老院被装点得喜气洋洋，处处洋溢
着节日的欢乐。老人们脸上挂着幸福的
笑容，有的三两成群，围在一块儿看电
视，时不时还因为电视里的情节哈哈大
笑；有的悠闲地坐在院子里，晒着暖烘
烘的太阳，尽情享受着这份宁静又温馨
的时光。

在颐和养老服务中心，住着43位老
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不同
程度的失能问题。其中有30位老人失能
情况严重，另外13位老人处于中度失能
状态。“这里面，有13位老人都已经90
多岁高龄了，还有 6位老人也都 88岁
了。”陈燕萍性格幽默风趣，就像养老
院里的开心果，总能用她那些有趣的玩
笑和幽默的话语，逗得老人们开怀大
笑。“我每天都和一群‘90后’‘80后’
的老朋友们待在一起，听听他们说老故
事，这样的日子，过得开心满足。”她
笑着说道。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颐和养老服务
中心的节日氛围也愈发浓厚。陈燕萍兴
致勃勃地介绍道：“春节前，我们安排
了好多活动呢。1月7日腊八节那天，我
们把97岁高龄的志愿者凌奶奶，还有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的93岁的戴海山爷爷都请来了，他们
给老人们送来了腊八粥，那场面可温馨
了。1月15日，安庆市企业家书画诗词
协会的老师们也来了，现场挥毫泼墨，
给老人们写下了满满的祝福春联。老人
们可高兴了，一个个脸上都乐开了
花。”说着，陈燕萍还指着投影仪上播
放的活动视频，视频里，老人们围坐在
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边鼓
掌，一边喝彩，对这些精彩的活动赞不
绝口。 陈燕萍接着说：“今天一大
早，我就跑去采购了。买了60斤猪肉、
20斤仔排、10只鸡，还有各种各样的蔬
菜、米糕点心，就为了准备明天那顿丰
盛的年夜饭。我们每年都是按照老人们
的口味来准备的，大家一起吃年夜饭，
一起看春晚，欢声笑语，那叫一个其乐
融融。” 。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陈燕萍就算
在和记者聊天，也时刻关注着养老院里
的情况，真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突然，她喊了一声：“快，张奶奶
口水流了，赶紧擦擦！”话音刚落，她
就迅速起身，从口袋里掏出纸巾，快步
走到坐在轮椅上的张腐果老人身边，轻
轻地为老人擦去嘴角的口水，动作轻柔
又熟练，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在这里，每一个老人我都当作自己的
家人一样。”陈燕萍深情地说，“因为我
们每个人都会变老，善待他们，其实就
是善待未来变老的自己。”

“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社区和养
老院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关心我们，节日
氛围也特别浓。”一位姓李的老奶奶笑

着对记者说，“我打从心底里感激他们
为我们做的这一切。”

这份关爱，不单单体现在节日的热
热闹闹上，更融入到了日常的每一个照
顾细节里。前来看望父亲的马琦告诉记
者：“这里每天都会给老人们准备营养
均衡的三餐，保证他们吃得健康。养老
院里到处都种满了花花草草，看着就舒
心。还定期组织健康检查、文娱活动。
我们当儿女的很放心。”

在颐和养老服务中心，记者真切地
看到了老人们幸福的晚年生活，也深深
感受到了程家墩社区对老人们无微不至
的关爱。程家墩社区位于老城区，有
6000多居民，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占了39%，独居老人就有97位。

为了让独居老人和居民都能感受到
家的温暖，今年社区再次开展了“新春
送福 传递温暖”活动。社区积极招募
爱心志愿者，让他们上门为老人们打扫
卫生、做饭，陪老人们聊聊天，给老人
们送去关怀和陪伴。

“我们社区老年人占比高，关爱老
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开展

‘新春送福 传递温暖’活动，就是想
让老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社区这个大
家庭的关怀。那些独居老人，子女不在
身边，一到过年，心里肯定特别孤单。
我们社区和志愿者们多付出一点，他们
就能多收获一份温暖。也真心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老人的队伍中来，
一起为老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程
家墩社区书记何巧霞感慨地说。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本报讯 这个春节假期，宿松县北
浴乡罗汉山村“00后”小伙儿吴文过得
十分畅快。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和美
乡村建设，罗汉山村再一次发生巨变，
回到家乡，他收获了从未有过的清新之
感。正月里，亲戚朋友们来拜年，他领
着大家把家乡景点走了一遭。

吴文是腊月廿六上午从工作地亳州
出发返乡的。5个多小时后，自己开车回
家的吴文，来到了进村的主干道。家乡
就在眼前，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面
貌。不由得，吴文按下玻璃窗，降低车
速慢慢前行，看着家乡一点一滴的变
化，记者和他打了个照面，他微笑着伸
出了大拇指。

“这路变宽了，还铺上了沥青，开着
车子跑起来非常舒服，去年节前回来还
不是这个样子。”吴文说。

吴文是罗汉山村周屋组人，过了年
就是24岁。2022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在
亳州一家企业从事工程建设工作。别看
他年纪不大，却有着深深的家乡情怀。
吴文说，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生活垃
圾乱堆乱放，村里主干道很窄，旱厕、
猪圈就分布在主干道两边，各种生活配

套设施不足……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发
自内心地希望家乡变好，多年来也一直
关注着家乡的变化。

罗汉山村位于宿松县第一高峰——
罗汉尖主峰北麓，这是一片红色热
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八
军、皖西特委利用罗汉尖的特殊地理
优势在此创立革命根据地，成立大中
华抗日救国军，组建红军便衣队，开
展游击战争，涌现出了无数革命烈
士、仁人志士，在人民革命斗争史上
留下了光辉篇章。

真正的变化，要从2017年说起。罗
汉山村依托罗汉尖红色文化资源，启动
建设罗汉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修建罗
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修复还原兵工
厂、槽纸坊、思恩洞、山林医院、红军
步道等历史原貌。2019年8月，纪念馆
正式开馆。2021年底，罗汉山红色旅游
景区获批成为国家3A级旅游
景区，集红色文化、自然
风光、人文景观、生态康
养为一体，常年免费开
放，乡村旅游已成为罗
汉山村主导产业。

吴文的家就在纪念馆附近，纪念馆建
设时，他正在县城读高中，每个月回家一
次，他都要到现场看一看。纪念馆后期陈
列需要征集老物件，他就发动家人捐赠。
他还记得，开馆当天，场面十分隆重，人
们聊起这里的红色故事，他倍感自豪。差
不多从那时候开始，村里的人居环境也在
变化，真是一年一个样儿。

“村庄越来越干净，道路越来越宽
阔，风景越来越美丽，设施越来越完善
……”吴文说，“尤其发展旅游后，变化
特别大。以前节假日人们往外面跑，现
在节假日人们往这里跑，汽车、旅游大
巴都停满了，农家乐、民宿越来越多，
也是非常火爆，亲戚朋友们来，我也能
带着他们好好玩一玩了。”

2023年10月，罗汉山村入选全省首
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2024
年共建设10个项目，包括红色研学基地
配套项目、茶叶加工厂项目、上古井传
统古村落保护与利用项目、村容村貌提
升项目以及这条从进村入口到纪念馆近5
公里的双车道公路黑化及辅助设施建设
项目等，共投资4000余万元。

““和美乡村建设让我的家乡再一次深和美乡村建设让我的家乡再一次深
度巨变度巨变，，这里有美丽的生态景色这里有美丽的生态景色、、感人感人
的红色故事的红色故事，，我想我想，，过些年有机会我就过些年有机会我就
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干一番事业干一番事业。。城市不是唯一城市不是唯一
选择选择，，乡村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了乡村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了！”！”吴吴
文说文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胡
心桓）

滑冰雪 过大年

养老院中情暖岁 新春福里爱盈年

1月31日，岳西县石关乡，孩子们在雪地拍照、打卡，享受新春佳节的美好时光。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范勇 摄

狮庄锣鼓 敲出幸福年

返乡游子喜看家乡新变化

乡村的“新潮”年味

赵山村新貌。通讯员 方川 摄

1月29日晚7时许，宜秀区罗岭镇姥山村狮庄组村民正在进行锣鼓表演。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摄

正月初四，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村民在体验乘坐小火车。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摄

家乡的景色更美底色更浓

吴文为家乡的新变化点赞。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1月27日上午，迎江区程墩路社区的颐和养老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们正在贴对联。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