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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新春 虎虎生威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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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叶

火辣鲜明的美食之旅，欢快的舞
姿传递重庆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武
术表演与城市风光跃然荧屏……在今
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一批由重庆创
作、表演的节目令观众眼前一亮。演
出成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观众
看完演出后有何感想？重庆日报记者
进行了采访。

重庆云端之眼首登央视春晚

一批融合创新的节目在今年春晚
节目中十分抢眼。在景观太极《行云
流水》中，来自济南、陕西、广州的三位
武术演员在上海、重庆、广州三个城市
的高楼上表演太极，传递出传承、展望
以及进取的新年氛围。

在重庆知名观景台云端之眼拍摄
点，一位身着白衣的男子演绎了虎虎
生风的太极武术，向全国观众送上新
春祝福的同时，展现了充满青春律动
的壮美重庆风景。这是重庆云端之眼
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

“站在‘云端’俯瞰重庆，视野开
阔，景色壮观，带给观者一种宏大、豪
迈的强烈感受。”据该节目制作人、央
视春晚导演张异凡介绍，节目组在位

于高空的云端之眼开展拍摄，为了向
全国观众奉献精彩节目，团队结合了
高空和地面拍摄等形式，共用了3天
时间完成拍摄。

云端之眼观景台开发者、重庆菲
尼旅游董事长吴霄霞表示，她希望越
来越多的重庆市民带着家人登云端、
观两江，感受重庆的新变化。

《火锅奏鸣曲》再现重庆饮食之美

椒香麻辣，闻之则口舌生津，是走
遍天南海北，也忘不了的重庆火锅味
道。零点钟声刚刚敲响不久，身着火
红服饰的重庆青年，手持长筷闪亮出
场。此时，原本火热的春晚舞台呈现
出一种山城烟火气与重庆特有的人文
风貌。

火辣而热烈的《火锅奏鸣曲》十分
契合春晚的主题，得到了众多观众的
喜爱。“这是一种质朴的烟火气，是一
道重庆人特有的人文风景。”带队参演
央视春晚的重庆歌舞团舞蹈部副主任
杨宇欧说。

这一舞蹈脱胎自重庆歌舞团全新
打造的舞剧《绝对考验》中的舞段《火
锅》。

“所有的等待与排练，都很难忘。”
杨宇欧介绍，自2021年11月舞剧《杜

甫》宁波站巡演后，该团40余名舞蹈
演员即抵北京，开始为期两个半月的
高强度封闭式排练。

“此次春晚上演的《火锅奏鸣曲》，
就是我们为央视舞台量身定制的舞
段。”杨宇欧介绍，为了春晚舞台效果，
他们将舞蹈人数增加至40人，还在导
演组安排下对服装、道具进行了升
级。杨宇欧说，“台上只有5分多钟，
必须调整最好的状态，上台一秒钟进
入角色，把最好的状态给镜头。”

作为参演团队之一，重庆歌舞团的
演员们还与众多演员一起参与了开场
曲《欢乐吉祥年》、歌曲《爱在一起》《春
天的钟声》，和尾声歌舞《难忘今宵》的
群舞表演。为了更完美的艺术效果，从
动作设计、队形调度等，他们都经历了
反复练习，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每一
个动作。

向更多观众推介重庆独特的魅力

诸多带有重庆元素的节目，给电
视机前收看春晚的重庆人带来惊喜，
也让重庆观众收获了别样的感动。

“春晚不只是一场晚会，也是一种
情怀，更是除夕夜温暖的陪伴。”今年
是市民刘梦岚的本命年，围着红色围
裙的她告诉记者，边吃团圆饭边看春

晚话家常，已经成为全家过年的“标
配”。“今年春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重
庆的火锅，还有城市的风景，作为一名
重庆人，我很骄傲。”

“每年除夕，我都特别期待观看
央视春晚。今年的节目真是精彩，既
新颖好看、年味十足，又让我们深切
感受到了祖国在新时代谱写的壮美
诗篇。”1月31日，除夕之夜，南岸区
民警李中富和他的战友们坚守在岗
位上，趁着换班，大家围坐在值班室
内一同观看春晚。他表示，“虽然不
能与家人团团圆圆吃一顿年夜饭，但
能守护百姓的平安幸福，为社会的安
全稳定贡献微薄之力，我感到无比自
豪。”

“当《难忘今宵》响彻演播厅上空
时，我们都不自觉地跟着哼唱，特别骄
傲，特别自信。”重庆歌舞团演员石君
珂来自山西，因为疫情加之参加春晚
排练，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在接受微信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当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一刻，他强烈
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当下，我更加珍惜春晚这一
平台给予我们的高光时刻，用自己最
擅长的舞蹈向电视机前的家人展现
自己的状态，向更多观众推介重庆独
特的魅力。”

“云端”太极 火锅“奏鸣”

央视春晚舞台“重庆元素”亮眼

□本报记者 罗芸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在各区县
采访时发现，虎年春节到来之际，奋
战在我市乡村振兴一线的“第一书
记”们，正以“虎虎生威”的状态，帮助
村民过一个年味浓浓的春节，谋划开
春后的发展。

送春联，小院溢满欢乐

1月 28日，“嘀嘀——”的汽车
喇叭声，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
黄龙村响起。80多岁的脱贫户马泽
位迎了出来：“是巨书记来了！”

从车上跳下来的，是市委宣传部
帮扶集团派驻石家乡黄龙村“第一书
记”巨建兵，还有几位村里的志愿者。

“过年好，来给大家送春联了！”
脸庞黝黑的巨建兵和志愿者，拿着鲜
红的春联和大红的“福”字，走进马泽
位家的小院，一边拉家常，一边张罗
着为她家贴上春联和福字。这些都
是他们连夜写的，全村家家户户都
有。

“巨书记干事很实在，我们都得
了实惠！”马泽位说，在巨建兵的策划
和村干部们的通力合作下，村里注册
了“官田坝”品牌，通过电商把村里的
大米、老腊肉、萝卜干等农产品卖到
北上广。

老腊肉是线上销售的“俏货”。
像马泽位这样缺技能、主要种植传统
农作物的老人，能否也参与其中、实
现增收？

巨建兵将马泽位家偏屋漏风的
墙重新砌好，用于熏制老腊肉。3个
多月来，马泽位通过熏制老腊肉，挣
了四五千元的加工费。

“开春收了萝卜，我们继续请你
老人家把萝卜加工成萝卜干。前面
几批在城里卖得可好了，供不应求！”
巨建兵边说边贴春联。

贴好春联，巨建兵把内容念给老
人听：“上联是‘春满人间百花吐艳’，
下联是‘福临小院四季常安’。”

马泽位拍手笑了起来：“写得
好！我就盼着赶快开春，大干一场
呢！”

大家跟着哈哈大笑，笑声溢满小
院。

送计划，农户更有信心

1月26日，一场雨夹雪后，黔江
区太极镇金团村人行便道有些湿滑。

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村“第
一书记”胡尊爽，与村干部一起看望
慰问脱贫户后，又逐户走访蚕桑产业
园涉及的农户，为大家“打气”。

胡尊爽熟门熟路地来到龚节元
家小院，龚节元、龚节红两兄弟亲热
地出来打招呼。去年5月到任后，胡
尊爽来过好几次。

去年底，村里准备建现代化蚕桑
产业示范园，涉及两兄弟家两亩地。
最初，老哥俩宁可请人翻地种玉米也

不愿意流转。
胡尊爽每次来，除了拉家常，就

是帮忙算账：老哥俩家里都缺劳动
力，如果种玉米，两亩地利润不足
500元，还得提防野猪；如果种桑树，
每年有土地租金，还可以在桑园打
工，一年收入五六千元没问题。

最后，老哥俩同意将土地流转出
来。这几天，黄色的铲车正轰隆隆进
场平整土地，为春节后种植桑树作准
备。

围坐在暖暖的火炉边，龚节元、
龚节红最关心的是，虎年开春怎么
干？

胡尊爽娓娓道来：一是对村里已
有的800亩桑园进行管护，确保来年
桑叶质量；二是修好去年在暴雨中受
损的青龙嘴产业路；三是通过建智能
蚕棚等科技手段降低劳动强度、提高
劳动效率；四是延伸蚕桑产业链条，
提高桑园产值。老哥俩听得不住点
头。

“到时产业园会优先吸纳脱贫户
和像你们这样流转了土地的农户务
工，还希望两位老哥把技术练好点，
到时挣更多钱！”胡尊爽笑着说。

“要得，开春我们要在产业园里
努力挣钱！”龚节元紧紧地握住了胡
尊爽的手。

送“智库”，村里发展更“有数”

春节前夕，城口县咸宜镇双丰村
白雪皑皑。

天气虽冷，但“第一书记”余海从
主城请来专家，又请来二十多位党员
和村民代表，一起讨论山坡上的地怎
么种。

“以前都是家家户户想种啥就种
啥，没听说过还要专家指导的。”80
岁的老党员张述田怀着好奇心而来，
就是想看看这个“第一书记”，要把地
广人稀的双丰村变成啥样。

在会上，余海告诉大家，山坡上
的荒地会进行宜机化改造；配套建水
泥硬化的生产便道，今后微耕机可以
直接开进地里，不用再赶牛耕地。

党员李华珍羡慕地说，邻村在
山上搞茶园，收益“肯定不错”。专
家建议，最好是从规划开始就做好
农旅融合的准备，比如增设健身步
道，沿途建设凉亭、休闲椅等，让茶
园变观光园。这一提议，引来大家
叫好。

“我不想搞茶园，还是想种洋芋、
玉米，行不行呢？”有村民提问。余海
笑了，告诉大家：可以种，但最好种点

“特殊品种”，“比如，种黑土豆，种高
山糯玉米、水果玉米，技术类似，但收
入可以翻番！”

余海顺便给大家“报喜”，前几天
他和村干部把二十多种村里的农副
产品带进城，不到一天时间全部卖
光，收入3万多元。“双丰村生态好，
我们把山上土地改造后高效利用起
来，搞农旅融合，生活肯定一天比一
天好！”余海说。

“好！今后村里叫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我作为党员还要带头
干！”张述田疑虑打消了，对未来信心
十足。

送春联 促产业 谋发展

“第一书记”们下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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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傍晚，酉阳县板
溪镇山羊村，该镇纪检干部与
信访群众一起吃年夜饭，互致
新春祝福。该镇纪委在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对部分信访群众
开展回访工作，澄清相关事宜，
给群众以明白，还干部以清白，
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

通讯员 杨春来 摄/视
觉重庆

▲1月31日，在彭水县消防救援大队沙沱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们在食堂包饺子
过除夕。

特约摄影 赵勇/视觉重庆

除夕，一家人围坐着吃年
夜饭，是一年中最温暖、幸福的
时刻。

然而，在我们身边，在远
方，在城市，在乡村，在重庆
许许多多地方，有成千上万的
人没法享受这一温馨。因为
工作需要，他们坚守岗位，年
夜饭，就是一顿简简单单的工
作餐。

“非常”年夜饭

◀ 1 月 31
日晚，万盛经开
区清溪桥社区，
志 愿者为坚守
岗位的社区治
安巡逻队队员
送去热气腾腾
的汤圆。

通讯员 王泸
州 摄/视觉重庆

◀ 1 月 31
日，重庆力宏精
细化工有限公
司，坚守岗位的
职工一起吃团
年饭，迎接虎年
新春。

记 者 谢
智强 摄/视觉
重庆

（上接1版）
半个小时后，胡芸重新穿上防护

服返回诊室。
“和家人什么时候吃团圆饭？”记

者问。胡芸爽朗地回答：“还没定呢，
就我和父母三口人，啥时候团年都行，
先把发热门诊守好！”

不仅是胡芸，春节期间，我市各级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24小时接诊，每天
都安排有医护人员值班，真正发挥前
沿哨所的作用。

保障饮水安全的水质监测员

1月31日下午1点30分，在重庆
水务集团水质检测有限公司4楼的供

水检测部，微生物检测人员傅静正在
和同事对当天的水质进行抽样检
测。只见傅静小心翼翼把滴定管中
的高锰酸钾注入到锥形瓶中，等待其
反应。

“我在做耗氧量检测，就是看看
水中污染物的多少。”傅静告诉记
者，“耗氧量高，意味着水中有机物
多，容易产生有害物质，超过3毫克/
升我们就必须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处
理。”

“这几天检查结果都在1毫克/升
左右，远低于国家标准。”傅静称，“一
切正常的情况下，今晚我能准时回家
跟家人吃团年饭了。”

对傅静这样的检测人员而言，没
有工作日和节假日之分，一年365天
都有检测工作。“我们部门每个同事
春节期间都要值班，跟正常上班一
样，早上8点30分到岗，检测顺利的
话下午5点下班。”今年傅静被安排
值守春节假日的头两天，“我工作16
年了，每年都是这样，这是我们的职
责所在，春节期间要让市民喝上放
心水。”

据了解，春节期间重庆水务集团
下属各自来水厂将实行24小时不间
断巡检，增大管网水取样检测频次，确
保供水水质稳定可靠。另一方面，自
来水厂也将加强供水设施设备维护，

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

江上不眠的守灯人

1月31日傍晚，位于长江巴南段
娄溪沟、青岩子江岸的两个灯塔亮
了。与此同时，在这个江段的花朝门
至何家滩29公里长的江面上，76个航
标灯也亮了。

巴南区老马凼，长江重庆航道局
巴南航道处李家沱航道基地。大副、
班组长何文俊对照数字航道图仔细查
看。见灯塔与江面的航标灯均正常工
作，他舒了一口气。

为了保证长江航道这29公里的
航行安全，何文俊以及船长罗显臣、轮

机长杭兵、轮机员游黎、航标员赖强早
上8点半就开始接班，直到元宵节后
才能上岸回家。

接班后，船员们检查各种设备、
给预备的航标灯充电，确保一切正
常。为庆祝旧历新年到来，大家特
地给趸船换上了一面崭新的国旗，
晚上还在船上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
餐。

这几天，江水基本稳定。晚上8
时许，记者跟船员们登上航道03106
工作艇，由何文俊驾驶例行夜巡。

巡检完毕，船员们返回基地，做好
检修记录，然后继续值守。

这个航道基地可以追溯到五十年

代。当班船员中，参加水上工作工龄
最长的是罗显臣，已有41年。除夕这
天，是他老母亲85岁生日，他也只能
在船上通过电话表达孝心。

回到值班室，何文俊盯着数字航
道平台，继续“跑图”，认真检查灯的
电流电压，确保安然无恙。“船上很
寂寞，安全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他
说。

2月1日零时，虎年的钟声敲响，
灯塔和江上的航标灯依然亮着。

这一夜，长江沿线，灯塔亮着，航
标灯亮着，不眠不休。

（本报记者 向菊梅 周松 李
珩 崔曜 陈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