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李明
         孟令洋

  1 月 29 日，大年初一早上 6 点 30
分，黄河岸边寒气逼人。济南热力集团
工作人员夏本鑫扒拉了几口早饭，就匆
匆赶往“聊热入济”南线穿黄隧道盾构
始发井施工现场。
  清晨的寒气让这个小伙子不由地裹
紧了羽绒服，加快了脚步。走进昏暗、
狭窄的隧道，温度逐步升高，到达盾构
机最前沿时，温度超过了30℃，他身上
只剩单衣。而此时，14 名工人正在隧道
内忙碌着。
  “在黄河底下打隧道，容不得半点
马虎。”夏本鑫说，尽管这台盾构机
“吃土”“吞泥”都不在话下，但因黄
河底部地质条件复杂，他们采用高分子
材料给隧道戴上“尿不湿”，解决了渗

水问题。
  而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崔寨
街道邢渡村外，“聊热入济”北线穿黄
隧道盾构施工现场，全长146 米、重达
1180 吨的盾构机已在除夕当天始发，50
多名施工人员坚守在一线。“由于地下
水位较高，我们正在做降水防护。”现
场负责人彭程介绍，为了在下一个采暖
季让泉城市民用上更为清洁、稳定的热
源，他们将在6 个月内打通这条2100 米
长的穿黄隧道。
  “聊热入济”项目全长约 130 公
里，将聊城的电厂余热引入济南，计划
于下一个采暖季建成投用，将为泉城增
加1亿平方米的热源。
  重点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器”和“压舱石”。春节期间，山东多
地重点项目持续刷新“进度条”，冲刺
新春“开门红”。
  “打灰！打灰！”大年初一深夜，
对讲机里传来的指令声，打破了寂静的
夜。中铁建工集团津潍高铁东营南站项
目侧式站房区域混凝土垫层开始浇筑。
“工期紧张，我们日夜兼程，全力以

赴。”项目部混凝土班组长张建说。春
节期间，100 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塔
吊、挖掘机、卡车、锚杆钻机开足马
力，切割声、捶打声和机械轰鸣声交织
混响。
  津潍高铁东营南站是未来东营市的
标志性建筑，项目建成后将助力东营市
成为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对于加
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沿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期紧、任务重，锚索施工又关
系到深基坑的施工安全，我们将每一根
锚索与钢腰梁焊接牢固，全力保障基坑
安全。”来自河南省汝州市的锚索工人
张如杰已经连续三年在工地过年。他说，
项目部给工人们准备了对联、年货、年夜
饭，“虽然没能回家团聚，但在项目上过年
多了一种别样的充实感。”
  为确保春节期间正常施工，项目部
提前谋划部署，制订施工计划，提前采
购并储备了足够的建筑材料、生活
物资。
  寒风劲吹，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
热火朝天。

  “一二，抬起！”大年初三，科达
利新能源电池精密结构件扩产项目施工
现场，直径50 厘米的雨污水管道扛在肩
头，3 名施工人员调整位置，牢牢抓住
管道壁，将其平稳地安置在预定坑
道内。
  作为枣庄锂电新能源产业的重点配
套项目，该项目位于“零碳智谷”产城
融合先导区，占地面积约300 亩，总投
资15 亿元，主要生产锂电池盖板、锂电
池外壳和汽车零部件等产品，为头部厂
商提供产业链配套。据悉，项目达产达
效后年产2 . 8 亿件电池铝壳和盖板，年
产值将达18 亿元，助力枣庄新能源产业
链条不断完善。
  “为了早日投产达效，我们春节假
期不停工，全力推进厂区内配套管网、
高压电力管道等工程施工，力争假期内
完成配套管网工程量的40%。”项目负
责人袁野介绍，4 号车间近期将进行设
备安装，预计4月投产，整个园区计划9
月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通讯员 国文浩 崔乃香 李
志超 杜家锋 参与采写）

项项目目建建设设不不打打烊烊，，冲冲刺刺新新春春开开门门红红

  □ 杨成

  老一辈常说，“年关”难过。这既是前人对物资匮乏的焦虑，又
杂糅着时光流逝、祈福纳祥的复杂情感。悠久的历史，在塑造春节
文化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我们的情感与灵魂。过文化新年，品味文
化中的“年味儿”，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不必刻意寻觅新年里文化的样子，在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内，
在散发幽幽墨香的春联上，在父母的谆谆教诲中，在荧幕上演的
联欢晚会里……文化与春节一刻也不曾分割。美食和文化也是绝
配，从熬腊八粥、做豆腐，到割年肉、吃年夜饭，从逛庙会、唱
大戏，到赏花灯、猜灯谜。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中，家人围坐在
一起，美食用于愉悦身体，文化用于安抚心灵。
  当文化与春节走过千百载交融岁月，如何更好度过一个“文
化新年”既因时而变，又殊途同归。方寸屏幕，可纵览古今，漫
游“学海”。放下手机，呼朋唤友，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
寻觅精神故乡，也是不错的选择。时至今日，我们能够在春节尽
情感受多元文化：博物馆中，“秦砖汉瓦”与“赛博朋克”相映
成趣；文化馆内，AI 技术与民俗剪纸同台竞技；美术馆中，水
墨丹青与3D动画交相辉映……携家人同游，感受文化的魅力，
收获一份归属与宁静。
  过文化新年，是对过去岁月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万象更新，“新”也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思考自我的定位
与方向，思考自我的未来与命运。在渐入尾声的春节假期里，不
妨细细品味厚重的文化，汲取前行的力量。

文化年的“新”思考

宁津杂技韩国“圈粉”

  □ 本 报 记 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孟 娟

  大红背景的舞台上，“春节快乐”
字样分外显眼。来自宁津县的杂技演员
刘小雪身着一袭黄绿传统演出服登场。
只见她用手扬了扬斗篷，手指轻触脸
部，一转身、一挥手，脸谱、衣服瞬间
变换。现场观众立刻发出惊呼声，继而
是热烈掌声。
  1 月 28 日，除夕当天，在韩国安山
市大阜岛景区，可容纳600 多名观众的
剧院内座无虚席。宁津县杂技团带来的

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持久的掌声。
“我提前四五天在网上预约了门票，
现场感受中国杂技的绝妙，太震撼
了！”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的大学生朴
智雅说。
  “春节期间我们在韩国每天加排三
场，让韩国观众感受中国传统杂技的魅
力。”宁津县杂技团副团长邢江涛介
绍，宁津是中国杂技发祥地之一，被称
为中国民间艺术（杂技）之乡。近年
来，宁津县杂技团远赴美国、加拿大、
泰国、韩国等 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演
出，推动中国杂技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整场演出时长为一个半小时，由宁
津县杂技团、山西长治杂技团、韩国东
春杂技团共同完成。宁津县杂技团带来
的《大飞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

着激昂的音乐节奏，大飞轮的转动速度
越来越快，演员们从飞轮圈内走到圈
外，或高高跳跃，或在下落时腾空而
起，紧张刺激。
  “宁津县杂技团和韩国东春杂技
团、韩国杂技协会有长达20 多年的文化
交流历史，宁津杂技以新颖的艺术风格
和精湛的表演技艺深受韩国观众的欢
迎。”韩国杂技协会会长朴世焕介绍。
2024 年，宁津县杂技团在韩国公演场次
达到700场。
  当地时间下午 4 点 30 分，演出结
束。演员们忙着换衣服的时候，邢江涛
在后台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拿出提前
在“中华街”购买的卤味、麻花、饺子
等，摆满了桌。“这就是咱的年夜饭，
虽然很简单，但一群热爱杂技的人凑在
一起也很幸福。”邢江涛说。

  “想念妈妈包的饺子，想念家乡的
美食‘保店驴肉’。”今年37 岁的邢江
涛从3 岁起就跟随父亲学习杂技，2016
年至今一直带领宁津县杂技团在韩国演
出，在家过年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他最
牵挂家中的母亲，趁着春节前不忙的时
候，回家待了几天。
  “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能让宁
津 杂 技 名 扬 海 外 ， 感 到 喜 悦 又 自
豪。”邢江涛说，中国杂技不仅是技
巧的展示，他们还在演出中融入了中
国故事、民俗等元素，让观众在欣赏
表演的同时，感受中国深厚的文化底
蕴。“我一直在思索，杂技这项传统
艺术如何能够与时俱进、跨界融合，
如 何 更 好 吸 引 观 众 、 走 向 世 界 舞
台。”他说。

太平洋岛国留学生“春游”品年味

  □ 本报记者 薛良诚

  1 月 31 日，大年初三，聊城水上古
城游人如织。四张“洋面孔”随着人流
这边瞅瞅、那边看看，一会儿每人买上
一串糖葫芦，一会儿又跑到非遗展位前
驻足观赏。
  在一家东昌葫芦专卖店，各式葫芦
惊得几人张大了嘴巴。尤其是那一个个
精心雕刻的工艺葫芦，让他们忍不住发
出赞叹声。
  “我会用毛笔，还会写汉字！”在
楼东大街一家毛笔门店，胡珀用不太流

利的汉语说。在店主的“鼓动”下，他
认认真真写下了“春节快乐 平安喜
乐”八个字。尽管字有些歪扭，却也让
围观游客好一阵夸奖。同伴们也被现场
气氛感染，写下一句句祝福语。
  四人均是聊城大学留学生。胡珀是
这次“春游”活动的发起者，他来自太
平洋岛国基里巴斯，这是他在聊城过的
第二个春节。“在来中国之前，我就听
说过中国春节。但真正来到这里，置身
于浓浓的节日氛围中，还是感觉非常震
撼，街道上、河岸边，到处都是彩灯，
特别热闹；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饺子、吃
年夜饭，特别温馨。”胡珀告诉记者，
在基里巴斯也有类似春节的盛大节日，
“虽然庆祝方式不同，但不变的主题是
团聚。”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胡珀的母亲

是一位华人，他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充
满兴趣。在来中国留学前，他在基里
巴斯移民部门工作，他了解了不少中
国传统文化。他说，之所以选择聊
城，是因为聊城大学与太平洋岛国渊
源深厚， 2012 年便成立了太平洋岛国
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太平洋
岛国深度交流合作。
  “聊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被称为
‘水城’，这里有很多河流，还有一条
古老的运河从这里经过。聊城人非常善
良，爱好和平。”谈到对聊城的印象，
胡珀表示，他同样非常喜欢聊城大学和
学校的老师同学，“他们不仅专业，而
且热情友好。”
  胡珀说，聊城大学有十几位来自太
平洋岛国的留学生，他们经常聚会，学
校也时常组织活动，带他们感受当地的

民俗文化。此外，近年来中国与太平洋
岛国的交流也很频繁，基里巴斯驻华大
使还来过聊城，他当时受邀参加了
活动。
  “聊城有很多美食，比如呱嗒，我
特别喜欢。”谈到美食，胡珀顿时眼睛
“放光”。他已经可以熟练地用筷子吃
饭。他还积极参加学校为留学生组织的
剪纸、包饺子等活动，“每一次活动都
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
  胡珀告诉记者，四年的留学时光短
暂而宝贵，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将来
回到家乡，他准备把自己的故事、经历
认真整理出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
享，“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
解这个东方国家，也希望更多中国人了
解我的国家。”

陪伴鱼儿过大年
  □ 本 报 记 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隋翔宇 侯嘉伟

  测量水温、溶氧量、盐度，根据鱼儿的摄食情况适度投喂，
做好记录……春节期间，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潮水镇衙前村附近的
八角湾海洋科技暂养基地内，养殖车间主管邓延平和同事们如往
常一样忙碌。
  “鱼儿过年期间不能饿肚子。我们排好了值班表，春节假期养
殖工作也不耽误，有人专门陪着鱼儿过大年。”邓延平笑着说。
  八角湾海洋科技暂养基地，由烟台业达城发集团旗下的烟台
八角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功能之一就是“鱼苗过渡
性养殖”，相当于鱼苗的寄养站。“等养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就
会选取优质鱼苗投放到深远海的养殖网箱中。”邓延平介绍。
  建设海洋牧场，对于打造“海上粮仓”、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黄渤海新区在这方面取得不少进展。作
为黄渤海新区的国有企业，烟台八角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启动智
慧型海洋牧场建设，在八角湾深远海区域建成一批抗风浪养殖网
箱，已累计投用42座。这也正是邓延平所说的优质鱼苗投放地点。
  为了保证鱼苗能以最好的状态从养殖车间进入深海网箱，春
节期间，邓延平和同事们依旧严格遵照日常的标准进行操作。
“养殖车间会模拟野生养殖环境，这样有利于鱼苗尽快适应八角
湾海域水质。车间为24 小时工作制，工作人员轮班巡检，确保
鱼儿健康成长。”邓延平说。
  “我们会认真坚守岗位，陪伴鱼儿度过一个快乐的大年。等
到开春之后，希望车间里的鱼儿被送到深海时，都活蹦乱跳、健
康茁壮！”邓延平说。

　　□记者 孙源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系统施策促消费，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
消费场景、消费环境、消费信心6 个主要板块提出20 条政策措
施，扎实推动全省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方案》明确，我省将以全方位扩大内需为导向，以促消费
惠民生为重点，升级商品消费，提质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
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多维度优化消费环境，丰
富消费体验，提振消费信心。 2025 年，商务、文旅、体育、教
育、民政等领域推出一批标志性促消费主题活动，打造一批多元
化消费新场景，依托重要活动平台创新一批营销优惠措施，不断
满足居民消费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需求。
　　根据《方案》，在推动商品消费升级方面，我省将打造标志
性促消费活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不断丰富商品供
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将从实施文旅消费提升行动、释放餐饮
住宿潜能、丰富养老托幼产品供给3个方面，更好满足群众个性
化、定制化、品质化需求；强化新型消费培育，将从发展首发经
济、培育数智消费、引导绿色消费、提升健康消费、拓展冰雪经济、
创新赛事经济6个方面，促进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创新多元化消费
场景，将从推动城市商业转型提质、加快县域商业改造提升、推动
业态模式融合发展3个方面，推动跨领域、跨区域消费融合，丰富
消费场景体验；推进消费环境优化提升，将从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
系、全面优化产品品质、深入实施放心消费行动3个方面，营造全
社会浓厚消费氛围；切实提振消费信心，将从健全完善就业服务体
系、全力构筑消费支撑体系、持续激发住房市场活力3个方面建立
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努力让更多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为保障20 项重点任务实施，我省各相关部门将加强组织领
导，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等10 个方
面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健全提振消费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宣传
推广，确保措施落地见效。

山东出台20项
重点举措提振消费

  ●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消费场景、消

费环境、消费信心6个主要板块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将从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消费、文化旅游消费

等10 个方面出台配套措施

  □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 2 月 1 日，由山东高速集
团承建的塞尔维亚瓦列沃快速路项目举
行通车仪式，正式宣告项目主线全线通
车（右图）。
  瓦列沃快速路全长18 . 3 公里，为双
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 公里，连接塞
尔维亚中西部城市瓦列沃市和拉伊科瓦
茨市。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有效缓解当地
交通压力，还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塞尔
维亚交通网络建设。

山东高速承建

塞尔维亚瓦列沃

快速路全线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