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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记者新春走基层

移风易俗过大年 文明新风润万家
非遗民俗表演贺新春；返乡过年不给家乡添“赌”；精彩节目来助

兴，不放爆竹也热闹……今年春节期间，全省广大群众深入开展移风易
俗、弘扬文明新风活动，营造出了健康向上、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今年除夕，
村里炸金花的少了，老公也没有出去打牌赌
博，一家人在一起看了场完整的春晚，一起守
岁感觉很幸福。”亳州市涡阳县大于村的戴女士
和丈夫于浩一起在外务工，只有过年能回老家和孩
子、公婆团聚，但近几年一度赌博成风的除夕夜让
她极为反感。今年，在有关部门的倡议下，这种情
况得到了明显好转。

据悉，今年春节前夕，该市印发《关于集中打击
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
部门在春节前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
将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采访中，不少村民认为，赌博现象更多的还是源
于农村文化生活的单一，以及攀比之风的盛行。为
此，村民呼吁政府持续推进文化下乡工程，把优秀传
统文化送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星报讯（杨艳红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大年三十，合肥市第 69
中学小学部的学生丁云飞按下手中的按钮，
就听到一阵热闹喜庆的鞭炮声，他捂着耳朵，
脸上洋溢着的是欢喜，“太响了，今年合肥不
给放烟花爆竹，这个电子鞭炮很给力啊，既有
年味又没污染。”

在丁云飞的家中，一桌子人围在一起吃
年饭，年宝鱼寓意着年年有余，圆子寓意着团
团圆圆，老母鸡汤则寓意着大吉大利，这也是
合肥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三道菜。

“鱼是不能吃的，只是象征性地摆在桌子

上。”丁云飞帮助家人将菜上齐后，就将事先
准备好的电子鞭炮“请上场”。

原来从今年开始，合肥城区全面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可过年放炮却是老风俗，如何让
一家人都开开心心？丁云飞想了一个办法，
从网上买来了电子鞭炮，只要按下按钮，就会
发出跟鞭炮一样的响声，热热闹闹的，不会污
染空气，也不会产生垃圾。

丁云飞告诉记者，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
个热闹的春节，“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要弘
扬时代新风，比如用一束鲜花寄托哀思、年夜饭
上主张光盘行动，做城市文明的践行者。”

电子鞭炮迎新年 低碳环保有年味

星报讯（记者 汪婷婷） 听不见鞭炮声的新
年，对合肥市民来说是什么样的体验？“安静多了，
可以好好看个春晚了！”“空气质量变好了，初一的
早晨没有灰蒙蒙的感觉。”……看来，没有鞭炮声的
新年，对合肥市民来说，是个不错的新体验。

“以往大年三十，鞭炮声从下午就开始响，一直
到初一早晨，家里的娃娃吓得哇哇直哭，大人也睡不
着。今年好多了，一家人看完春晚，睡个好觉！”合肥
市民黄先生告诉记者，虽然没了鞭炮声，感觉有点怪
怪的，但他还是很支持禁放令，“毕竟空气好了，娃们
也避免了因玩爆竹产生的危险和意外。”

采访中，不少人都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
展，人们对过年的定义和理解也不同了，更多的时
候是一个放松休息和家人团聚的契机，不必要太纠
结于一些固定的套路。

没了鞭炮声空气净睡觉香

星报讯（记者 汪婷婷）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过年期间的
走亲串友、吃喝打牌越来越多地被出行旅游、看电
影等“新年俗”取代。记者了解到，从大年初一开
始，安庆、宣城、滁州、黄山等各地景区不仅设置了
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多处景区还对安徽省内居民
免费开放，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出行游玩。

大年初一，记者携家人来到安庆的天柱山景
区。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雾气缭绕的“人间仙
境”，吸引了一波又一波自驾的游客前往。拿着身
份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换到了一张免费的大门
票，“平时门票 100 多元呢，听说过年期间免费，我
就带着一家老小来爬爬山，呼吸新鲜空气！”来自铜
陵的李先生笑着说。此外，安徽的多处景点在过年
期间，不仅仅吸引的是省内居民，周边如江苏、浙
江等地群众也都慕名前来。

除了短途旅行，看电影也是过年期间的必备，
多部贺岁大片集中上映，大小影院场场爆满，这一
现象可不仅仅是在省会城市，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也
毫不逊色。“大年初一下午，我和妻子、孩子去桐城
县的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连最边上的座位都没
了。”桐城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一现象着实让他

“吓了一跳”。

小县城的电影院也爆满

星报讯（张发平 文/图） 2月20日，大年
初五，在马鞍山市解放路步行街，该市 2018
年春节民俗进城大展演活动华丽“绽放”，有
数万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精彩纷呈的
非遗民俗表演，共贺新春。

当日上午，在龙灯队伍的带领下，采石跳
和合、向山踩高跷、含山扎彩、当涂三圣傩舞、
和县打莲湘等民俗表演队伍依次亮相，艳丽的
服饰、夸张的动作、壮观的场景，使得围观市民
阵阵掌声、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高潮迭起。

“太精彩了，儿时的记忆犹如昨日重

现！”68岁刘奶奶在女儿和女婿陪伴下来观看
这场民俗进城表演，她激动地说，这些民俗表
演主要寄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
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文化迎春，艺术为民。”据马鞍山市文
化馆馆长陈学明介绍，本次活动由马鞍山市
委宣传部、市文旅委主办，市文化馆承办。当
日，共有13个非遗民俗表演团队、500多群众
文艺爱好者进行民俗表演，约数万市民冒雨
观看。这也是近十年来马鞍山非遗民俗、传
统文化的首次集中大巡演。

马鞍山民俗展演 欢天喜地过大年

星报讯（周莹莹 胡正球 记者 马冰璐）
今年春节期间，虽然没有燃放烟花爆竹，但家
住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的居民们仍感受到了
浓浓的年味，“民间文艺小分队将精彩纷呈的
文艺节目送到了家门口，别提有多热闹了！”
居民们不约而同点赞道。

据了解，除了在小区物业设置电子鞭炮
借用点外，早在春节前夕，南岗镇城管大队便
联合村居、物业公司，召集了一群热爱文艺的
居民一起组建了一支民间文艺小分队，用精
彩喜庆的文艺节目代替传统爆竹烟花为广大
居民添喜助兴。

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小分队的16名队员个
个身怀绝技，吹唢呐、打锣鼓、舞狮子、唱大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除了走街串巷
为居民们表演节目外，谁家有喜事，提前到小
区物业说一声，队员们还会立刻集结，为那户
居民“量身打造”精彩的文艺节目，“春节期间，
类似的‘私人订制’演出一共举行了3场。”

居民们还发现，不燃放烟花爆竹，除了年
味未减外，喜庆的婚礼反而多了浓郁的民俗
味，“前两天，外甥的婚礼现场，不仅唢呐声
声，锣鼓齐鸣，还出现了‘花轿’和‘媒婆’的身
影。”家住惠民新村小区的郑大哥说，这是自
己参加过的最有趣、最环保的婚礼。

“其实，过年热不热闹、喜不喜庆和放不放
烟花爆竹真的没啥关系。”采访中，居民们纷纷
表示，环保低碳过大年，年味不减反更浓。

精彩节目来助兴 不放爆竹也热闹

返乡过年
不给家乡添“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