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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王楚、通讯
员唐成、陈雄晖）2月10日，通山县洪港
镇江源村热闹非凡，由175节板凳组成
的369米“火龙”在村中巡游，舞龙氛围
感拉满。这里正在举行江源村第三届
板凳龙活动。

板凳龙灯是一项传统民间文艺活
动，龙灯分为龙头、龙身、龙尾三大部
分。龙身由多节特制板凳组成，板凳与
板凳之间用一根木棍串联，每根木棍由
一名村民举着，每条板凳上都扎着花灯
（替代龙体）。不同于其他地方，通山板
凳龙的龙身上披上了红色或黄色的彩
布。“这个叫挂彩，非常有讲究。”活动发
起人王定钊告诉记者，村支书给考取大
学者挂黄布，村委会主任给为国家、为
社会、为家乡建设作贡献者挂粉红布。

下午4时，村民们提着精心制作的
龙身出发，汇聚在宗祠里。随后，龙身
和龙头、龙尾串联，形成一整条龙。在
一波波鼓乐声中，村民用白酒洒向龙
头、龙尾，道出新年的寄语。

下午5时30分，天色渐暗，板凳龙
活动正式开始。众人撑起板凳龙灯，敲
锣打鼓巡游祈福。这条“火龙”在村中
串户走巷，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燃放鞭
炮接龙祈福。“龙到家门口，象征五谷丰
登，万事顺意。”村民王贤灿说。

与往届相比，江源村今年的板凳龙
活动规模更大，参与人数更多。据统
计，共有500多名村民参与抬龙，其中

最年长的65岁，最年幼的14岁。

通山县洪港镇江
源村党支部书记成纯东告
诉记者，板凳龙由去年的122节，增加
到了175节，周边乡镇村民都来参与、
围观。

“通山的板凳龙非常有名，这里的
年味很足！”江西游客王
波慕名而来，被江源
村 浓 浓 的 年
味、热闹的景
象感染。

“板凳龙活
动非常有意义，
可以团结邻里
关系、宣扬江源
文化，希望未来
可以传承这项
传统。”江源村高
三学生王浩说。

据 了 解 ，
板凳龙起源于
汉代，历史悠
久。江源板凳
龙活动由该村乡贤
王定钊发起，是借鉴
江西南昌板凳龙舞法
创新而成。“希望通过这条
龙，把乡亲们的心凝聚起来，为江
源乡村振兴凝聚力量。”王定钊说。

腊月二十八早7时，整座城市刚刚苏
醒，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海吉星农产品物
流园（简称“武汉海吉星”），已是一派繁忙
景象。

场内挂着冰碴子的大小货车络绎不
绝，商户们、采购商迎着寒风看货、谈价，
现场好不热闹。

“我们通过集团信息数据中心，实时监
测来货数量、货源产地、交易品种、成交价格
等信息。商户们根据系统提示信息，随缺随
补、灵活调度。这两天的市场交易量比平时
增长了50%。”市场管理方刘冬文介绍。

海吉星是深圳市农产品集团（简称

“深农集团”）旗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品
牌。武汉海吉星交易区面积约15万平方
米，入驻商户300多家，高峰日均农产品
吞吐量近2000吨，是华中地区重要的“菜
篮子”之一。

近年来，依托深农集团全国布局的市
场优势，武汉海吉星联合长沙海吉星、南
昌海吉星等邻近市场建立联保调控机制，
积极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不断织密

“全国保供一张网”。紧急时刻可随时调
动资源供应武汉市场，保证各类农产品调
得进、供得上、不脱销、不断档。

2月初，武汉市迎来强降雪。刘冬文

和同事每天走访商户，密切关注市场动
向，为商户做好服务，目前市场内量足价
稳、供应正常。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市场蔬菜区看
到，白萝卜、白菜、莴笋等冬季时令菜销售
火热，辣椒、土豆、芋头、菌类菜、叶类菜等
品种齐全。每天，武汉海吉星价格信息监
测中心及时准确收集、上报市场的蔬菜量
价信息，并进行数据分析和预警，确保低
温下蔬菜供应价格稳定。

水产区同样货源充足。“我们有自己
的养殖基地，客户如果需要，随时拿货。”
一名来自洪湖的水产商透露。春节临近，
宴客、聚餐消费增多，餐企常用的鳜鱼、鲈
鱼、甲鱼、黄鳝等水产品需求量明显增加，
大家早已提前备货。受市场需求影响，鱼

价比元旦之前小幅上涨，但整体平稳。
武汉海吉星常年交易品种1000余

种，除了果蔬、水产、干调粮油、肉品这些
常规档口，还有近100个加工配送档口，
专门为酒店餐饮、单位食堂配送食材。“我
们从大年初一到初五的配送订单，已经全
部排好了。”一名配送商说。

来武汉海吉星采买的，既有采购商，也
有散客。为方便消费者，不少商户推出不同
价位、规格的年货礼盒，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春节保供是我们每年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刘冬文介绍，春节假期，武汉海吉
星不打烊，除加强农产品的产销保供外，
市场还将做好物流保通保畅、价格监测分
析、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确保全省节日
市场货丰量足价稳，让市民安心过年。

不断织密农产品“全国保供一张网”

确保春节市场货丰量足价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彤

龚和平是报名参加包机回乡活动65位
鄂州建设者之一。2月7日，雪停了，冻雨也
停了，露出薄薄的太阳，顿感温暖了好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全程记录他的春节返乡
之旅。

上午10时30分许，鄂州市华容区临江
乡，316国道杜山至葛店改建工程项目部，55
岁的龚和平将行李收拾妥当。

“湖北这场大雪和冻雨来得太突然了，把
我之前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老龚来自四川
省成都市简阳市，是中铁二十三局四公司物
资设备部职工。去年3月，根据公司安排，他
第一次自驾来到鄂州项目工作。今年春节，
原本准备自驾回家，结果遇到大雪冰冻天气，
交通出行大受影响。

极端天气，项目停工，而过年团圆的日子
越来越近。“前几天我发现往荆州、宜昌方向
的高速堵得很厉害。觉得自驾回不去后，又
上网查火车票，发现火车不是停运，就是抢不
到票。”老龚坦言，自己也做好了除夕赶不到
家甚至干脆不回家的准备。

没想到，转机在2月6日出现了。当天
上午，龚和平从项目部同事群里看到一张电
子海报，上面有鄂州市总工会牵头组织的包
机免费送建设者回乡过年活动的报名信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当即拨通了海报上的
电话。得知有成都方向的包机航班，还可以
报名，就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没想到，
10多分钟后，他就收到了工会帮他预订的航
班信息。

“我高兴了好一阵子，马上给我老婆发了
个信息。”龚和平说，他和妻子养育了一对双
胞胎儿子，都大学毕业了。20多年来，他长
年在外工作，但每到年关，他都要赶回家，一
家四口团聚。

316国道杜山至葛店改建工程，是鄂州
市重点工程。项目完工后，将助力武鄂加快
交通同网，进一步织密武汉都市圈多式联运
交通运输体系。年关将近，大部分工人都回
老家过年了，只有10多名员工留守。

12时许，在专业厨师回家过年的情况
下，部分留守员工为龚和平准备了丰盛的午
饭。下午4时30分，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文达又专门派车，将老龚
送到40多公里外的花湖机场。

傍晚7时50分许，老龚走进航站楼一楼大厅，就拿到了工会工
作人员赠送的免费机票和装满新年祝福的“峒山有礼”年货礼包。晚
10时20分许，晚点近一个小时后，我们乘坐的飞机起飞。约两个小
时后，飞机降落在成都天府机场，此时已是凌晨零时30分。虽是深
夜，但机场、路上，还有不少步履匆匆归程的人们。

约1时30分，我们抵达简阳市射洪坝街道东城华府小区。小区
不远，长江支流沱江滚滚向前，流向千里之外的鄂州。老龚轻轻敲开
A区5栋28楼的门，妻子郭鸿香、大儿子龚金山仍在守候，热情开门
相迎。“这礼包多丰盛，都是鄂州市给我们捎的特产美食。有武昌鱼、
泡藕带、红薯粉等10多样。”见到老婆和孩子，龚和平兴奋地打开获
赠的礼包，告知鄂州人民的盛情问候。

“快趁热吃。”刚坐定，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便端上了桌。挡不
住一家人的热情，记者一行三人也上了桌，尝了尝极富成都特色的饺
子。“前天听说我能回来，我老婆就动手包起了饺子，放在冰箱冻着。
饺子五颜六色，象征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欣欣向荣。”

2003年，龚和平成为新组建的中铁二十三局四公司职工。20
多年在外奔波，他在上海参与建设磁悬浮项目，在广东阳江市参与建
设深茂铁路，先后到内蒙古、湖南、河南等十多个省份的铁路或高速
公路建设工地工作。

“没想到，这是最快的一次春节回家之旅。”龚和平感慨，以前坐
火车，挤绿皮火车到上海几天几夜；后来坐上了快车和高铁，有时离
家远，也要30多个小时。2022年，他买了车。2023年春节，他第一
次开车从广东回成都过年，也用了两天。而今年，虽然有波折，没能
自驾回乡，但坐上了免费包机，飞行时间不到2个小时。

“这是我母亲，这是我父亲。”走进卧室，龚和平翻出父母生前
的照片。他说，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修桥修路。但每到过年，都
要赶回家。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坐火车、搭汽车、步行，
跨越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是经常的事。“那时，通讯不发达，没有
手机。快到过年，预感到父亲要回来了，我们就到湾口的山上远
远望着。看到父亲下车了或是步行回来了，就跑过去帮他提行
李。”言语哽咽中，龚和平似乎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时同样的团
圆时刻。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凌晨2时30分许，夜深人
静。龚和平夫妇硬是冒着严寒，送
我们上了去往酒店的出租车。

“明天老二也会赶回来，除夕，
我们又能一个不落地过年了。”临
行前，老龚告诉我们，启程前，他已
预订了3月1日从天府机场到花湖
机场的飞机票，并相约在鄂州项目
工地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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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门前这条河家乡门前这条河
“渔泛的河，渔泛的水，渔泛的河水生

态美……”一段原创说唱，喜感十足。
1月19日，风雨中，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来到仙桃市陶董河畔，52岁的陈新云
正和村民热热闹闹地拍视频。

陶董河又名陶董古河，位于郑场镇渔
泛峰村，曾是汉江支流，是当地有名的水
运故道。陈新云从小在河边长大。

“走，去看看。”刚下车，他就拉着我们
到河边转起来。

引汉济河救故道

陶董河穿村而过。沿着1.5公里长
的河堤溯流而上，不知不觉中，汉江干堤
已矗立眼前。

堤脚不远处，一汪清水。“这里是陶董
河的源头。”同行的郑场镇水利站站长李
勇说，过去，船只从汉江直接开进陶董河，
经东荆河，再到长江。

陶董河位于汉江南岸。多年前，这里
水运兴盛，舟楫商贩云集，小河边的渔泛
峰村成为天门、潜江、仙桃三地交通枢纽
和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后来，为除水患，
修建汉江大堤，阻断江河。水运故道成了
哺育当地人的母亲河。

“把几根缝纫针烧红，插进牙刷柄里，
再绑上一根竹竿，制作‘捕鱼神器’。”儿
时，陈新云常到河里游泳、摸鱼，村民在河

里吃水、淘米、洗菜。
2000年前后，村里人外出打工，河道

疏于管理，一度淤塞。沿河的6个村民小
组将陶董河截成6段，围河造塘，承包给
个人养鱼种藕，河道变得又窄又浅。

原路折返。听到人声，几只野鸭从河
面扑腾而起，拉出一道长长的涟漪。“环境
好了，野鸟不请自来。”同行人感叹。

2016年，村里收回河面，推掉塘埂，
疏浚清淤，还原河道。“种了21亩莲藕，眼
看就有收成，哪晓得七八万元收入打了水
漂。”村民黄文山很不情愿。

“政府投资，咱们不花一分钱。”村干
部挨家上门，做通村民思想工作。市镇两
级重修卢庙闸，引来汉江水，恢复水面；打
通下游的汉丰河，循环水系，净化水质。

“做梦都想不到，陶董河能变这么好，
当年挖河治水是搞对了。”今年67岁的黄
文山感慨说。

酒坊扩大生产规模

边走边聊，忽然闻到缕缕酒香。
循香走进六组村民艾书朋家，酒坊就

在河边。见有客人来，她连忙从里屋出
来，热情招呼。

今年45岁的艾书朋曾在广州做服装
多年，因患腰椎间盘突出，做过一次大手
术。术后，她不能久坐，四处寻找生计。

一次偶然机会，丈夫郑新波经人介
绍，认识毛嘴镇一位酿酒师傅，便拜师学
会酿酒手艺。

“客人可以买现成的酒，也可以拿来
玉米、高粱、稻谷，定制粮食酒。”2023年
10月，艾书朋建起村里第一家酒坊。

“酒好卖吗？”
“做的熟人生意，酒的品质好，销量就

不会差，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着它。”艾书
朋实在，“都说好水出好酒，陶董河就是最
好的广告。”

堂屋里，四个蓝色大桶盖着厚被，里
面玉米发酵成熟，香气四溢。里间，有几
个陶瓷大酒缸，缸口盖着大红绸盖子。

“进入腊月，左邻右舍的年货已置办
齐全，酒坊暂停煮酒，春节后再开锅。”趁
此空闲，艾家决定扩大生产规模。

陶董河边，一个占地面积近百平方米
的新建酒坊里，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5
个发酵酒池已见雏形。

“村里正在搞开发，明年游客多了，销
量还要增加。”艾书朋与丈夫商量，“再建
一个展台，游客来了，可以参观、品酒。”

“古河又在反哺我们”

穿行廊桥，走过陶董河。见人接近，
一群大白鹅引吭高歌。

“上午穿西装，企业当老板；下午换农
服，农场握锄头。”陈新云自我打趣。从一
家农家乐干起，他在仙桃餐饮界耕耘30
余年，挣下几家餐饮连锁企业。

尽管事业有成，陈新云心里藏着一份
来自渔泛峰的牵挂：有着600多年历史的
中国传统村落，深藏闺中无人识。

2017年，时机成熟。古河活起来，村
里美起来。他回村成立湖北楚苑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投资建设六大
主题农场，以农事体验引流乡村旅游。

“现在，这条古河又在反哺我们。”陈
新云说，陶董古河既是村里的景观水系，
也是农场的灌溉水系。

渔泛峰距离城区约60公里，为打响
知名度，年过半百的陈新云学会拍视频，
带领村民制作发布“陈总的农场”系列短
视频，浏览量最高突破100万人次。

视频引流吸粉，村里热闹起来。在外
的村里人纷纷回迁，一栋栋别墅、高端民
宿竖起来。

推开“木木小院”的大门，白墙黑瓦，
天井中空，四合院造型。屋主人黄言芬是
80后，从小在村里长大，曾在武汉担任企
业高管。前两年，她辞去高薪工作，回村
投资40多万元，建起这家民宿。

正聊着，黄言芬的手机响了。“潜江的
客人预订房间，周末来玩两天。”说罢，她
转身进屋忙碌起来。

陶董古河飘酒香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尹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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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 ，通
山县江源村热闹非
凡，由175节板凳组
成的 369 米“火龙”
在村中“巡游”。

（通 讯 员 唐
成 摄）

闹新春

500余名村民抬起369米“火龙”

通山江源村
别开生面

“虽然忙，但是忙得开心
啊！”2月9日，大年三十，家住十
堰市郧阳区青龙泉社区的勾开
秀忙着照顾坐月子的儿媳妇。

“从叶大乡搬到这里后，我们
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勾开秀的
儿子党超超打开话匣子。

——安家。2018年，党超超
一家三口从90公里外的叶大乡
搬迁至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免
费住上了75平方米的新房子。

搬到新地方后，在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勾开秀开始种植
香菇，前几年每年收入超过4万
元，去年收入超过8万元。

2022年 3月，党超超成为
社区后备干部，父亲也被社区
吸纳为义警。

——成家。“靠我老家那几
间土坯房，是娶不到媳妇的，幸
亏搬出了大山。”党超超说。

2022年11月，党超超经人

介绍，认识了同样从大山里搬
出来的丁喜娜。“当时我还在浙
江宁波打工，过年回来见面后，
彼此感觉都很好，于是就辞工
回来了。”

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喜结
良缘。今年 1月 19日，“小棉
袄”出生。

——立业。婚后，党超超
夫妻俩开始盘算着创业。

通过观察，党超超发现郧
阳区大批量收购鲜菇的商贩很
少，于是租赁了一间120平方
米、能容纳1.5万公斤鲜菇的冷
库，开始从事鲜菇购销。现在
他们每天能收1000公斤鲜菇，
收购一车后便运到广州出售。

“不到两个月净赚1万多元。”党
超超高兴地说。

谈到新年愿望，党超超说：
“盼着孩子健康长大，生活越来
越红火。”

搬迁户党超超的幸福生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通讯员 李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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