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宜昌百里荒滑雪场春节期
间不打烊，开展“民宿闹新春，百里荒‘四
小龙’邀您免费赏雪过大年，把新年福气
带回家”等系列滑雪过大年活动。黄冈

桃花冲滑雪场举办难忘今宵美食嘉年
华，邀请广大游客在雪场过春节、赏民

俗、品美食。罗田红花尖滑雪场接待游
客8000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00余万

元。今年春节前三天，神农架国际滑雪
场、神农架中和滑雪场、神农架龙降坪滑
雪场，接待游客 9800 人次，同比增长
50.8%。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雨薇、时龚、通讯员李宁）除
了阖家团圆感受年味，走亲访友品尝美味，龙年春节还
有体育运动这种时尚的假期打开方式。2月13日，大
年初四，2024年全国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主会场暨湖
北省“体育过大年”主会场活动，在洪山体育中心举行
启动式。不仅是武汉洪山体育中心主会场热闹非凡，
本次“体育过大年”系列活动创新采取了“1+4+4+N”的
方式，襄阳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等八个分会场也
根据当地风俗、民族特色，在正月初四至初六同步组织
开展新春体育活动，全省万余名运动爱好者以及回鄂、
访鄂、游鄂的人民群众将在体育盛宴中共享湖北体育
事业发展成果。

“体育过大年”系列活动受到了全省各地人民的广泛
支持，数万群众参与其中，仅武汉主会场就有1125人报
名参加，经过摇号筛选，最终836名选手、417支代表队
获得了参赛资格。

正月初四一大早，洪山体育中心主会场的乒乓球、
篮球、羽毛球、游泳等场馆内人头攒动，其热闹的气氛和
热门景区相比也不遑多让。记者在现场发现一家三口齐
上阵的情况不在少数，和父母一起参加亲子运动会的刘
宸宇便是其中一员。“每年过年我和小伙伴们都各回各
家，感觉很没意思，但今年爸爸妈妈陪着我一起运动，我
还和队友们一起打了篮球。”刘宸宇的妈妈刘莉告诉记
者，这次他们一家人不仅是来比赛，也借此机会参与了各
式时尚体育活动。因为有平常运动锻炼的底子，刘宸宇
在“少儿跑酷”的体验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往常都是回
老家，孩子在春节少有和同龄人一起玩的机会，借‘体育
过大年’的平台，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运动过年，全家人既
收获健康又彼此多了陪伴，真是一举两得。”

场馆内，各类竞技赛事如火如荼地进行；场馆外，在
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精彩的舞龙舞狮游走于现场人群
之中，由小朋友们现场填色的风筝在阳光下自由飞翔，节
日氛围感拉满的展演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看。“来啊，
都能过来一起跳！”在洪山体育中心体育博览馆前，不少
人在体育舞蹈队员的邀请下加入展示方阵共同起舞。此
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体育科普、培训指导等众多精彩体
验项目，这道丰盛的新春体育“健康大餐”满足了不同年
龄、不同体育阶段群众的锻炼需求。

据省体育局负责人介绍，作为在全国首创的节假
日大型赛事活动，“体育过大年”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
推动了我省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后期还将
每年开展，并将其打造成为湖北体育文化建设常态活
动。

“2024年的第一场志愿活动得以温暖顺利地开展，
感谢大家的奉献与付出，希望我们新的一年继续做快乐
的志愿者！”

2月10日大年初一，华中农业大学红杜鹃爱心社成
员付克宇在朋友圈发出新年感言。

这个寒假，对爱心社成员付克宇、韩孙瑜、江宇珊等
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他们在武汉保利上城社区开展
为期一周的“VMV乐队寒假学堂”活动，给社区的孩子
们送去欢乐和温暖。

“今日活动实到儿童12名。活动内容：学唱儿歌《虫
儿飞》并通过击鼓传花，了解并学习音乐相关知识。”江宇
珊对第一次参加活动记忆深刻，“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象着上课的场景，担心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和小朋友们接触后，江宇珊发现一切担心都是
多虑的。“孩子们很活泼，我也一下变得快乐起来。”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
飞/你在思念谁？”每天，付克宇、江宇珊等志愿者会
和乐队老师先陪孩子们唱歌，然后做击鼓传花等各
种游戏。在他们的鼓励下，孩子们从一开始羞涩慢
慢变得主动起来，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喜好、表演才
艺等。

志愿者都会将每天活动详细记录，并作小结。
2月4日，原本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表演，孩子们都

精心准备了节目想要一展歌喉。无奈天降大雪气温寒
冷，为安全起见，大家决定寒假学堂延至春节假期后再开
展，不少孩子都流下不舍的眼泪。

“期待春节后再聚，到时我们再一起唱《虫儿飞》！”刘
心怡等志愿者和孩子们做了一个美丽的约定。

2024年1月初，共青团湖北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
等单位共同发起开展“寒假学堂”少年儿童托管班活动，
全省“返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中小学教师、社区志愿
者、爱心妈妈等各方力量参与少年儿童托管志愿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1000多个寒假学堂先后开班，按“红
领巾课堂”“七彩假期”和“童心港湾”等版块设置课程内
容，服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有效缓解我省少年儿童“看
护难”问题。

锣鼓齐鸣、龙狮欢舞，2月11日，大年初
二，武汉雪霁初晴，两江四岸尽展龙年新气象。

江岸区保元里门前，一条巨龙在正午暖
阳下蜿蜒起舞，金色的鳞片闪耀夺目光彩。

“咚、咚咚、咚咚咚……”一通密集的开场鼓点
敲击后，身着华丽龙袍的舞龙者们，在激昂的
鼓声中引导龙身蜿蜒起伏，时而腾挪跳跃，时
而上下翻飞，引得围观群众拍手叫好。

“与传统采用竹条编制、装饰布条的龙
不同，我们在材料、造型等方面做了许多调
整。”一曲舞毕，楚粤龙狮团的少年们稍作
休息，向过往市民展示着鲜艳的“龙头”“龙
尾”。“采用新材料做成的支架更轻，舞动起
来非常灵巧。龙身上还可以加装彩光灯
珠，晚上舞起来更加酷炫。”

“摸摸龙头，吃穿不愁。摸摸龙尾，顺风
顺水。这几年，过年难得这么热闹！”听闻家
门口的新春活动，居住在保元里附近的曲奶
奶赶忙带着家人前来“沾沾喜气”。

保元里内张灯结彩，江城百臻、Nova
新春市集等三十余个铺位依次排开，追随
舞龙巡游而来的游客们摩肩接踵。在巨龙
身旁，他们有的手捧一杯市集限定的咖啡
果皮茶，有的顺手带回洪山菜薹、汪集土鸡
汤等武汉特色年货，共享浓浓年味。

“刚听见锣鼓声，就来瞧瞧看，没想到这
一看又有惊喜。”美国游客艾瑞卡说，春节期
间在老汉口旅行散步，有种别样的生活美
感。“到处都洋溢着幸福和活力，相比之前我
在唐人街看到的舞龙，这里的更时尚。”

每年汉口里庙会的龙狮迎春，也是武
汉人不可错过的年俗重头戏。大年初二当
天，一只醒狮踩着锣鼓点，凌空跃上钢丝
后，“狮头”“狮尾”不时舞动。偶尔一次高
难度托举，让到场观众惊叹连连。

“最近几年，我们尝试将传统动辄一小
时的舞狮表演浓缩到十多分钟，同时创新
了许多高难度动作，表演中也尝试和街舞、
流行音乐做融合，尽量贴合年轻人的需
求。”该舞狮团负责人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注入新元素后的舞狮十分受欢迎，“从
初一到初八，每天在隔壁的园博园都有六
七场舞龙舞狮活动轮番上演”。

打破传统场地限制，新派龙狮也将“春意”
送至人流密集的商超。大年初一，武汉梦时代
B区一楼中庭，舞龙舞狮表演令商场人气陡
增。同时，商场内佩戴龙角发箍的“小龘人”会

与顾客进行龙年知识互动问答，答对后即有机
会赢取WS梦乐园门票、电影票等新春礼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舞龙舞狮是
各地借力营销国潮的发力点之一。据悉，

今年春节，武汉欢乐谷、甘露梦华里、归元
庙会等都将组织相关演出。浓郁的民俗文
化背景加持之下，新派龙狮正点燃两江四
岸不一样的年味。

1月 16日，走进宜城市流水镇莺河
村，乡愁气息扑面而来。

流水哗哗，水车“咿呀”，一条蜿蜒的小
河穿村而过。两岸的老屋错落有致，红墙
黛瓦的农家乐里，飘出诱人香味。

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施工声 。村民
们不以为吵，反而喜上眉梢。“莺河治理好
了，旅游会越来越火。”村民张顺洋说。

莺河，汉江左岸一级支流，滋养着世代
莺河人。

2023年，莺河入选全国15个幸福河
湖治理项目之一。

“每逢周末，莺河村会迎来千余名游客。
元旦期间，河上的竹排、滚球项目，每天带来
近万元收入。”莺河村党支部委员杨晶说。

重现清水盈盈

呼朋引伴在家门前的莺河游泳，是夏
天留给杨晶的美好记忆。

“小时候，父亲靠在莺河里捕鱼为生，
我就在旁边把装了米粒的罐头瓶，系上小
绳放入水中，静待鱼虾上钩。”杨晶说，上世
纪90年代的莺河，鱼咬脚、虾撞腿，暑假时
他靠卖鱼虾挣了200多元，13岁时买了人
生中第一台磁带机。

莺河发源于枣阳市婴源山，沿线建有莺
河一库（大型）、莺河二库（中型）。莺河村村

委会主任朱传波介绍，21世纪初，上游的两
座水库被发包给私人，导致养殖场遍地开
花，投粪投肥、污水偷排现象屡禁不止。

“2008年至2015年，河里经常飘着垃
圾、泛着白沫，散发出刺鼻的臭味。”62岁
的范生贵回忆，过去，河滩上种着很多粗壮
的柳树，后来树被砍光，河水变浑浊，村民
们再也不敢下河游泳。

环境差又没有产业，青壮年或外出打
工，或把新房盖到国道或省道沿线，留在村
里的大多数是老年人。

2016年8月，在武汉工作的杨晶回到
家乡，看到莺河村面目全非，心痛不已。

随着长江大保护号角的吹响，莺河治
理被宜城市政府纳入议事日程。

2017年，该市全面推进河湖长制，投入40
万元治理水库水体，关停、搬转莺河流域禁养区
10余家养殖场，改造限养区内小型养猪场粪污
处理设施，打击水库投肥投粪养殖行为。

经过治理，水库水质恢复到Ⅱ类标
准。莺河重现清水盈盈，流水潺潺。

叫响“醉美莺河”

去年5月20日，宜城市虾王争霸赛在
莺河村开幕，万余名游客前来吃虾、戏水、
品西瓜。

为期3个月的活动共吸引游客30余

万人次，“醉美莺河”品牌叫响南襄盆地。
母亲河焕新颜，改变了莺河村。
2017年，决心改变家乡的杨晶辞职回

到村里，并当选为村干部。因长期从事水利
规划工作，他把目光瞄准了家门前这条河。

“宜城市有50余万人口，却没有大型亲
水项目，我们何不做‘水文章’？”杨晶白天组
织村民清淤除杂，晚上琢磨莺河饮马泉改造
设计方案，不到两个月，泉水湾景点建成。

莺河村组建宜城市莺河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整合多方资金，改造20多栋破旧民
房，建设石磨坊、酒坊、农家乐等，打造“醉
美莺河”景区。

2018年，湖北京瑞通达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3000余万元，在村里建成儿
童亲子乐园和瓜果蔬菜采摘园，小火车、彩
虹滑道、游船等项目迅速走红。

土坯房不见了，一批批村民回来了。
鹅卵石、石磨盘等铺就一条条特色小路，连
起一家家农家乐。

“吃在宜城烹大虾，河鲫河鲤啤酒鸭。”高
仁艳原本已搬到镇上，见村里旅游火了，把老
平房改造一新，开起了“吊桥人家”农家乐。

2023年，莺河村接待游客近百万人
次，全村2000多户村民受益。其中，村民
种了600多亩西瓜，在景区销售每斤均价
超过2元，亩产增收1万元。

发展未来可期

1月15日，在莺河村二组马蹄畈施工

处，3台挖掘机正有序除障清淤。
宜城市莺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技术负

责人黄宇庆说，此处将结合马蹄畈“饮马
泉”文化旅游景点，在莺河右岸老河道滩地
处打造一处戏水点，拓展滨水休闲旅游功
能。

2023年 10月25日，全省首个、全国
15个试点之一的幸福河湖——宜城莺河
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该项目总投资约 1.56 亿元，以一河
（莺河水系）、两带（楚风乡韵带、莺河水润
带）为总体布局，把莺河打造为“安澜、健
康、宜居、智慧、文化、发展”的幸福河。

杨晶表示，幸福莺河项目的建设，解决
了村民和投资商的最大担忧——水患。

因河道积淤等原因，莺河经常发生水
灾。2021年8月12日，宜城市出现强降
雨，其中莺河站点最大雨量达484毫米，是
宜城市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

清淤治理后，莺河河道最宽达80余
米，最窄也有10余米，莺河下游段将实现
50年一遇洪水基本不受灾。

借此契机，宜城市引进湖北省龙韵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15亿元，建设醉
美莺河旅游度假区。莺河村也规划了一条
商业街，把村民们的分散摊位集中在一起。

在莺河村三组（景区核心区），挂着一
幅大型规划图，上面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楚都安澜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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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龙狮舞动不一样的年味

老里份新街巷
涌动国潮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体育过大年”
献上新春健康餐

走进“寒假学堂”少年儿童托管班

虫儿飞呀飞，飞进你我的心里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寒假学堂”的孩子们结业礼上与志愿者合影。

家乡门前这条河家乡门前这条河

2月11日，大年初二，武汉市汉阳万达广场锣鼓喧天、高龙飞舞。当日，汉阳区龙阳街龙阳新村社区高龙队的队员们舞起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高龙，将精彩的年俗表演和浓浓年味带给居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莺河连起烟火人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闯 王欣 通讯员 李锋 谢子恒

2 月11 日，大年初二，武汉市江
岸区保元里游龙腾飞，邀市民共赴祥瑞
新岁。 （保元里供图）

▲

滑雪过年成时尚

（上接第1版）随着种植方式的科学优化，生
产效率明显提高，种植成本大幅降低，与普
通农田相比，智慧农场亩均节水50立方米、
节电15千瓦时，农业生产总体增效20%。

近年来，郧西县因地制宜发展智慧农
业。在该县香口乡，发展设施蔬菜3260余

亩，培育专业市场经营主体7家，专兼职菜
农300余人，年产蔬菜约3.8万吨，向本地
及十堰蔬菜市场稳定提供30多个蔬菜品
种，年产值7500万元左右。香口乡入选全
国第十二批“一村一品”示范乡镇。

为支撑智慧农业发展，郧西县将智慧

农业检测中心建在香口乡设施蔬菜基地。
该中心拥有国内先进技术设备，具备“检
测、控制、溯源、培训”四大功能，利用现代
物联网技术，实现“一测知安全、一键控水
肥、一扫溯其源、一屏观全域”目标。

“从整地、施肥、播种、管理到采收，全过

程实时监控，实现蔬菜产业的信息化、数据化
和智慧化发展。”袁根鸿介绍，蔬菜种植实行
日记录和日送检工作机制，所有上市蔬菜必
须检测合格才能销售，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今年春节保供期间，郧西县每天供应
新鲜蔬菜1.5万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