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点

热气腾腾，处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2020年的第一天， 在鄂南山区湖北

省崇阳县高枧乡中山村，富硒绿色豆制品
加工厂内的值班人员正用磨浆机磨豆浆。
热气袅袅，伴着黄豆的清香，不一会儿，黄
澄澄的豆子就变成了白色的豆浆。

“工艺改进前，豆子要先经过研磨，再
倒出来煮， 至少要两个小时才能出豆浆，
而且多是用柴火灶，卫生也不能得到很好
的保障。 ”厂长王学礼说。

中山村地处深山，豆腐、豆浆是地方
特产。 由黄豆搭配山泉水制出的豆腐，色
泽白嫩，口感细腻，远近闻名，已有上百年
历史。制豆腐的手艺，在中山村代代相传。
王学礼自幼跟随爷爷做豆腐，学得一手好
手艺。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加上纯手工制
作产量有限，做豆腐的收入微薄。 和村里
许多人一样，王学礼选择了外出打工。

随着父母日渐年迈， 打工收入不稳

定，王家成了贫困户。
改变，始于2019年。
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村里建起了扶

贫工厂。 一条宽阔平整的公路，叩开了曾
经紧锁的“山门”，让豆腐“飞出”大山有了
希望。

不甘心生活现状，更不甘心家传好手
艺被荒废，王学礼选择回到村里。“我要通
过做豆腐实现脱贫！ ”他暗下决心。

改进制作工艺和方式， 是第一件事。
得益于相关部门扶持和农村电网改造，扶
贫工厂中引进了自动化设备，打豆浆实现
了电动化， 油豆腐烘干用上了烘干机，豆
油皮晾干也用上了鼓风机和加热灯……
豆腐的产量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家庭作坊一天打豆子几十斤， 我们
工厂现在一天可以打豆子800多斤。 产品
无存货，供不应求。 ”王学礼说。

如今，扶贫工厂效益越来越好，不仅

让王学礼看到脱贫希望，也直接带动了贫
困户和普通村民就业。 目前，有10位村民
在工厂里劳作，每月收入3000多元。 王学
礼算了笔账，年底，扶贫工厂还有望向村
集体交出5万元。

原本长年在外打工的张辉，也选择回
到家乡，来到扶贫工厂上班。“在家门口就
可以做事，还可以照顾生病的父亲，以前
真是想都不敢想。 ”他说。

新年到来，小小的一块块豆腐，正如
一盏盏指引前行道路的明灯，“点亮”了王
学礼新的梦想———“不仅要脱贫， 还要致
富，更要带着乡亲们一起富起来！ ”

时至正午，在王家老屋，王学礼年迈
的父亲看着当年做豆腐的柴火灶，说起当
年带着12岁的王学礼，挑着豆腐翻山越岭
两个多小时前往江西卖豆腐的情形。

“新年到了， 生活真的越来越有盼头
了。 ”老人家感慨道。 /新华社

2020 年第一天，各地喜迎新年。 为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元旦和即将到来的春运
安全顺畅出行，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坚
守岗位，强化安全管理，努力打造出行美好
体验。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全面加强高
铁环境安全治理工作， 重点清理铁路地界
红线内的违法建筑、违法侵占、违法经营问
题， 实现红线内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隐患
全部清零。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联合

地方部门对管内高铁线路展开“一米不漏”
大排查，分片拉网排查安全隐患问题。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对合福、南龙、向莆等
铁路福建区段采取徒步排查的方式， 全面
排查高铁沿线违法施工、私搭乱建、乱排乱
放等高铁沿线环境隐患问题。

国网山东平邑县供电公司启动铁路沿
线供电安全隐患专项治理工作， 组织专业
人员对辖区内涉及铁路沿线的供电安全隐
患进行全面排查。 国网江苏丹阳市供电公

司对跨越丹阳站高铁沿线的 110 千伏线
路展开重点检查，确保设备健康稳定运行，
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国网山东青岛市即墨
区供电公司按照“迎峰度冬” 保电方案要
求，强化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交通枢纽
地带电网运行管理， 确保设备和线路处于
最佳运行状态。

来自民航部门的统计显示，元旦假期，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
场、 成都双流机场等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

客流增幅明显，预计分别达到 6.5 万人次、
9.9万人次、5.3万人次、1.8 万人次，同比分
别增长 9.5%、6%、17%、14%。

为满足即将到来的春运出行需求，乌鲁
木齐航空将开通大连—合肥—博鳌往返航
线，方便广大游客出行。 北部湾航空将加大
航线运力投入，新开南宁—泸州、南宁—揭
阳、海口—成都等多条往返航线。 多彩贵州
航空公司将新开重庆—茅台往返航线，为两
地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选择。 /新华社

新年第一天清晨 5点，天麻麻亮，广袤
的北部湾海面透出霞光，海鸟迎着 2020年
第一缕阳光自由飞翔。 在广西北海市的海
滨小镇侨港， 满载归来的渔船陆续驶进港
湾，邻近的海鲜市场熙熙攘攘，卸货的号子
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二十二？ ”“二十！成交，两筐！ ”渔民一
边高声吆喝，一边与买主讨价还价。 这个并
不大的岸边海鲜市场一直非常热闹，渔民们
在这里卸下渔获就地交易，最新鲜的鱼虾蟹
螺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侨港意为“归侨之港”。乘船从海面回望
侨港，这个陆地面积只有 0.6平方公里的小
镇上住着 1.8 万多渔民，95%是归侨和侨
眷，一排排黄白相间的楼房错落有致。

真想不到！ 真想不到！ ”70多岁的归侨
杨志娟对记者连声说。 杨志娟清晰记得当
年回到祖国怀抱的情景：当地政府派人迎接
并安置好他们的生活， 家里分到了一套住
房，乔迁时大家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如今杨
志娟家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天然气取代了柴
火灶，电冰箱、LED电视等应有尽有。

回到祖国，杨志娟和归侨们的日子越来
越好：上世纪 80 年代，渔民的摇橹船变成
机动船，90年代船的马力可达 500多匹，后
来现代化的大功率钢质渔船出现了， 如今，
侨港的远洋渔业基地在非洲毛里塔尼亚落
地。

记者登上刚刚从北部湾海域作业归来
的“桂北渔 60222”渔船，这艘钢质渔船上下
三层，10多名船员正在卸载渔获，半小时左
右就卸下 200多筐青鲇鱼。

“这船货能有 30多万元收入。”32岁的
船长黄国裕是第二代归侨，18岁开始打渔，

每年 130天以上在海上度过。
�“你看，对面就是灯光船，很多都‘退

役’了，换成了现代大船。”黄国裕说，父辈出
海的船多为载重 20来吨的木船，现在超过
500吨、造价千万的大功率钢质渔船比比皆
是。

侨港镇党委书记赖伟清说，目前，全镇
拥有各类渔船 1300多艘，其中钢质大功率
渔船超过 300艘， 加工企业发展到 19家，
一批产品出口欧美、日韩及东盟。

渔民吴华生与妻子陈玉花多年在侨港
海域打渔。 吴华生说，他们每天最少渔获有
20多斤，最多时有 300多斤，每月纯收入上
万元。

侨港滨海风光秀丽，归侨、疍家和海洋
文化独具特色， 当地借此大力发展旅游业，
年均接待游客超过 350万人次，2019年渔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5万元，全镇已没
有一个贫困户。

赖伟清说：“这两年，有不少侨港亲戚陆
续从国外回来，他们对归侨殷实富足的生活
很惊讶， 有些亲戚的后代已经回来安家、创
业。 ”

行在侨港，无论过去现在，无论大街小
巷，无论大船小船，五星红旗都是这里最美
的风景。 归侨们说，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早
已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
海上，我们常常要抬头看看国旗，一来判断
风向， 同时在烟波浩渺的大海看到五星红
旗，心里觉得安全、踏实。 ”黄国裕说。

�“希望今年渔获多多，赚钱多多！ ”“希
望孩子成绩越来越好，将来考上大学！ ”“希
望出海平安归来！ ”……2020年到来，渔民
们的愿望朴实无华。 /新华社

2019年12月31日晚，一场在上海陆
家嘴中心举办的浦东夜间经济活力发
布活动上，新一批浦东夜间经济示范点
正式在这个跨年夜被推出。 仰望城市夜
空的穹顶瑜伽、艺术与新零售跨界的融
合业态、国际品牌的上海乃至全球“首
店”……新年来临之际，上海送出的这
批夜间经济新场景，正丰富着夜间经济
的内涵。

夜间消费更重体验丰富度。 在陆家
嘴中心L+Mall的穹顶花园，既有瑜伽老
师授课，又有现场音乐表演，瑜伽学员直
呼“感觉自己和城市夜景融为了一体，非
常酷！ ”不止穹顶瑜伽，上海浦东此次推
出的8个夜间经济示范点，业态形式丰富
多样，更加注重体验性、参与感。

例如， 有昊美术馆的艺术品展览、
东方明珠塔的浦江夜游、九六广场的夜

间舞蹈工作室等夜间消费项目。 也有各
示范点举办的极具特色的夜间活动，如
置汇旭辉定期在嗨街举办的艺术集市、
艺术季活动；陆家嘴中心举办的“魔盒
唱将歌手大赛”；昊美术馆举办的“户外
电影节”等活动。

夜间业态正在融合创新。“最初我
们提到夜经济，总认为不是购物就是餐
饮，但近来随着参与夜间经济的商业主
体越来越丰富，夜间经济活动的多样性
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
们也希望通过业态之间的融合跨界，让
夜经济的内涵得到创新发展。 ”上海市
浦东新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围绕夜购、夜健、夜展、夜游、夜读、
夜娱等业态，上海发展夜间经济的企业
积极开展业态创新， 把文化、 旅游、艺
术、 体育通过各种形式与商业紧密融

合，用创新吸引消费者。 昊美术馆把艺
术展览与商业结合在一起，开创了“艺
术商业”新业态；东方明珠把旅游与展
览、读书、娱乐、购物有机融合在一起，
打造了一个夜间经济综合体；艺仓美术
馆引进多个“艺术+设计+时尚”的快闪
店，形成了“艺术+新零售”的特色业态。

“首店”“首秀” 集聚带来夜间消费
新活力。 2019年以来，大量“首店”集聚
上海，例如高端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的
华东区首家直营店、轩灵珠宝的首家旗
舰空间等。 而民生艺术码头、船厂1862
时尚艺术中心等也成为众多国际品牌
的新品“首秀”地。

作为上海消费市场重点之一的浦
东，预计2019年全年累计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450亿元， 同比上年增长
6%。 /新华社日历封面，墨绿和砖红配色相得益彰，一对金色刻字圆

环串起内页。 随意翻开，醒目的日期提醒着光阴的流逝，下
方与生活相关的“暖心一问”快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应
景的书摘作“回应”的同时，更丰富着人们的内心世界。

新年将至，32 岁的杜欣在天津一家书店捧着一本《惜
福阅历》，认真翻看。 随手翻至除夕页，看着“除夕夜，你到
家了吗？ ”和摘自老舍《北京的春节》的一段“除夕真热闹。
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杜欣静站良久，
似乎勾起了她的美好回忆。

“如果顾客只是想购买日历看日期的话， 智能手机完
全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现在的日历更多是包含文化内
涵的文创产品，顾客购买日历为的是展现个性，获得精神
上的满足。 ”《惜福阅历》的产品经理周晓微说。

“老黄历”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却成为“新日历”的灵感源
泉。由单向空间推出的《单向历》，被称为“新青年的老黄历”。
单向空间产品总监薛静说， 公司从 2015年开始推出《单向
历 2016》，从外形设计到文学作品的选择，每年的台历都需
要 8至 10个月的时间去设计生产，力求彰显独到之处。

这些精心设计、带有文化内涵的日历渐渐收到了来自
市场的正向反馈。 据薛静介绍，单向空间推出的第一款日
历《单向历 2016》的销量约七万册，此后每年的销量都在
平稳上升。2018年，在不计算企业等大客户的情况下，《单
向历 2019》销量约为 35万册。

西西弗书店天津一家门店店长王蕾介绍，截至 12 月
底，《惜福阅历 2020》全国销量近 30万册。 /新华社

各部门保障元旦和春运出行

在熊熊篝火边辞旧迎新，看中、俄、朝
三国烟花同时绽放在新年的夜空 ，对
2020 年的第一缕曙光许下你的愿望，仰
望五星红旗在国境线冉冉升起……万余
名国内外游客在防川村以浪漫而有意义
的方式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雁鸣闻三国，虎啸惊三疆”，吉林省
珲春市敬信镇的防川村，位于中、朝、俄三
国交界处，被誉为“东方第一村”。 游客登
上这里 60多米高的龙虎阁远眺， 就能饱
览“一眼望三国”的独特风光。

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珲春市策划了
21 世纪中国大陆第一缕阳光首照地、龙
虎阁新年祈福等一批特色鲜明的节庆旅
游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珲春迎
新纳福。

2010 年起， 珲春市连续多年和俄罗
斯、朝鲜共同举办“望三国、观日出、迎新
年”祈福活动。 活动采取分区、分点的方

式，在珲春市区、防川景区、俄罗斯哈桑
镇、朝鲜豆满江市设置活动现场。

其中，珲春市区和防川景区为活动主
现场。市区活动现场以中俄互动跨年狂欢
夜为主； 防川景区以民俗风情文艺汇演、
民族美食、三国互动燃放焰火、迎接第一
缕阳光、升旗仪式等为主；在俄罗斯和朝
鲜，除举行三国互动燃放焰火、观日出以
外，还为游客准备了精彩的观光游览和异
域风情体验等活动。

与往届祈福节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
活动地点———防川朝鲜族民俗村。游客可
以在这里游览充满年味的朝鲜族特色村
寨， 欣赏精彩的文艺汇演和跨年烟火，参
加令人热血沸腾的篝火晚会。

“太美了！ 太漂亮了！ ”游客车晓梅第
一次来防川观日出， 面对新年第一缕曙
光，她许下了美好的心愿，“希望自己以及
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 ” /�新华社

万余名游客在
中俄朝三国边境防川浪漫迎新

当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的瓶窑老街开启新年首场“山乡年货节”，近百
家土特产商家进驻老街，现场有青鱼干、卤鸡卤鸭、新鲜蔬菜、香肠、年糕、腊肉等特色
美食展销，还有大锅烹制毛笋干烧筒骨、炒二冬、活笋烧肉、石笋干红烧肉等以笋干
为主料的瓶窑特色美食，各种传统年货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吸引当地百姓和外地游
客前来感受新年的喜庆气氛。图为当地百姓和游客在年货节上领取“福”字。 /新华社

渔民安·渔获丰·渔家乐
———侨港渔民的新年愿望

旧貌换新颜

文创日历将创意
写进日子里

体验、融合、“首店”
———新年上海夜间经济的新热点

一块豆腐“点亮”的新年梦想

1月 1日在四川省雅安市上里古镇拍摄的“年猪节”狮灯表演。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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