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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的锣鼓

敲出美好的祝愿，

喜庆的舞龙“闹”

出幸福的年味。2

月 24 日，“我们的

节日·元宵”民俗

闹元宵文艺展演

在铁路地区的三

个社区激情开场，

吸引了辖区众多

居民前来赏民俗、

品年味。

在铁西社区、

铁东社区和铁北

社区，舞龙、抖空

竹、猜灯谜、文艺

表演等节目纷纷

登场亮相，给社区

居民带来了一场

丰富的文化盛宴，

营造了浓厚的元

宵佳节氛围。

“咚，咣，锵！”

在振奋人心的腰

鼓声中，一条昂首

摆尾的长龙“破云

而出”。只见，在

舞龙队队员的舞

动下，十米长的巨

龙时而腾空而起，

时而盘旋游走，把

龙的精神风貌表

现 得 栩 栩 如 生 。

居民们兴奋地举

起手机争相拍照、

录像，传出阵阵叫

好声。

“太好看了，不

仅勾起了我们这代

人的记忆，更让人感受到了社区治理带来的

变化，记忆里热闹的元宵节又回来了。”铁东

社区居民王毡边感慨边用手机记录下各种精

彩瞬间。

“参加这次舞龙、抖空竹表演，太高兴

了，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让更多的人关注

非遗文化，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更希望今

后的日子像今天一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铁西社区74岁的表演者梁玉枝笑着说。

在猜灯谜环节，只见一百多条涵盖了科

普、时事政治、生活常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移风易俗等内容的谜语展现在人们面

前。谜语形式上除了字谜，还有词语谜、地

名谜、专业名词谜等等，既具知识性，又具娱

乐趣味性。居民们穿梭于灯笼和彩纸谜语

间，或驻足沉思，或激情讨论，大家认真阅

读，积极参与，现场热闹非凡，笑声不断。

“‘热辣滚烫’闹元宵，不仅‘闹’出了党

群新年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也‘闹’出了社区

邻里健康向上的新风尚。”副县长、铁路地区

党工委书记杨康鑫介绍，今年春节期间，铁

路地区举办了“我们的节日·2024年迎新春

文艺演出”30 多场，通过唱身边事、演身边

人、道邻里情、赞新生活，带动了志愿者、社

会力量、居民主动参与、主动融入社区治理

工作中，汇聚起了铁路地区人民建设美

好家园的磅礴力量。 （王克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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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闹不过除夕夜，最甜不过元宵节！”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

进大家对传统节日——元宵节的了解，丰富机关干部文化生活，营

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2 月 23 日，张八桥镇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举办了“巧手做龙灯 欢乐品元宵”文化活动，30余名干部

职工一起花式闹元宵。

“元宵节，花灯俏”。活动现场，该镇文化站站长焦点把制作花灯

的材料发给大家，并讲解了花灯的制作步骤及注意事项。随后，大家

积极动手，共同制作龙灯，感受优秀传统文化。他们通过裁剪、折叠、

粘贴、做灯穗……一盏盏轻盈的花灯流光溢彩，给节日增添了浓厚的

色彩，洋溢出了浓浓的“中国年味”。

元宵节当然少不了香香糯糯的汤圆。活动中，大家将事先准备好

的糯米粉、馅料、制作工具分组摆放，并由专门人员为大家讲解汤圆的

制作方法。搓、捏、按、团，在大家的协作下，一颗颗饱含心意的汤圆逐

渐形成，寄托着“阖家幸福，团团圆圆”的美好期盼。

灯圆月圆人团圆，真心真情暖人心。活动结束后，该镇工作人员

将饱含温暖和祝福的汤圆送到镇敬老院，让老人们一起品尝，共同感

受节日的欢乐。 （叶一萌 文/图）

张八桥镇 ——

巧手做龙灯 欢乐品元宵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警营文化生活，2月23日下午，在元宵

佳节到来之际，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了以“警营庆元宵 欢乐猜灯谜”为

主题的元宵节猜灯谜活动，让大家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下，感受到警营

大家庭的温暖。

灯谜内容丰富，涵盖了传统文化、成语故事、生活常识等多种类

别，集知识性和娱乐性于一体，极好地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民辅

警及家属积极参与，猜中谜底者领取相应的奖品，活动现场洋溢着浓

厚的节日氛围。 （平安宝丰）

2月23日上午，我县召开冬春绿化推

进会。副县长孙志刚参加会议。

会上，县直相关单位及各乡镇主管副

职对当前冬春绿化工作开展及下一步打算

进行了汇报。

孙志刚指出了当前绿化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

强调，各单位要结合冬春绿化方案的十一

项重点工作，根据各自分工，牵好头、组织

好、落实好；要明确时间任务，加快工作进

度，力争在3月底前全部完成绿化任务；要

提前安排，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明确每周

要干什么、怎么干；要坚持做到每周五对本

周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周工作计划进行通

报，同时每两周组织进行观摩，并做好全面

督导，力争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冬春绿化十

一项重点工作。 （李易霖）

我县召开
冬春绿化推进会

三弦书、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山东落

子、侗族大歌、四川竹琴……2月22日，农历

正月十三，在马街书会会场上，2024 年马

街书会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

展演正在进行，其中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侗族大歌首次走进马街书会。

当天上午，展演在南阳曲剧团带来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起板《丰收

乐》中拉开帷幕。

“天地人间充满爱，国泰民安唱祥和

……”接着，10 位身着精美侗族服饰的姑

娘小伙一登场，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他们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各个声部有条

不紊地配合着。歌声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

扬婉转。演员们用流畅生动的曲调和充满

乡土气息的激情演绎，渲染出欢腾红火的热

闹场面。即使听不懂歌词的意思，观众也感

受到了侗族大歌最原汁原味的魅力。

节目结束后，记者在后台见到了侗家

姑娘杨秀桃，她说：“我们来自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就是举办‘村

超’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河南，第一

次走进宝丰马街书会，很开心能有机会让

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歌，希望

通过展演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贵州文化、喜

欢我们。”

据了解，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

期，至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是在我国

侗族地区流传的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

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侗族大歌

为多人分声部、无伴奏大合唱，演唱者都是

未经专业训练的当地民众，凭着天生对音

乐的敏感和情感来表演。数十人的合唱，

可将高声部、低声部、混声、和声、轮唱、花

腔等唱法发挥得淋漓尽致。2006年，侗族

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牛超 燕亚男 王春生 吕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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