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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春
节是冬去春来的分界，是希望与期
盼生发的起点。春节寄托着国人最
浓郁的情感、最温暖的期盼、最美好
的祈愿，成为岁序更新的标记、辞旧
迎新的枢纽。

今年的春节，恰逢“春节入列世
遗”，更具有特殊意义。我市推出了
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为主
打的展演，全市各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馆也使出“十八般武艺”，推出
各具特色的主题展览。丰富多彩的
年俗体验，以更多“文化大餐”让春
节更精彩，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
宜城春节的魅力。

这种魅力是对其中伦理观念、
习俗风物、审美情趣的传承，也是一
种文化自信的具象化体现。近年
来，我市不断以创新方式，为传统节
日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无论是博物
馆推出“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
肖文物大联展”，通过文创展销、戏
曲、音乐、舞蹈等形式展示安庆魅
力，供市民游客在畅览文物、参与互

动中触摸宜城文脉；还是岳西县举
办温泉冰雪文化旅游月等活动……
都在增强节日气氛和带动节日经济
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这一
系列文化景观也有力证明，我们的
传统始终能找到适合的生长方向。

但也要看到，这些年，每到春节
都会有人感叹“没有年味”“不好
玩”，其中包含了人们对长久缺失的
年俗活动的追忆。我们应该从中读
懂期待，尽快挖掘、梳理，争取在更
新的“菜单”中出现我市有特点、有
温度的习俗，以更多“文化大餐”让
春节更精彩。

比如，可在公园或城区举办闹
花灯灯会，持续到正月十五；还可以
打造集文创产品销售、文化活动体
验、演出交流展示等于一体的文化
市集，既可以购买装帧精美的文学
经典、可爱灵动的手工艺品，也可以
观看形式多样的非遗展示、腔调不
同的戏曲演出，还可以品尝风味各
异的地方美食、香气扑鼻的街边小
吃。这一文化消费新形态，是消费

场所，更是体验文化、感受春节创意
魅力的独特空间。这些“文化大餐”
不仅会让春节更精彩，还有助于吸
引外地游客，成为拉动节日经济的
强劲动力。

此外，在个体层面，过节需要仪
式感。商家可结合年俗开发出符合
公众需求的春节消费产品和服务。
如开发一些新年年俗套装，方便大
家喜气洋洋地迎祥纳福，或尝试通
过科技赋能体验各项年俗，让公众
自发参与各类迎新活动等。在满足
市民过年仪式感的同时，也能促成
消费增量。

以更多“大餐”让春节更“有味”
潘天庆

小小“菜篮子”，民生“大工
程”。近日，市发改委推出元旦、春
节“惠民菜篮子”举措，“两节”期间
“惠民菜篮子”实施和保供情况如
何？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走访。

（《安庆晚报》1月14日）
“菜篮子”累计让利 1500 万余

元、惠民菜价低于市场价 15%以上
……在记者的走访中我们看到，安
庆市民们的“惠民菜篮子”拎出了

“幸福年味”。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
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群众

“菜篮子”需求种类多、数量大、品质
高，丝毫马虎不得。必须在做好生
产的基础上，加强产销衔接、开通绿
色通道、强化供应储备、畅通运输配
送，全力打通从商超到群众手中的

“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大力推
广农产品网上销售，引导销售平台
春节营业“不打烊”，有效满足市民
多元化的购买需求，让大家足不出
户，坐在家里轻点鼠标，就能轻松

“买买买”。
“惠民菜篮子”，经济实惠是前

提。各级政府必须将节日惠民政策
落实落细，从确定惠民菜种类、平均
价格到优选门店并鼓励其结合实际
推出“1 元菜”等方面多点发力，全
面强化“惠民菜篮子”稳产保供。对
于个别地区出现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等违法行为，物价部门“该出手时
就出手”，依法严厉查处，促进价格
回归合理区间，确保民生市场平稳
运行。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惠
民菜篮子”不能只考虑经济实惠，就

忽视了食品安全。各地应从源头上
加强管理，运用好数字化、智能化等
科技手段，投入必要人力，建立溯源
机制，实现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到
超市、餐桌的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
人民群众春节“舌尖上的安全”，让
老百姓真正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特别要提醒的是，对于孤寡老
人等特殊群体，各级政府要主动关
心关注他们的“菜篮子”，通过“帮
扶、补贴”等措施，让他们的“菜篮
子”不受影响，拎得舒心。

踏 进 腊 月 门 ，年 味 铺 满 集 。
随着春节临近，家家户户采办年
货的热情逐渐高涨，城乡节日消
费迎来高峰。让我们下好“绣花”
功夫，真正服务惠民，让老百姓拎
稳“菜篮子”，让“幸福年味”更加
浓郁绵长。

让“惠民菜篮子”拎出“幸福年味”
艾才国

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安庆市公安局持续加大对非法
运输、存储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连续查处多起非法经营、
储存、运输烟花爆竹案件。

（1月7日《安庆晚报》）
烟花爆竹作为一种传统的庆祝

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
其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由
于其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处理不
当，极易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别
是在非法运输、储存和销售的情况
下，安全隐患更为严重。

尽管每年公安机关都加大了
打击力度，但非法存储和运输烟花
爆竹的行为却依然屡见不鲜。这
背后除了利益驱动外，还反映出一
些人对安全意识的缺乏以及对法律
法规的漠视。部分非法经营者为
了利益，选择绕过合法的审批流
程，私自储存和运输烟花爆竹。甚
至一些小商户，为了在节日期间满
足市场需求，选择存储大量烟花
爆竹，忽视了其中可能带来的安全
风险。

节日的庆祝，应该是快乐和安
全的。因此，烟花爆竹的使用者和
管理者都需要高度的责任感，确保
每一颗烟花爆竹的背后，都有相应
的安全措施。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
烟花爆竹，确保其经过合法审批和
安全检验，是每个消费者的责任；通
过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对非法生产
和销售的打击，是政府和执法部门
的责任。

文明过节还意味着我们要更理
性地看待节日庆祝的方式。在尊重
传统的同时，也要注重节庆活动的
安全性和环保性。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城市和地区提倡不燃放烟花爆
竹，通过举办文艺表演、灯会、街头
活动等形式来庆祝节日。这种方式
既能避免烟花爆竹带来的安全隐
患，又能减轻环境污染，让节日气氛
更具现代文明感。无论是传统的烟
花爆竹，还是现代的庆祝方式，都应
围绕“安全”二字展开。

加强烟花爆竹的管理，不能仅
仅依赖执法部门的打击和监管，公
众的安全意识提 升 同 样 至 关 重
要。很多时候，市民和商户并未意
识到非法储存、运输烟花爆竹可能
带来的危险，甚至对相关法律法规
了解甚少。媒体和社会应加大宣
传力度，加强公众的安全意识，广
泛传播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的重要
性，确保禁燃禁放措施精准落地，
不留死角。

文明过节 安全第一

孙维国

“史上最长春节假期”即
将来临，我们有哪些民俗活
动？去哪些地方最好玩？我
市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春节“文
化大餐”，涵盖惠民文艺演出、
群众文化、非遗体验展示等多
项活动，“菜单”目前还在不断
更新。

（《安庆晚报》1月16日）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