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3 日，正月初四，一大
早，朵朵和妈妈就从武汉赶到仙桃
沔阳小镇。

尽管早起，朵朵满脸都是兴
奋。进入景区她们就领取了“降龙
宝典”，按照攻略打卡过关，赢取参
加中午长龙宴会的名额。此时小
镇内，到处张灯结彩。见南阁前，
30张桌子，长百余米，一字排开，
静候宴会开始。

正午，三声锣响，长龙宴会开
席，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共同享用
传统的沔阳过年待客“三道茶”和
沔阳三蒸。香气扑鼻的美食里，包
裹着共贺新年的人间烟火气，和游
子们沉甸甸的乡情。

“我小时候每到过年就会吃三
蒸，你知道三蒸是蒸哪三样吗？”餐
桌旁，妈妈给孩子们讲述沔阳三蒸
的来源和关于三蒸的习俗，孩子们
边吃边问：“这么大的蒸笼，要蒸多
久才能吃了？”游客刘先生说：“今
天人真多，特别热闹，很有过年的
感觉。大家一起吃长龙宴，沔阳三
蒸不仅好吃，寓意也好，祝福新一
年蒸蒸日上啊！”

沔阳小镇景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小镇围绕中国传统年俗举办一
系列民俗、文化演艺活动，为游客
献上年味十足的民俗表演和新春
节日祝福。主题为“哈是龙”的系
列活动，在春节假期给广大游客带
来每天不一样的体验，花鼓戏、采

莲船、梦
入龙宫、
龙王招婿
等 精 彩 节
目 轮 番 上
演。游客还
能参与“降龙宝
典”集章，寻找景
区“游龙踪迹”进行
打卡后兑换龙形拉花、
手提灯笼等新年礼物。

沔阳舞龙、沔阳花鼓、皮
影、龙运集市、财神红包等年俗活
动，吸引大批游客寻找传统年味。
滑翔伞、卡丁车等网红潮玩，为传
统年节注入新意。梦入龙宫、
《哈！似龙》气球玩偶剧巡游、齐德
龙咚呛国潮演艺、天降龙子红包
雨、游龙戏影跑龙套、灵龙投壶、龙
愿祈福、龙宫大富翁、龙运大转盘、
长龙画卷等春节“国潮”新玩法，让
来自各地的游客一家老小都能找
到乐趣。沔阳特色美食、糖炒栗
子、小龙虾、冰糖葫芦等，吸引游客
品尝浓浓年味。游客郭振明说：

“我们一家三口来玩，小镇可以逛
上一天，轻松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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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正月初三，中国铁路
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昌车务段黄石车
站候车室内，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生死救援”。一名41岁的男
子在进站安检时突发急性心梗，导
致心脏骤停，陷入深度昏迷，后经车
站客运员、民警等合力救援，为患者
抢救赢得了时间。

当天清晨5时18分，黄石火车
站候车厅内安静祥和。忽然，一阵
呼救打破了车站的宁静。

“有人昏倒了，有人昏倒了，快
来人啊！”一位热心市民果断呼救。
听到呼救，黄石火车站客运员连传
刚立刻赶到。

连传刚回忆，当时他发现一名旅
客倒地不起，面色苍白，旁边是正在
呼唤其醒来、满面焦急的旅客妻子。

意识到事态严重，连传刚当即
向车站管理人员报告。值班人员毫
不迟疑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值
班干部及车站民警迅速赶到了现
场，并立即开始询问家属情况。

家属透露，其丈夫之前并没有
心脏病史，但近期做过胃部手术，前
一晚饮酒过量。了解情况后，值班
人员立刻指示车站广播室播放紧急
广播寻求现场医务人员援助。其他
工作人员一人护住男子头部，另外

两人则分别护住男子四肢，小心翼
翼地将男子放平到地上。

5时20分，车站值班干部和工
作人员继续为男子争分夺秒实施救
助。连传刚和旅客家属相互配合，
一边对男子进行心肺复苏，一边进
行人工呼吸，持续观察其身体状
况。在确认男子依然无意识、无呼
吸、无心跳后，黄石火车站副站长吴
金亭深知时间就是生命，当即命令
连传刚继续进行胸外按压，自己则
以最快速度跑去客服台拿取AED
设备（除颤仪）开展急救工作。

短暂的应急为生命赢得了时间。
5时35分，救护车顺利抵达。

经过17分钟的紧急救治，“生死时
速”的接力完成。在医护人员和车
站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患病男
子被顺利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黄
石有色医院抢救。据了解，经过全
力救治，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从急
诊病房转至普通病房。

黄石有色医院急诊科邹医生
说，发生心跳呼吸暂停后的最初4
至6分钟是黄金救援时间，该患者
能够成功获救，与铁路工作人员严
谨的工作态度、熟练的急救技巧以
及AED设备的正确使用有着密切
关系。

抬花轿、跨火盆、唱大戏……2
月13日，正月初四。大冶市保安镇
金塘村，一场传统中式婚礼热闹开
场。其中，来自鄂州市梁子湖区沼
山镇桥柯村的表演团队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带去的非遗项目牌子锣曲
目玉连环，听起来隆重喜庆。

桥柯村牌子锣有 300多年历
史，是鄂州市级非遗项目，主要曲目
玉连环特别适合在迎亲时演奏。

91岁的柯传贵精神矍铄，是年
龄最大的牌子锣非遗传承人。他自
8岁开始学习牌子锣演奏，当时同
村共有10多名青年一起学，最终学
成的有一半。到现在，那一批人当
中只有他还健在。

“学成要两三年，基本都是忙完
农活，晚上去师傅家学。”老人回忆，
牌子锣传承靠口传心授，如唱歌一
样，师傅教唱一句，徒弟学一句，记
住谱子，再学乐器。要想学成，快则
一年，慢则三五年，很多人坚持不下
来，半途而废。

随着时代发展，桥柯村青年男子
大多外出，老一辈艺人年岁渐高，传
承不易。跟很多非遗项目类似，由于
老艺人固守传男不传女思想，桥柯牌
子锣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怎么办？几年前，桥柯村村委
会多次上门，做通老艺人工作，开始
面向社会收徒。2013年，嫁到桥柯
村的谈彩霞主动向柯传贵等老艺人
拜师。柯传贵老人欣然答允，拜师
礼成，柯传贵老人开始教授曲牌玉
连环。发展至今，以谈彩霞为首的
女子玉连环乐队已有10余人，打破
了女子不学牌子锣的传统。

玉连环乐队除了用笛子取代唢
呐外，板鼓也被三星取代。三星是在
类似葫芦的钢质架上，自上而下由碰

铃、铛锣、马锣组合，依次敲击能发出
“叮当咣”声响。谈彩霞介绍，三星相
当于指挥棒，大致意思就是演奏者敲
击碰铃，乐队开始准备；敲击铛锣，乐
队敲锣；敲击马锣，乐队打鼓。

最小的队员“80后”朱燕在婆
婆明群凤的支持下，辞去武汉的工
作，回村学习玉连环。

“玉连环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我一定好好学。”朱燕说。

牌子锣有100多首曲谱，一直
用工尺谱记录。对后学者来说，有
一定难度。如今，已有后学者正在
将工尺谱改编成更大众的五线谱，
让非遗项目不再神秘，便于传承。

牌子锣传承除了有传习之人和
曲谱外，还得有现实的文化土壤。
如今，鄂州及周边的黄石，但凡有红
白喜事，都会邀请专业的牌子锣乐
队。一到腊月，桥柯村牌子锣团队
就会收到不少演出邀请。

“我们湾子280户、1200多人，
几乎家家都有人能哼上几句。能上
台完整演奏牌子锣的就有 60 多
人。”后学者柯善杰说，2022年，以
牌子锣为代表，沼山镇获得湖北首
批非遗特色村镇。今年元旦前，沼
山镇举办庆祝授牌一周年文艺汇
演，牌子锣乐队又在上面演了一把。

据介绍，近两年来，该村古鄂玉
连环和牌子锣乐队累计参与演出近
百场。

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
光。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感受自然人文
之美，已经成为人们欢度春节的重要方
式。新潮的玩法、活化的民俗，“跨季
游”“出境游”火起来……春节文旅市场
活力显。

“潮”玩法引人潮

春节里，主打“阅读建筑”时尚的城
市漫步在上海不断升温。上海春秋国
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
卫红说，公司每天推出的漫步活动吸引
了大批游客打卡，大家对沿途的建筑展
示项目非常感兴趣。

逛迎春花市是广州市民过春节的
重要传统项目，AR互动、灯光秀、元宇
宙花市等，让花市更添科技味与文化
味。“让老城市焕发新活力、老传统彰显
新特色，希望‘行花街’这个传统能代代
传承下去。”广州市越秀区花市办专职
副主任陈煜说。

在天津古文化街“桂发祥”店铺，麻
花口味多样、包装新颖、注重营养均衡，
顾客络绎不绝。“现在的麻花包装漂亮，
口味丰富，想带些回去给家里人尝尝。”
河北游客李女士说。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文英

说，近年来，不少“老字号”积极开展数字
化转型，在直播平台上火爆出圈，从产
品、服务到营销模式都实现了“年轻态”。

在深圳，比亚迪“云巴”轨道交通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试乘，游客可以走进云
巴1号线的控制中心，一探“无人驾驶”
的奥秘；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一台结合
声光电技术与仿唐乐舞创新编排的鼓
乐演出《鼓》，让观众感慨古代的“交响
乐”同样新潮……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旅游研究
中心主任张燕表示，这些创新项目展示
了年俗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特别
是沉浸式体验、国潮文创、互动演艺等
新形式不断涌现，为传统节日赋予了新
的过节方式。

民俗非遗“活”起来

在西安市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
皮影、剪纸、面塑等非遗项目齐亮相。

“随着传统文化受欢迎、非遗项目进景
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欣赏、体
验安塞剪纸的魅力。”安塞剪纸艺人胡
晓翔边说边指导游客剪出生肖龙。

浙江省非遗馆馆长郭艺说，让民
俗、非遗“活”起来，可以让人们在过年
习俗中感受乡情亲情，唤醒集体的文化

记忆。
在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入店

游客人数明显增加，销售额显著提升。杨
柳青画社社长刘岳介绍，近年来，画社开
发出的一批文创产品“出了圈”，传统的

“胖娃娃”等经典元素拥有了新的“生命”。
广州市荔湾区永庆坊用25米长的

龙主题装置和300个新春花灯组成的
“齐乐龙龙”艺术装置，吸引了不少游客
身着传统服饰前来打卡。非遗广绣、粤
剧头饰制作，以及西关民俗文化嘉年华
等活动，带给市民游客节日的欢笑。

春节前夕，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
沚老街的南北主街全面贯通开放，在老
街的一幢老屋里，浙江省省级非遗台绣
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霞制作的
精美台绣服饰，在传统与时尚间诠释东
方气韵，受到游客的格外关注。

“逛庙会、游园、赏灯、舞狮、烟花秀
等‘寻年味’民俗活动是春节旅游的‘显
性吸引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说，特别是那些彰显传统文化和时尚
活力的项目，让游客在领略文化之美的
同时，增强了文化自信。

“跨季游”“出境游”热火朝天

在长春市郊，长春冰雪新天地冰灯

璀璨。来自安徽的游客王心鑫和家人
今年来到吉林过年，“玩雪、赏灯、拍照、
蹦迪……太开心了。”

长春不断打造特色鲜明的冰雪文旅
产品和特色旅游消费场景，建成148座
冰雕雪雕、113处室外冰场，47处冰雪游
乐场所投放市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

“用更加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让旅游产业与东北地域的优势产业相
融合，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吉林大学

“冰雪旅游场地装备与智能服务技术”
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辛本禄
说。

珠江之畔，游客乔佳伟一行四人在
落地窗边共享午餐，今年他带着家人从
河北到广州过年，感受南国暖意。

“吃住行感觉都很火爆，我们半个
月前就预订了这里的餐位，要好好体验
广州美食。”乔佳伟说。

随着免签国家增加、国际航班恢
复，中国游客的出境游热情高涨。

上海市民黄女士一家人踏上了大
年初一前往新加坡的航班。她告诉记
者，上海和新加坡之间的航班充足，而
且新加坡已经对中国游客实施了免签
政策，那里气候好、景点多，非常适合全
家出游。

（据新华社2月15日电）

“潮”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春节文旅市场走笔

“玉连环”传男也传女
——沼山桥柯牌子锣传承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夏中华 通讯员 赵德龙 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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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钟！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救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祎 通讯员 马天佑

小镇摆出长龙宴
游客沉醉沔阳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胡婷婷

仙桃沔阳小镇景区年味浓，沔阳
花鼓、舞龙、长龙宴等年俗活动吸引了
八方游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