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寻年年味味觅觅乡乡愁愁，，乡乡村村旅旅游游热热起起来来
  □ 邵方超

  就像春晚上唱的，如果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今天，我想写
盘菜。
  炒绿豆芽，是我们家过年必不可少的。原来它是主角，现在它是
配菜，但几乎每次，都会被吃得精光。
  热锅凉油，急火猛烧，葱姜蒜辣椒爆锅，下豆芽，快速翻炒，锅
边淋醋，撒盐，点香油，断生出锅，未见汤水，最见锅气。
  菜还没上桌，酸辣咸香的味道，就已经飘满屋子，等四凉八热、
荤素摆满，饭热菜香，推杯换盏，混合着欢声笑语，就一起铺满了我
家的年味。
  一盘炒绿豆芽，究竟能好吃到什么程度？我确实文笔平平，难以
描摹清楚。只是当清脆入口，汁水溢满唇齿，那贪恋已久的味道，让
我心满意足，人一下子踏实了很多。这些年，才开始渐渐领悟，绿豆
芽之于我，不仅仅是世间美味，还有一些从不褪色的光阴里的故事。
  泡绿豆芽，是三姑家的营生。三姑自打出嫁后，三十多年，多半
时间都在跟绿豆芽打交道。选豆子，烫缸子，冲芽子，滤皮子……日
子过得不紧不慢，年复一年，不求大富大贵，但也算幸福美满。
  三姑手艺好，能吃苦，做事认真。她泡出的绿豆芽，短粗、齐
整、肉多，长得白白胖胖，十分讲究，家常炒、做焖饼、炝锅面，都
算是上好的食材。在老家朝城的大集上，那是叫得响的独一份儿，尤
其年关，更是抢手货。方圆十里八乡，要说每家每户都吃过，不敢打
包票，但要说谁家没吃过，可能真不多。
  以前上学，每逢寒假，我是铁定要去帮忙的。一进腊月二十，跟
着赶大集、卖豆芽，因为账算得快、不出岔子，钱兜子就归了我。年
集年集，从早到晚人挤人，豆芽一箩筐一箩筐往外出，我这“小菜贩
儿”，收钱、找零，就会忙个不停，兜子很快就鼓鼓囊囊了起来。记
忆里，三姑永远都是最早收摊的那一个，每当此时，才想起已是饥肠
辘辘，我们会带着胜利的喜悦，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
  前年，父亲生了一场病。从那以后，三姑几乎承包了我家的蔬
菜，茄子、豆角、黄瓜、丝瓜，四季时令，从不间断。当然，这里面
最好的，还是绿豆芽，我们百吃不厌。炒绿豆芽的火候，三姑掌握得
最好，我跟着学过几次，自以为学到了精髓，但总还是差了点意思，
或许是三姑双手的温度，给了这份食材升华的过程吧。
  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百味。炒绿豆芽的味道，已经沉淀在漫长的
时光里，往往才下舌尖，就又上了心间。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应
该都有一盘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炒绿豆芽”，它纯真质朴，无须过分
繁复的技法，却能结结实实勾住你的味蕾，让你思乡，让你怀旧，让
你回味起一段段铭刻在心的悠然往事，每念及此，总会眼眶湿热。

绿豆芽，见锅气

  □ 本 报 记 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任清松

  穿、腾、跃、翻、滚、缠，百余人
身着华服，矫健地快速移动，九条龙随
之舞动身子，龙出宫、龙穿身、卧龙飞
腾……耀眼的金鳞在喧天鼓声里闪着光
芒。大年初一，临邑县临盘街道舞龙队
“小试牛刀”，传承24 年的九条巨龙
被“唤醒”，一出“九龙闹春”让龙年
第一天倍加欢腾。
  “龙头看龙珠，龙身随龙头，龙尾
跟龙身，凝神聚气，劲儿往一处使，才
能舞‘活’一条龙。”半个月前，临盘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国栋就开始置办道
具、筛选队员、组织训练。他介绍，每
条龙9节龙身、一个龙头、一个龙尾，
外加龙珠，还需要3名替补，九条龙总
人数在150 人左右。“人多有气势，舞
的就是一个精气神儿。”
  2000 年，也是一个龙年，原张寨
乡、太平寺乡和营子乡合并为临盘镇，
镇党委决定通过开展传统舞龙表演的方
式，增强干部群众的凝聚力，组建了9
支队伍。多年来春节舞龙成了临盘的传
统项目，坚持至今。
  如今的“九龙闹春”有直躺舞龙、
龙尾高翘等22 个动作。“寓意国家繁
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各项事业
龙腾虎跃更上一层楼。”领队张光建告
诉记者，“九龙闹春”舞龙表演已成为
市级非遗，也成为德州春节期间文艺展
演的“保留项目”。

  临盘街道办事处机关工会主席卢双
红参加舞龙队已经22 年，先是舞“龙
尾”，近几年开始舞“龙身”。“我已
经40 岁，龙尾太耗体力，交给年轻人
了。”她说，来镇上工作的年轻机关干
部通过“舞龙”训练，能更好地融入这
个集体。
  今年，除了雷打不动的两支队伍由
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外，其余7支队伍主
要组成人员是临邑一中临盘分校的高中
生。招募队员前，学校团委的社团负责
人郑景瑞给学生家长发放了“明白
纸”，阐明了“舞龙”的意义：让学生
了解这一传统文化，培养团队精神和协
作能力。
  “家长和学生们很支持，尽管需要
留校排练到腊月二十五，没有一个学生
喊累。”看完学生们的首场表演后，郑
景瑞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充满力量

和希望，这九条龙能一直舞下去。”
  马孝鹏今年读高二，家就在临盘街
道，他的父亲也曾参加过街道的舞龙
队。“过年跟着大人看舞龙是必不可少
的‘节目’，父亲还教过我简单的动
作。如今自己上场，让这个龙年春节更
有意义。”
  “这么多年，我们舞龙队伍里有党
员干部、村民、学校老师和学生，还有
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舞起龙来，大家统
一听从指挥，离了谁都不行，齐心协力
才能办成事。”张光建说。
  “这个龙年，要把22 个动作一一
分解，以图文形式记录下来，鼓点也要
简谱化。”临盘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万里
说，“舞龙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百姓精神生活更加富足，也将助推乡
村文化振兴。”

““九九龙龙闹闹春春””，，舞舞出出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精精气气神神儿儿

  □记 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徐志强 报道
  2 月10 日，大年初一，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在泰山之巅迎接龙年第一缕阳
光。春节假期首日，泰山景区累计接待
游客3万余人。登泰山过大年，祈福国
泰民安，成为春节时尚。

泰山之巅

迎接龙年日出

山东“菜篮子”产品丰富供应足
目前平均日产蔬菜20万吨左右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春节期间，蔬菜销售量大，我们
得趁着这个节点抓紧收获蔬菜，供应市
场。”大年初一一大早，天刚放亮，沂
南县辛集镇房庄子村党支部书记谢吉海
就跟菜农们钻进了大棚，这里一片生机
盎然，一垄垄黄瓜郁郁葱葱、长势
喜人。
　　房庄子村有着悠久的黄瓜种植历
史，为了做大产业规模，党支部牵头成
立了鲁蒙蔬菜购销专业合作社，共有
36 个社员，建起了16 个蔬菜大棚，大
部分种的都是黄瓜。
　　“以前菜农种菜都是凭经验，如今

农技专家经常来给传授技术，大家种菜
越来越科学，蔬菜产量也越来越高、品
质越来越好。”谢吉海乐呵呵地说，合
作社种植的这茬黄瓜从元旦开始上市，
现在社员们每隔一天摘一次，每天产量
能有1000斤左右。
　　大约八点半，采收完成，这批菜被
拉往了位于本村不远处的蔬菜交易市
场。这个交易市场占地200 亩，现在每
天交易黄瓜约50万斤，交易额达200 万
元，方便了菜农就近售卖蔬菜。“大家
伙儿卖完菜，就开开心心拜年去了，两
不耽误。”谢吉海说。
　　再有20 天，这茬黄瓜就进入采收
高峰期。“春节后的几天天气会很好，

阳光充足，产量肯定差不了！”站在龙
年新的起点，谢吉海有着新打算：“合
作社刚建起来三层楼，不仅用于蔬菜、
水果等农产品分拣包装，同时也会开展
农产品电商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保障
市场供应，带农增收致富。”
　　“菜篮子”与家家户户息息相关，
是最基本的民生。
　　据了解，我省蔬菜播种面积常年稳
定在 2200 万亩左右。一段时间以来，
农业农村部门不断加大对各地的工作指
导，组织专家团队到基层一线送技术、
送服务，着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防灾
减灾能力，全力确保春节期间“菜篮
子”产品“产得出”“供得上”。

　　“据农情调度，目前我省蔬菜在田
面积642 万亩，比去年同期增加1 万余
亩，平均日产蔬菜20 万吨左右。”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刘振杰说，随着光
照、温度等自然条件的进一步向好，蔬
菜日产量将进一步提高，市场供应能力
也将进一步提升。
　　不仅蔬菜供应充足，我省肉蛋奶、
水产品等其他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也保
持稳定向好的态势，丰富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节日餐桌。
　　从畜禽生产供应情况看，全省肉
蛋奶年产量保持在 150 0 万吨以上，
2023 年达到了 1686 万吨，创历史新
高。        （下转第三版）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高云野

  2 月 7 日，走进临沂市费县东蒙镇杨家庄村菜农杨忠东的蔬菜大
棚，棚内气温适宜，西红柿植株上挂满精致的红色果实。
  位于杨庄村的东蒙镇蔬菜产业中心生态农场共有 46 座蔬菜大
棚，杨忠东负责管理3号大棚。这座大棚占地4亩，年产西红柿6 万
斤，产值可达30 万元，其中有12 万元作为杨忠东的管理收入。“此
外，村集体成立了合作社，运营整个基地，所得到的收入还会给村民
分红，这两年村集体的分红一年比一边高。”杨忠东说。
  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厚伟介绍，村集体产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得
益于科研院所、国有企业、村集体与农户的合力谋划。“伴随新农机
技术的普及，智能设备的应用，干活可比以前轻松多了。”一边说
着，杨厚伟一边按住喷雾开关演示新型管道喷雾的过程，细雾状的水
汽均匀洒落，形成水珠儿在菜叶子上滚动。以前一个大棚人工喷雾要
1-2小时，现在只要8分钟就可以。
  “我们着重打通优质科技资源进村入户的通道。”费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闫广志介绍，该县通过共建省农科院乡村人才学院费县
分院、农业技术培训基地、农科专家工作室和乡村振兴科技展览室等
四类科创平台，搭建起全平台的科技人才支撑体系。
  自从东蒙镇蔬菜产业中心生态农场建成，临沂农发集团职工张彬
就作为投资方代表常驻此地，参与基地运营管理。据张彬介绍，该中
心创新性探索实施“国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农户”合作经营模
式，通过“保底+分红”的模式，年生产优质蔬菜230 万公斤，实现
了企业、村集体、农户“三方共赢”。
  此外，去年东蒙镇组建联合社带活合作社，大力延长产业链，着
力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一批传统种粮村也实现了村集体分红增长。
  “联合社引导合作社由易到难逐步开展业务，将群众急需、合作
社能办的农资、农机服务、土地托管等业务作为突破口，通过协调各
成员社开展农资集采，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费县东蒙镇中武家汇
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立元说。

村集体分红年年高

  □ 本报记者 唐晓宁

  在民宿院子里“燎文烟”“放鞭
炮”来辞旧迎新，检查房间地暖温度和
新年布置，最后摆上新鲜的水果和干
果……大年三十早晨六点，临沂沂南竹
泉村精品民宿负责人毛培娟就忙活起
来。“今天有来自青岛、天津、江苏等
地的六个家庭来竹泉村民宿一起迎接新
年，大家一起贴春联、包饺子，吃公鸡
炖松蘑、野生大鲤鱼等当地特色年夜
饭。”
  这个春节，以体验年俗为主题的乡
村民俗游热了起来，下乡拾年味、寻年
俗、觅乡愁成为游客春节旅游的鲜明诉
求。乡村，作为山东民俗文化资源的
“聚宝盆”，无疑是年味十足的地方。
  2024 春节山东乡村文化旅游节期
间，全省各地深入挖掘呈现乡村文化特
色，精心策划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了丰

富多彩的乡村节庆习俗游、非遗体验
游、古城古村游、新春田园游、民宿欢
聚游等特色产品，在让年味变得更浓的
同时，也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
  龙年春节期间，竹泉村·红石寨作
为老牌乡村旅游景区，在往年民俗展演
体验的基础上，又特别上新了潮趣游园
会。“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打卡，我
们今年在景区增添了古装巡游NPC、
祈福互动小游戏等网红元素，还有欢乐
大马戏和汽摩特技等游客喜闻乐见的表
演。”竹泉村·红石寨景区企划总监王
峰告诉记者，“大年初一，景区客流量
近万人。”
  与都市的年味不同，乡村各具特色
的年俗风情、传统怀旧的民居宅院、传
统烹调的农家年菜、走街串巷的拜年问
候等，都让人们世世代代传承的“乡
土”年味格外浓郁。
  敲花鼓、舞龙狮、扭秧歌、抬花
轿，近日东营市垦利区杨庙·黄河里民
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到
黄河边寻找记忆中的年味。“除了看热
闹的民俗表演，我们还玩了射箭、捶
丸、投壶、蹴鞠等国风小游戏，很有过

年的氛围。”来自利津县的游客崔振卿
告诉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老村落的
场景还原，让人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过年
的时光。”
  “我们利用杨庙·黄河里保留的二
十世纪传统民居的特色风貌，特别策划
了老村落怀旧系列活动。”东营市垦利
区董集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建超介绍，活
动围绕过去村民怎么过年，对老村落内
外进行灯光修复、挂灯笼、贴对联、营
造雪景春节气氛，为游客呈现拜年、年
夜饭等场景，展现过大年的往昔记忆。
  当“年味乡村游”和“艺术文艺
范”相遇，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年
来，不少回乡创业的“乡村合伙人”为
“乡村游”注入创新力量。如泗水县等
闲谷艺术小镇这类文艺气息十足的新型
乡村旅游目的地，让春节期间齐鲁乡村
中的文化民俗、风土物产焕发着新生
活力。
  大年初一，在等闲谷艺术小镇阅湖
尚儒文创街，人潮熙熙攘攘，川上咖啡
厅、乡村理想生活馆、游慕茶舍等艺术
性十足的场馆被年画、红灯笼、贺年条
幅等新年元素装饰得喜气洋洋。街区的

“虎咬瓜”店铺内，游客更是络绎不
绝。“店里所售的饮品、糕点等都是用
泗水地瓜制作，以当地特产为原料的创
意食品很受欢迎，春节一天的销售额就
有五六千元。”“虎咬瓜”店长孔
圆说。
  在离文创街不远的阅湖尚儒研学
基地，非遗体验成为热门项目。“把
泥坯固定在拉坯机中心，机器旋转起
来后用指头指腹缓慢向内扣，将泥坯
上方开口。”陶朱工坊内，负责人马
骁正在指导游客制作陶艺。“泗水县
柘沟镇制陶历史可追溯到六七千年
前，工坊主要进行传统泥陶的展示和
体验。”马骁告诉记者，“春节期间
来体验制陶的游客很多，今天就接待
了上百名体验者。”
  “大年初一，景区的客流量达到上
万人。”据等闲谷艺术小镇阅湖尚儒研
学基地运营经理刘雪梅介绍，今年春节
景区不仅开设泗水民间剪纸、鲁班记
忆、扎染等10 余项非遗体验项目，还
首次开放了艺术粮仓并设置猜灯谜等互
动打卡游戏，让游客过一个具有乡村文
艺范儿的新年。

  □记者 唐晓宁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0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月10
日，全省重点监测的200 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251 . 3 万人次，
门票收入 3511 . 2 万元，与上年同期（正月初一）相比，分别增长
8 . 6%和128 . 3%。
  受传统年俗影响，春节假期首日游客出行半径较短，在本地找
“年味”成为大多数游客的选择，本地游、亲子游、年俗游成为春节
假日消费热点，滑雪嬉雪、水果采摘田园体验、温泉康养等项目深受
游客欢迎。诸城市推出养生仙境·竹山生态谷温泉冬日休闲活动，潍
坊市坊子区玉泉洼“莓好时光”采摘活动可体验采摘和有机牧场的奶
制品制作。大年初一，“品海肠捞饭 游仙境烟台”活动持续开展，
滨海一线特色景点春和景明，鸥鸟翔集，吸引很多游客漫步悠游，赏
新春碧海胜景。

山东200家景区

大年初一迎客251 . 3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