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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堵车不输大城市
星报讯（记者于彩丽） 过年回到村里，最抢

眼的莫过于家家户户门口停放的小轿车。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农村购买轿车已不罕见。但拥堵也
随之而来，“本来去县城是三十分钟的路程，现在足
足走了一个半小时，没想到乡村堵车一点也不输
大城市。”家住涡阳县大于村的于君浩感慨道。

“不止我一个，很多亲戚这两年也都买了轿
车。”几年前，为了交通方便，于君浩和他所在的
大于行政村成了“村村通”工程的受益者，去往
涡阳县城方便了不少，“都是水泥路，半个小时
基本就到县城了。”但是春节期间，随着返乡轿
车增多，“村村通”已经很难满足需要，“路面相
对以前的自行车、电动车来说够宽，可是对于轿
车来说就不行了，堵车跟大城市有一拼，看来村
村通的路还有待拓宽。”

城隍庙春节文化庙会
将持续到2月6日

星报讯（陈晨 记者 祝亮） 民乐合奏、庐剧
演唱、腰鼓舞、戏曲联唱……1月31日下午，合肥
市第23届春节文化庙会庐阳区专场文艺演出在
城隍庙南大门广场正式拉开帷幕。精彩的表演给
浓浓的年味增添了一份别样韵味。据该区文化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当日起到2月6日，城隍庙每
天将上演一出戏，共安排了“乡音乡韵”庐剧专场、

“黄梅飘香”黄梅专场、“好戏连台”戏曲专场、“丝
琴管竹”音乐专场、“南腔北调”综合专场等共7场
演出，想过足戏瘾的市民可前往欣赏。

星报讯（记者王玮伟文/图） 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蜿
蜒幽邃的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老街铺、穿梭如织的游人，具
有2500年历史的三河古镇，在新年里别有一番韵味。独具特
色的庐剧表演、米饺、米酒等老字号特产店深受游客喜爱。

古城墙上游客纷纷合影
大年初一，肥西县老师张巧云开着私家车带着家人来

到三河古镇拜年走亲戚。“现在这里已经是 5A 级景区了，
趁着春节拜年顺便逛逛古镇，很有过年气氛。”张巧云说，
她准备一会带着女儿儿子去古城墙，感受历史文化，然后
再去古镇里的小南河游船、逛逛名人故居。

在距离三河古镇的万年台约 200 米处，有一座古城
墙。8米高的城墙上，太平天国的旗帜依然飘扬，让人仿佛
能看到当年太平军的身影。

早在1854年，太平军开进三河镇，由于三河周边富饶
的土地以及便利的水路交通，让三河很快成为太平军的粮
食供应地。 如今，虽仅有60 米长的古城墙，但威严仍存，
不少游客纷纷与保留的古炮台遗址合影留念。

老字号特产食品深受欢迎
来到古镇里，你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米

饺，过年期间，米饺更是三河人必备的食物。一些有名气
的米饺店门前，排起了长队，购买生米饺买回家炸着吃，还
有一些顾客带着亲朋好友，买上几个刚出锅热气腾腾的米
饺，轻轻一口咬下去，外皮酥脆，美味可口。

在一家米酒店里，第一次来游玩的钱先生说，刚刚老
板让他尝了一口米酒，觉得口感特别纯正、甘甜。“我买了

四箱米酒回家，带给亲朋好友尝尝。”
据米酒店老板介绍，三河生产糯米甜酒的历史甚长，早

年有一种名叫金波酒的甜酒，在当地影响甚大。新中国成
立后，三河酒厂于1951年组织技术力量，挖掘民间工艺精
华，开始生产糯米封缸陈酒，当时叫巢湖甜酒。此酒系选用
巢湖之滨上等糯米，采用人工传统工艺制作，密封于缸中陈
酿一年以上后，压榨沉淀过滤而成，系属纯天然营养酒。

农民自办“春晚”年味浓
春节前夕，在怀宁县洪铺镇中心校，天刚黑，随着

“咚咚咚”的锣鼓声响起，第三届农民春晚在这里举
行，这是该镇首次举办农民春晚，共有15个节目都是
洪铺人自排自演，演出现场挤满了观众，现场气氛热
闹非凡。

春晚包括牛灯戏、戏曲、舞蹈、小品等多个精彩节

目，农民晚会节目均由群众自编自演，具有鲜明的洪

铺特色和浓郁生活气息，有 80 多岁老人亲自上阵演

的戏曲、有孩子们的舞蹈、有大妈们的广场舞……台

上的演员火辣辣地表演，台下的乡亲报以一阵阵热烈

的掌声。虽然没有高级的灯光音响，但简朴的“春晚”

却让快乐在每个人的心中愉快地流淌。

近两个小时的晚会，掌声、欢呼声不断，村庄一片

沸腾。一些外村的乡亲也不甘寂寞，赶来凑热闹。一

名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说，辛辛苦苦在外一年，回家

能观看村里自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感觉很幸福。

说身边的人、唱身边的事，农家人也一时成了村

里明星……春节期间，怀宁县20个乡镇，都推出一台

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农民春节联欢晚会”。一台连
着一台的晚会，唱出了新农民的新生活，也奏响了新
农村的和谐乐章。

种粮大户给“土地”备年货
正月初四一早，怀宁县月山镇种粮大户宣益彬开

着车来到安庆农资市场转悠，为眼下的春季农业生产
置办化肥、地膜等“年货”。

“我目前种植了 3000 多亩，下一步，还准备扩大
种植面积。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好，我越来越有信
心。新的一年里，我希望粮食生产越做越好，越做越
大。”说到这里，爽朗的宣益彬哈哈大笑起来。

像宣益彬这样及早为土地备“年货”的农民，在该县
不在少数。春节期间，千家万户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
围中。但对种粮大户来说，提前准备、早早行动是一年
好收成的起点。许多农民腊月先定生产盘，再打过年
谱，及早置办了“肥料年货”、“种子年货”、“养殖年货”、”
科技年货”、“信息年货”……

村民热衷“泡”农家书屋
“村里的书籍种类比以前多了，读书的环境也更

好了。”正月初三，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村民产世庆
在农家书屋里津津有味地看着书，“出去打工一年，意
识到自己要多看书多充电，没想到回到家乡，在自家
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好书。”

春节期间，在平山镇范祠村农家书屋，前来看书

借书的村民三五成群、络绎不绝。虽然是春节期间，

许多村民不是忙着走亲戚串朋友，而是选择到农家书

屋学习致富技能，搜集市场信息。

吴自言是津山村的养猪专业户，目前他的养猪场

达到了1000多头以上的养殖规模。如今养猪也是一

门技术活，从日常管理到疫病防治，哪一样都不能马

虎。自从村里建起农家书屋，微机和各类畜牧养殖书

籍应有尽有，天性好学的吴自言一有空就到这里学

习，养殖技术也越来越精通了。高泽村村民王荣胜种

植大棚草莓，他不仅在这里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很多种

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知识，而且随时能够了解市场行

情，每年仅种大棚草莓一项就收入可观。

农家书屋管理员丁杏桃说：“以前春节、农闲时

节，村民的娱乐活动就是打麻将、玩牌、串门聊天，自

从有了农家书屋,不少村民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给自

己充电，农家书屋成了让农民学文化、长技能、强本领

的‘文化粮仓’。”

据了解，怀宁县大力推进农家书屋建设，为每个

农家书屋配置了图书、报刊，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借

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春节期间，怀宁县许多村民走

进农家书屋“充电”，全县241个农家书屋成为村民们

过新年的好去处。

办“春晚”购“农资”忙“充电”
喜看安徽怀宁农村过年新变化

办“春晚”、购“农资”、忙“充电”……鸡年春
节，走进安徽省怀宁县农村，无不感受到群众转
变观念、热热闹闹过大年带来的新变化，也感受
到了阵阵拂面而来的农村“新”风。

▋檀志扬 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千年古镇民俗表演闹新春

新年里的三河古镇别有一番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