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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春阳

“加油！加油！加油！……”
1月22日下午3点过，在南岸区同辉

养老中心，一群“老小孩”做游戏做得正
欢。在社工和护理人员的辅助下，老人们
用筷子把乒乓球大小的小球从一个筐夹到
另一个筐，每夹进一个球，大家都会发出欢
呼声。现场其乐融融，十分热闹。

新年伊始，同辉养老中心接连开展多
场活动，让老人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欢欢喜喜过大年。

“婆婆，您耍赖哟，罚唱个歌！大家鼓
励一下。”在社工黄德琳的引导下，多位老
人高高兴兴地单独献唱。

“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
年……”《贺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我和我的祖国》等一首首老歌，把大家
拉回怀旧的岁月。社工和护理人员还在腰
间拴上红绸带，扭起秧歌舞。几位老人和
家属也参与其中，气氛温馨又喜庆。

79岁的独居老人赵纯兰原本住在大

学城，因腰部扭伤又无人照料，经人推荐来
到这家养老中心。尽管来的时间不长，但
她已经将这里看成是自己的家。

“我是出于无奈来到这里，现在觉得
来对了地方。这里改变了我以前对养老
院的看法。”赵婆婆说，这里的老人年龄段
不同、经历不同，但大家谈得来，聚在一起

很好耍。
她说，自己刚来养老中心的时候，生活

还不能自理，所以住进这个“护理楼层”，现
在身体已经恢复不少，可以转到“自理楼
层”，但又舍不得这层楼里照顾自己的人，

“平时他们会带我们做游戏、做手工、唱歌跳
舞，过年更让我们老年人感受到热闹喜庆”。

“我也感到很安心舒心，很幸福。”八旬
老人张国辉说，看到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忙
前忙后，心里非常感动。

刚到养老中心时，张国辉身体虚弱、有
失忆等症状，而现在正逐渐恢复健康，工作
人员总是鼓励他，并为他的康复感到高兴，
这让他感受一种质朴的温情，“他们不是单
纯工作挣钱，也是在为养老事业做贡献”。

“老人高兴，我们就高兴。”护理人员李
志容是綦江人，这是她在这里陪老人们过
的第二个春节，虽然也想跟家人团聚，但她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我觉得他们更需要
我”。李志容说，有些人不理解护理工作，
觉得又脏又累又辛苦，但既然自己选择了
这份工作，就会坚持下去。

同辉养老中心护理部主任李艳告诉记
者，做护工和社工需要特别的耐心细心，还
要有爱心和奉献精神，“我们的员工从老家
回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带回当地特产与老
人分享，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

“这里很像家，有温暖有温度。”由于工
作原因没有太多时间陪护，市民杨敏把母
亲送到了同辉养老中心，让老人不感到孤
独。

李艳说：“过年过节，要把欢乐的气氛
调动起来，让老人生活丰富多彩，才能真正
实现老有所乐。”

养老院里多温情 欢声笑语年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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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庞梧宣

一夜大雪，群山素裹。
正月初一清晨6点，谢宗旬披衣起床，

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喃喃自语：“雪这么大，
气温又低，双河岩口的路面怕是要起凝（结
冰）哦。”

作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乔梓乡水
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又是水花村
38公里村道的“路长”，谢宗旬一直记挂着
村道路面情况，“双河岩口最高处海拔1100
多米，路面一旦起凝，车子通行会有危险”。

越想越放心不下，谢宗旬走出家门，驾
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往双河岩口。

清晨 双河岩口巡查

“这里是水花村通往太平村的必经路，
平时车流量就大，正月间车更多。”山势渐
高，雪花如鹅毛飘洒，道路两侧已有不少积
雪，谢宗旬赶忙靠边停车，掏出手机联系家
住双河岩口附近的公路保洁员谢光泽。

“老辈子，双河岩口起凝没？”
“我一早起来看了，下的是泡雪，现在车

子通行没得问题。”
谢宗旬松了口气，“眼见为实，我还是上

去看下”。
沿途道路两侧的边坡出现了轻微垮塌，

路面上有砂石、小石块、树枝等障碍物。
“路上有石头，晚一点你过来清理

下……”每经过一段边坡垮塌路段，谢宗旬
就停车联系该路段的保洁员，通知他们及时
清理障碍物，从而保证行车安全。

一路走走停停，半小时的车程距离，谢
宗旬开了接近两小时。上午8点，谢宗旬赶
到了双河岩口。下了车，他在公路上来回走
了几趟，确定路面没有结冰后，这才放下心
来。

“这段路大树多，雪大了树枝容易断，要
随时检查、随时清除。”谢宗旬反复叮嘱正在
巡查的谢光泽。两人一起将“冰雪路面，小
心驾驶”的安全警示牌，摆在路旁显眼位置，
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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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谢宗旬（左）给路段保洁员叮嘱寒潮天气
下的注意事项。 特约摄影 赵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刘一叶）兔年的第一天，电影院的热
闹又回来了。1月22日，记者走访发现，市内多家影院张
灯结彩、热闹非凡，截至当天晚上10点，全国2023年春节
档电影首日总票房已突破13亿元。截至记者当晚发稿时，
重庆大年初一当日票房已突破2600万元，《流浪地球2》
《满江红》《无名》成为市民最爱看的电影。

大年初一下午5点，记者来到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百
丽宫影城时，发现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观影的市民。
很多观众都是带着父母或孩子合家观影，还有些影迷赶在
新年第一天刷完了自己想看的全部新片。市民李欣艺看了
《满江红》后，接着又给《流浪地球2》贡献了一次票房，“感
觉今年春节档这几部片子质量都不错，可看性还挺高。明
天一早，我还想来看《无名》”。

“相较于之前的贺岁档，今年春节档的情形大不一样。
早上10点，影城刚开，就有不少市民前来观影。”该影院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位于时代天街的UME影城，部分场
次早在预售阶段就已售罄。记者在走访我市多家影院后发
现，今年春节档大部分影片的上座率都达到50%以上。

“今年春节档供片质量高，电影票价又较去年有所下
降。大年初一，我们店就放映了近60场。”英皇电影城工作
人员刘霜说。

“从口碑上看，今年春节档的上映新片均有不俗实力，
多部影片口碑向好，各个年龄层、各种审美口味的观众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影片。”重庆青年电影展创始人丁钟说。

春节档重庆影市
迎来开门红

大年初一票房突破2600万元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凯

1月22日，大渡口区
新山村街道沪汉社区知
音街心花园，吸引了不少
居民前来游玩。这是沪
汉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于
日前完工的最后一个项
目，标志着该社区耗时一
年半、投入近 2000 万元
的改造工程全面完工，老
旧小区展现出“新”面貌。

“过去这里是一个狭
长的坝子，一到下班时间
车辆乱停乱放，影响环境
不说，还堵塞消防通道。”
59 岁居民唐兵说，听说
社区要在这块坝子建街
心花园，大家都很欢迎。
去年 10月动工以来，坝
子一天天变了样，形象展
示长廊、老年人休闲晒
台、小朋友活动乐园、联
谊活动区域相继成形，还
增添了秋千、滑梯等游乐
设施。

社区一边建花园，一
边征求居民意见。唐兵
和几位邻居提出，花园原
本的设计图以灰色为主，
能不能喜庆一点、色彩丰
富一些。“你看，现在公园
里的大片红色、黄色、蓝
色，就是我提的建议。”对
此，唐兵很有成就感。

沪汉社区有11栋老
旧楼栋，多建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人行道狭窄、拥
挤，小区内路面年久失
修、墙面脱落、设施不完
善。“我们筛选了56个项
目，每家每户征求意见，
大至房屋颜色、小到垃圾

桶造型，416户居民都有投票权，最终实施
的23个项目，同意率达到90%以上。”沪汉
社区党委书记王迪介绍，改造工程主要对
屋面、外墙、楼梯、景观等公共部位实施了
改造提升。

沪汉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创下了
大渡口区三个“第一”：第一个采用“部门+
街道+企业”模式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第一个党员群众全程参与的改造项目，
第一个动员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改造项
目。

前两天，“玉兔闹新春 公园焕新颜”
新春系列活动也在知音街心花园举行，居
民们感受到浓浓年味。唐兵说：“现在，社
区里笑声多了，邻居们笑脸多了。‘新’小区
里过新年，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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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闹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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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舞花车巡游、舞草龙、赏花灯……春节里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是新年
的“老味道”，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也营造出浓浓年味，让人们在欢乐喜悦中
庆新春。

图①：1月23日,两江国际影视城，市民正观看狮舞巡游。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图②：1月23日，沙坪坝三峡广场，川剧演员表演变脸，赢得现场观众一片
喝彩。 通讯员 郭晋 摄/视觉重庆

图③：1月22日，璧山区古道湾公园梯田花海，非遗表演者舞草龙再现田
间丰收场景，吸引游客驻足欣赏。 特约摄影 谢捷/视觉重庆

图④：1月23日，酉阳县板溪镇扎营村，几个小朋友正在赏灯游玩。
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