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球会上

赏民俗
  □新华社发
  2月18日，几名小朋友在萝卜·元
宵·糖球会上观看传统手工糍粑制作。
  当日，2024年青岛萝卜·元宵·糖
球会正式开幕，活动包含赏花灯、观舞
龙、赶大集、游园会等特色民俗活动，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老区脱贫户吃上市场饭
“不能在家里等着吃政策，还得自己加油干”

  □ 本 报 记 者 毛鑫鑫 赵 丰
    本报通讯员 王利群 耿正增

  “ 微 信 收 款 5 0 元、微 信 收 款 2 0
元……”听到收款提示音，沂水县黄山铺
镇大官庄村脱贫户李富合的脸上挂满
笑容。
  2月13日，大年初四早上9点，52岁的
李富合和妻子刘玉芳赶到自家摊位，把砂
糖橘、花生、瓜子摆了出来。摊位位于黄
山铺镇一个十字路口旁，周边企业、村庄
很多。刚摆上摊，就做成了几笔生意。
“我们大年初三就开始摆摊，生意不错，
一上午能赶上平常一天的收入。”李富

合说。
  2022年儿子结婚，2023年孙女出生，
李富合一家喜事连连。“以前根本不敢
想。”刘玉芳说，十几年前孩子还小，李
富合的腿生了大毛病，差点截肢，只能四
处借钱看病，“那时候我整天愁，眼泪都
哭干了。”
  因病致贫后，赶上国家政策精准帮
扶，李富合一家有了产业项目分红、打零
工等的收入，2016年底顺利脱贫。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李富合心中有自己的盘算：“虽然国
家扶贫给了好政策，但不能在家里等着吃
‘政策’，还得自己加油干。”
  2017年，李富合拄着拐和妻子一起摆
摊卖起水果。吃“市场饭”并不如想象中
容易，一开始生意不错，但随着附近摊位
变多，收入受到影响。夫妻俩就每天提早
出摊，偶尔添点新的品类，生意维持了

下来。
  日子逐渐好起来，李富合又到济南做
了几次手术，治好了腿疾。腿好了，孩子
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少不了花钱，李富
合又动起了致富的念头。思来想去，他决
定搞电动车维修。
  “搞维修，得要本钱。但当时刚治完
病，手头紧。”正犯难的时候，李富合想
到之前帮扶干部宣传过的小额信贷政策，
不用抵押和担保，还能享受政府的全额贴
息，他立马联系了帮扶干部了解详细的政
策，并顺利办理了3万元贷款。
  看到李富合这么有干劲，村里又为他
安排了免费的场地。置办好工具、零件，
电动车维修点顺利开业。这两年，他又增
加了为车辆打润滑油的业务，还上了电动
车快充装置。“家里这两个小生意，一年
能挣三万多块。以前想买的冰箱、空调，
这两年也买上了。”李富合说。

  “有干劲就有奔头。如果一味‘等靠
要’，孩子的婚事可能都耽误了。”黄山
铺镇二级主任科员李厚国，为李富合的干
劲竖起大拇指。
  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
巩固脱贫成果，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动力，
努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沂
水县持续优化小额信贷等帮扶政策，推动
脱贫群众、动态监测人群增收。截至目
前，沂水县共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1884
户次、7102.99万元。
  “困难的时候过去了，脱了贫，各方
面条件都好了，我更要好好干，努力把生
活质量再往上提提。”生活走上正轨的李
富合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有思路。考
虑到周边干电焊的少，去年他在县里的技
校报了电焊班，准备今年把证考下来，再
拓展一条“致富新路”。

文旅“热辣滚烫” 交通平稳有序
春节假期，山东接待国内游客比2019年增长七成，过夜游客人数和停留时间大幅增长

  □ 本报记者 常青 杨 帆
         刘英 唐晓宁

  春节假期已经落下帷幕，回顾这个
假期，我省交通出行平稳有序，为群众
返乡返岗保驾护航；文旅产品丰富多
彩，为游客带来“热辣滚烫”的过年体
验。在齐鲁大地，广大群众度过了一个
喜庆祥和的春节假期。

  积极协调加大运力，全

力满足春运需求

  春节假期，济南机场客流持续增
加。其中2月16日（正月初七）进出港
旅客量达6.4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420
架次，刷新了春运单日旅客吞吐量历史
新高。
  1月26日至2月17日，济南机场累计
起降运输航班9077架次、运送旅客129
万人次，比2023年分别增长30%和59%，
比2019年分别增长12%和15.7%。值得一
提的是，从大年初五开始，济南机场客
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
4日突破6万人次。8天假期共计运送旅
客47.2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51.1%，较
2019年增长17.2%。
  从航线热度看，春运以来，济南
机场旅客出行的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

成都、昆明、广州、重庆、深圳、长
沙、哈尔滨、西安、海口、长春等
地，航线客座率均在88%以上。为进一
步保障旅客旅途顺畅，济南机场积极
协调航空公司，针对广州、三亚、哈
尔滨等航线加大运力投放，全力满足
春运出行需求。
  随着国际运力的不断恢复，出入境
旅游也水涨船高。春节假期，全省边检
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2 .4万余人
次，其中飞机800余架次、船舶630余艘
次，同比增加558.1%、753.2%和39.1%，
各口岸旅客数量回升明显。
  据了解，目前，全省口岸共开通国
际客运航线35条，涉及14个国家（地
区），其中空港27条、海港8条，分别
恢复至疫情前的45.8%、88.9%。假期期
间，旅客主要往来于韩国、日本等国家
及地区，居民跨境旅游、探亲的热潮持
续增长。
  为确保口岸安全顺畅，山东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严格落实“中国公民出入
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等便民利民
举措，同时加强客流量的研判，科学组
织勤务、提前开足验证通道，为返程出
入境旅客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保
障旅客通关顺畅有序。
  为应对务工人员返岗复工客流高
峰，山东省春运工作机制持续开展

“鲁力同心·平安旅途”主题活动，
为务工人员返岗复工提供专项交通运
输服务保障。加强客运保障，及时发
布车次航班、路线路况及天气变化等
信息，引导务工人员合理安排出行计
划，积极协调为务工人员客流集中出
行提供包车、专列、专机等定制服
务。保障路网畅通，落实“一路多
方”快速处置、前置备勤、省际协同
联动等工作机制，确保一旦出现突发
情况，能够快速高效应对处置。持续
优化服务，在火车站、汽车站提供便
捷购票服务，增设服务台和流动岗，
畅通12328服务热线，为务工人员排忧
解难。

文旅消费“热力值”飙升

  春节假期，我省组织开展“欢欢喜
喜过大年”春节主题文旅活动，省市县
乡村五级联动举办2024春节山东乡村文
化旅游节，为游客提供文化体验、旅游
观光、休闲娱乐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消费
产品，文旅市场“热力值”持续飙升。
据统计测算，春节8天假期，全省接待
国内游客、国内旅游收入比2019年分别
增长70.8%和42.2%。
  头部旅游景区、主题街区和城市
商圈承载了旅游接待的主要部分。8天

来，山东纳入重点监测的200家景区接
待游客2649.1万人次，营业收入11.8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42.3%、
93.2%。与“流量”齐飞的，还有游客
的停留时间。春节期间，山东接待的
过夜游客人数和停留时间大幅增长，
纳入监测的172家旅游住宿设施接待游
客18.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9262.1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65.3%和40.3%，过夜
游客平均停留2 夜及以上的占比达
65%。
  各地精心策划了内容丰富的文博
游、研学游，推出形式多样的非遗体
验、旅游演艺，文旅融合备受青睐。在
城乡互动中，乡村旅游备受青睐，山东
重点监测的28家乡村旅游景区，共接待
游客232.6万人次，实现营收14378.7万
元、门票收入2345.3万元。
  从消费场景上看，浓缩中华传统民
俗文化的庙会、灯会人气旺盛。济南天
下第一泉风景区举办灯会、庙会、秦祠
祈福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接待游客达
到209.59万人次。穿越感十足的古城古
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客。春节假
期，台儿庄古城累计接待游客量逾85.27
万人次。东平大宋不夜城接待游客42.6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942.02万元，客
单消费增幅30%。

  □ 本报记者 魏然

　　大年初二，兰陵县代村的古城老街热闹非凡。
王传喜和平时一样，拿着工作笔记走进村委会办公
室，“咱们先说说昨天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体会，
再把菜博会和乡村振兴品牌节的分工安排下去，这
几天放假来玩的游客多，开完会咱们分头去村里转
转。”
　　过年不放假，已经成为这些年代村村干部的
“传统”。村里的农文旅产业一年比一年红火，节
假日越忙，村干部和村民们的干劲也越足。靠着发
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代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传喜带领村民们埋头苦干，把代村这个曾
经的贫困落后村，发展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魅力新村，2023
年村集体纯收入达到1.6亿元。
　　先后当选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代表的王传喜，
2023 年又成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的身份带来
新的使命，他把扎根农村20 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经
验，转化成意见建议，带到了全国两会上。第一次
参会，他提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的建议》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回应。
　　今年全国两会，王传喜关注的重点依然在“三
农”领域，并为此进行了近一年的深入调研。
　　2023年5月，王传喜跟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调研组赴浙江、辽宁等地调研，随后又带着村干部
到山西、河北、重庆等地的村庄学习交流。在从河
北返回家乡的高速路上，他们开了一场4个多小时
的“高速座谈会”，收获了不少发展的好思路好
点子。
　　在接下来召开的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王传
喜围绕“强基固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
加强县级“一线指挥部”建设、实施农村“领头
雁”工程等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认可。
　　作为来自基层的委员，王传喜不仅从农村实际
出发，提出可行性建议，更通过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进行经验共享，帮助很多村庄实现稳定脱贫。
　　自2018年开始，王传喜带领代村和周边11个村
共同建设“田园新城”，走出一条集现代农业、商
贸物流、休闲旅游、生态居住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
发展之路，带动2.6万名农民奔向共同富裕。去
年，代村还与青海省海晏县东达村建立了东西协作关系，提供资金、
技术，带动他们一起致富。
　　在王传喜看来，“三农”工作事关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更事关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我准备的提案就是关于城乡融合发
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内容。”王传喜从调研和实际出
发，提出强化片区共建、破解土地碎片化、培养有经济头脑的农村干
部等建议，最终落脚点是解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问题。“希望我的建
议能够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王传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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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梳柳

夜雨润花时

  2月18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青龙镇二塘村，农户驾驶
拖拉机进行翻耕作业。（□新华社发）

做活汤经济 日子有盼头
　　□ 本 报 记 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张继平

　　大年初一，王延华就赶到位于临沂市
河东区汤头街道的观唐温泉度假村上班。
在观唐温泉做了十余年维修工，他近来又
学起了新技能，成为温泉池看护员。
　　“去年进入冬季后客流量较大，公司
把所有的泡池区域都放开了，温泉池看护
人员紧缺，我也边做维修，边看管泡
池。”王延华说，“主要工作是保证温泉
水质干净，温度适宜。”做好温泉池的杀
菌消毒工作后，王延华旋开开关，一管温
泉水便氤氲着白雾从管道中缓缓流出。
　　上午10点过后，前来泡温泉的客人络

绎不绝，游客数量超出了王延华和同事的
预期。“更多人选择在春节假期出来泡温
泉，根据往年大年初一的客流量推算，今
天的游客大概在600—800人次，但实际上
我们接待了将近2000名游客。”观唐温泉
度假村温泉部经理王庆建说。
　　游客的增加，得益于临沂市河东区
“温泉+”文旅新模式的打造。河东区做
好温泉文章，打破传统的“门票经济”模
式，围绕温泉康养、康复疗养、滨水度假
三大主题，开发新产品，构建起以温泉度
假为龙头、康复疗养为亮点、滨水度假为
辅助的度假产品体系。
　　“游客的消费观念也在转变，以前来
泡温泉的游客，都说是来泡澡的，现在他

们更看重泡不同的汤池带来的不同功效，
泡温泉都是追求放松、养肤、强身健体
的，多样的功能吸引了更多游客。”王庆
建说，“因为这一眼温泉水，汤头街道的
游客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旺。”
　　人气旺起来，温泉游“火”起来，汤
头街道的村民凭借“汤经济”奔向好日
子。2月7日，汤头街道的增利全羊馆老板
李建磊本打算当天中午忙完就打烊，但一
直到下午3点多，还有不少食客进店用
餐。店员们忙着在各个饭桌间来回穿梭，
李建磊也端着两盘菜从店内走出来，干起
了上菜的活计。
　　“在汤头这个地方，一直有泡完温泉
喝一碗羊肉汤的习惯。这几年泡温泉的人

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也一直不错。”忙
了一年，李建磊盘算起今年的账目，“一
天最少要卖400碗羊肉汤，一年的净收入
保守估计有26万元。”
　　在增利全羊馆北侧，温泉宾馆、早餐
店等跟温泉相关的店铺，排布在两条中心
街的两侧，其中不乏知名品牌店铺。
　　温泉也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仅温
泉旅游产业链就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保
安、保洁、管理人员等20多个大类3300
余个就业岗位。“现在温泉旅游打造起
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路修得又宽又平，生活越来越好
了。”王延华说。

　　□ 本报记者 卢昱

　　今天，齐鲁大地迎来雨水节气。如果说立春是春天的“奏鸣
曲”，那雨水便进入“变奏曲”，东风解冻、甘雨时降。此后，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古人认为木遇春而旺，春天是木性或木行，木行要完成生发
需要水，水行是木行的前一阶段。立春之后，水行再以雨水的节
气方式呈现，欢迎春天到来。
　　春雨贵如油，耕种就起头。雨水后的齐鲁大地，农人忙着给
麦田除草追肥、给果树剪枝，尤其是准备为小麦浇返青水。蛰伏
了一整个冬季，麦苗被空气中的一丝暖流唤醒，悄悄长出心叶，
蓄势待发。它们好像已在起跑线上就位，只待发令枪一响，便破
弦而出。
　　在山东，关于雨水节气的民谚，更是一箩筐，如“雨水有雨
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宝”“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到了
雨水天，生产全开展；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雨水有雨庄
稼好，大麦小麦粒粒饱”“冷雨水，暖惊蛰”“暖雨水，冷惊
蛰”“雨水东风起，伏天必有雨”等。
　　清代潍县知县郑板桥有副对联：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
去润花。雨水浸润了干枝，花骨朵开始释放积蓄已久的锦绣。中
国人爱花，那娇艳脆弱的精灵，代表着生命的孕育和轮回。
　　雨水时节，还有一个逐渐被淡忘的节日——— 花朝节。花朝
节，亦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人们为
花确定生日，并为此举办盛大的节庆活动。各地
花信早迟有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花朝节在南北
方出现了差异，花朝节也成了中国传统节日里，
日期最不固定的节日之一。没有特定的符号，也
难怪人们会渐渐将它遗忘、冷落。
　　绵绵春雨把勃勃生机洒在齐鲁大地上，天地
间一派开春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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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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