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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吉林省，俺们

这旮不咋冷。”“走过南、闯过

北，欢迎来到长春大东北。”

一首原创儿歌，开启了马兰

花儿童声合唱团吉林冰雪实

践营之旅。

大家还记得这支合唱团

吗？他们就是来自太行山深

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

村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

团。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上，他们身穿虎头衣、脚

踩虎头鞋，在“鸟巢”用希腊

语向世界献唱了《奥林匹克

颂》，用歌声传播着北京冬奥

精神。这次，共青团吉林省

委与共青团河北省委共同联

手，为合唱团打造了吉林冰

雪实践营活动，续写“马兰

花”的冰雪奇缘。

研冰戏雪

探寻吉林银装素裹

的童话世界

保持世界纪录的512.6

米激情冰滑梯，惟妙惟肖的

冰雕、雪雕，激情四射的松花

江灯光秀，还有雪地自行车、

冰雪迷宫、冰上龙舟、冰雪漂

移、冰爬犁、冰猴等东北特色

的冰雪娱乐项目……在长春

冰雪新天地、吉林市松花江、

辽源市冰雪欢乐荟，马兰花

儿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感

受着冰雪的激情与快乐，沉

浸在冰天雪地带来的诗意和

浪漫之中。在吉林市的几天

里，恰逢雾凇岛呈现出“五星

级”雾凇，让“马兰花儿”们大

开眼界，纷纷要求同行的老

师帮忙拍照留影。

我省地处冰雪黄金纬度

带，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

一，被誉为“滑雪天堂”。位

于吉林市的万科松花湖滑雪

场人潮涌动，热“雪”沸腾。“马兰花儿”们刚到滑雪场，工作

人员就为他们准备好了滑雪服、雪鞋、雪具等滑雪装备，随

后由一名教练带着一名带队老师和两个小朋友，教他们如

何滑雪，孩子们学得非常快，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滑雪技

能。摔倒了、站起来、再滑……“马兰花儿”们玩得开心，欢

呼声、尖叫声荡漾在整个雪场。

“第一次来到吉林，我就被冰雪吸引了，这里有很多冰

雕雪雕建筑，特别是超级大雪人，我太喜欢啦！”“我们那里

没有这么多雪，这次体验了冰雪项目，感受到了冰雪的魅

力，真的很开心。”“马兰花儿”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参观寻访

感受吉林黑土地上的历史记忆

“三地三摇篮”，即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

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

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被称为吉林省

的红色标识，是黑土地上最耀眼的“红”。

在一汽红旗文化展馆，长春市红领巾宣讲团的成员们

与“马兰花儿”们互赠礼物。当一辆辆满载中国历史、饱含

科技创意的红旗轿车展现在孩子们眼前时，此起彼伏的惊

叹和闪闪发光的眼神，无不彰显着长春国际汽车城的魅力

所在。

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在电影《上甘岭》展示区前，“马

兰花儿”们不由自主地跟着讲解员哼唱起歌曲《我的祖

国》。这一刻，爱国主义情怀在孩子们心中蔓延。在参观吉

林市陨石博物馆时，小朋友们认真听着讲解，深入了解中国

第一个以展出陨石雨为专题的博物馆。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掌握了很多知识，像陨石的形成、

陨落，也观赏到了最美的雾凇和松花江的夜景，同时品尝到

了东北地道的铁锅炖、锅包肉、冻梨等一应美食，让孩子们

对吉林市有了更多了解。大家表示，以后还会来吉林做

客。”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带队老师张曼华说。

文化交融

童声传唱延续吉林冰雪奇缘

夜晚的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张灯结彩、霓虹闪烁，东师东

安实验学校小雪花合唱团与“马兰花儿”们结成友谊对子，

沉浸式观看西游记主题表演，参观老虎园……“冰雪+西游”

组合，让孩子们沉浸其中，乐趣不断。

当“马兰花儿”们走进吉林省博物馆，长春火炬先锋少

年团以一首原创说唱歌曲《马兰花儿你们来》表达欢迎之

情，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则以一首《月亮舞台》作为回礼，实

现两地少年儿童的“双向奔赴”。孩子们一同参观了“白山

松水的记忆”展厅，体验《百花争艳绘春色》艺术鉴赏课程，

感受浓浓的东北特色文化。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在三道码头为“马兰花儿”们举办

了专场演唱会，大合唱、快板书、舞蹈，一下子搅热了寒冷的

吉林夜晚。“马兰花儿”们也倾情献艺，赢得阵阵掌声。同

时，吉林市一实验的老师现场教起了东北大秧歌，如何抛手

绢、怎么走秧歌步，大家在舞台上开心地学了起来。

辽源市是独具魅力的“中国琵琶之乡”。为感受琵琶的

魅力，“马兰花儿”们走进辽源显顺琵琶学校。为迎接他们

的到来，学校琵琶乐团的学员和教师分别演绎琵琶经典乐

曲《龙船》《送我一支玫瑰花》，优美的旋律悠扬舒缓将传统

艺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马兰花儿”们也倾情献艺合

唱一首《让我们一起远航》，用天籁之声打动全场。

“‘马兰花儿’小伙伴们，欢迎来到美丽鹿乡东丰。”在

辽源市东丰县农民画馆门前，小仙鹿·晨曦合唱团的小朋

友齐声欢呼并将精心准备的小鹿玩偶赠予他们，随后献

唱《牧童之歌》，表达真挚热情。在“小仙鹿”的陪同下，

“马兰花儿”们参观了东丰县农民画馆、皇家鹿苑博物馆、

榆林沟休闲驿站，亲身体验农民画创作、包黏豆包等民俗

文化，原汁原味的东北民俗和冰雪文化让“马兰花儿”们

乐此不疲。

2月2日是北方传统小年。“马兰花儿”们在老师的指引

下，一揉一捏、一包一夹、一招一式学得有模有样，一个个形

态饱满的饺子很快就摆满了餐桌。当热气腾腾的饺子与辽

源市的美食一同端上桌时，大家齐声高喊：“小年快乐!”

冰雪奇缘、收获满满，“冀”上加“吉”，马兰花开。这份

友谊会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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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份证丢了，请问可以上车吗？”

“登录中国铁路12306小程序，可以扫购

票信息里的乘车码上车。”

……

旅客们拎着行李，拿着沉甸甸的礼盒，

密集的人流交织着列车检票的广播通知

声……春节前夕，记者走进长春火车站，浓

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在长春车站派出所便民服务台，不时有

旅客前来询问各种问题，每一次焦急的求

助，都被温暖的民警逐一解决。

“我都回到吉林市老家了，才发现斜挎

包不见了，能不能帮忙看下是否落在候车室

的椅子上了。”正在值班的执勤大队长尚文

博接到了王先生的电话求助。

“您别着急，我们马上去查一下。”放下

电话，尚文博立即和同事展开排查，最终发

现旅客的包是被旁边的女旅客误拿了。找

到包后，王先生让家住长春的亲戚到车站取

包，“东西一样不少，太感谢你们了。”

“春节急着赶火车，这样的事情经常发

生。”尚文博告诉记者，在一次执勤时，曾

注意到在安检处一位外国旅客带了多个

包，但结束安检后发现少了一个，于是他

到安检处查找。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顺

利找到了电脑包，拿回包的外国旅客对民

警不停地表示感谢。

采访中，从警14年的长春火车站派出所

副所长田龙也一直在为春运忙碌着。“这几

天旅客增多，处理的问题也挺多。有不少打

工返乡的农民工，拿着干活的电钻和切割头

等工具，这些都不允许带上火车，可这又是

他们吃饭的‘家伙事儿’，丢不得！为了服务

更便民，我们将暂扣的工具都贴上标签并留

下了地址，返回时可以取走，也可以帮他们

邮寄回去。”这个暖心的举措，就打消了农民

工的顾虑，也更加人性化。

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暖心的故事每天都

在发生。这里经常会有人捡到各种证件，交

到便民服务台。后期，民警会根据证件的个

人信息联络失主，并免费邮寄归还。

“我们前几天集中邮寄了一批身份证、

护照等证件。”田龙对记者说，“大家都没想

到，火车站还能提供这样的服务，收到失而

复得的证件，大家都很高兴，并为我们的服

务点赞。”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

事。年复一年的春运，长春火车站派出所的

民警们始终用心用情为旅客做好服务保障，

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与幸福。

火 车 站 里 的 暖 心 事
本报记者 王秋月

对吉林省戏曲剧

院的青年二人转演员

蒋佰东来说，越是临

近年关，演出任务就

越是繁重。

从今年 1月底开

始，蒋佰东每天都在

演出，少则 1天 1场，

多则 1天 3场。这段

时间他去了很多地

方，商场、景区、社区、

火车站……“每个地

方都很热闹，让我们

用文艺演出再给这热

闹添把火！”

最近的吉林成了

旅游热门省份，到处演

出的蒋佰东尤其能感

受到。“景区里、商场里

人特别多，有来自天南

地北的口音，感觉咱们

吉林真是‘火’了。”不

久前，蒋佰东在长春冰

雪新天地里演了一

场。他说那场演出就

像是一次各地游客的

大聚会，“冰雪环绕中，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更得拿出

吉林文艺工作者的精气神来。”

随着演出一场接一场地开展，蒋佰东把二人

转唱给了许许多多来到吉林的游客，通过他们的

反应和掌声，蒋佰东确信，自己的演出让大家看到

了吉林二人转的魅力。“我相信每个二人转演员都

希望让大众真正了解这种展现东北特色和热情的

艺术形式。”

蒋佰东笑起来眼睛弯弯，一唱起二人转来，

亲和力和感染力就全力散发，这让他很有“观众

缘”。全国春运首日，他和搭档到长春站给旅客

们唱上了一段《小拜年》，这段演出被发布到短视

频平台后，收获了2000多万浏览量。线上线下

的火爆让蒋佰东本就不轻松的年前日程又多加

了几场演出，他说虽然这段时间挺忙、挺累，但是

更开心。

和许许多多的吉林文艺工作者一样，蒋佰东

每个节假日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不过这样的

日子对他来说特别踏实，“演出一场接着一场，说

明观众喜欢我们、需要我们，说明我们在吉林文

旅事业中发挥出了自己的能量。”

一边忙着各种演出，蒋佰东也一边计划着

年后的工作，排新戏、挖老戏，惠民演出、送演

出下基层……一桩桩、一件件，又是满满当当。

蒋佰东也许下了自己的春节心愿：“希望接下来

我能继续提升自己，排出更多好戏回馈给观众，

为吉林二人转的传承发展贡献我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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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在吉

林图们口岸国门前，

图们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移民管理警察

手举福字和图板向

全国人民拜年，祝福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张彪 摄

▲ 随着春节的

到来，长春市各大商

场超市纷纷开启“新

年模式”，节日氛围

愈加浓厚。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上接第一版)
在长影电影院，等候入场的长春市民张

怡然带着全家人正准备看热门影片《年会不

能停》。“我们全家特别喜欢看喜剧，我还买了

大年初二的电影场次，到时还会再来。我对

今年春节档的几部影片都挺感兴趣，特别是

由长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热辣滚烫》，我们期

待已久！”张怡然说，每年春节，他们都会选择

到长影看电影，“现在老长影厂院内也焕然一

新，晚上还有灯光秀。亲朋好友来长春串门，

我都会带他们来这里转一转。我觉得这里最

能代表咱们长春电影城的特色！”

今年，长影旧址博物馆首次尝试“春节不

打烊”全年无休，自2月16日(大年初七)起，

每周五至周日11:00、15:00两个时段进行特

别演出，“长影NPC”上线“沉浸式博物馆”游览

体验，邀游客“入戏”，让老电影“活起来”。同

时，夜晚的长影老厂区，大大小小的红灯笼早

已挂上枝头，厂史大道进行了灯光亮化升级，

夜游打卡，别有一番风景，市民和游客们还可

以乘坐在长影站始发的54路“摇篮号”文旅专

列，慢悠悠地穿梭于城市间，感受城市文化、

轨交文化与电影文化的深度融合。

“打卡晚上的长影世纪城，更出片！”来自

河北的游客孔妮在长春留下了很多漂亮的

“打卡”照。春节期间，长影世纪城也正常营

业，并在2月29日前免收入园大门票。园区

里专门打造了“东北童年时光·欢乐场”，抽冰

猴、单腿驴、雪圈、冰爬犁、雪滑梯等项目让广

大游客在充满童真童趣的游玩中找到了难忘

的童年回忆。“入夜后的长影世纪城，可以看

到绚烂的烟花表演，梦幻的‘极光’氛围，还有

金曲联唱、热烈的舞蹈演绎，欢迎大家也来玩

啊！”孔妮也化身“推介官”，在自己的社交平

台上把长春文旅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们。

2月14日(大年初五)19:00，长影乐团轻

音乐团“天空之城”经典动漫作品视听烛光音

乐会将在长影音乐厅上演。长影乐团将奏响

经典旋律，通过重新演绎，在春节假期里带给

广大观众一个视听同步的音乐之夜。此外，

长影译制片厂也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资源，

倾力打造专业级、充满童趣的电影配音研学

游，在国家一级演员的指导下，带领小朋友们

探索电影配音的奥秘，亲身体验配音的乐趣，

增长见识，收获快乐。

如果不想出去游玩，还可以在家尽享电

视文化大餐。这个春节，吉视传媒不仅推出

了全新的“重温经典”频道，轮番播出电视剧

87版《红楼梦》、电视剧85版《四世同堂》、电视

剧83版《射雕英雄传》、电视剧85版《济公》

《渴望》，以及动画片《黑猫警长》《小蝌蚪找妈

妈》《葫芦小金刚》《九色鹿》等经典作品，让广

大百姓在年味中充分感受经典视听作品的文

化魅力；精心打造了总量3.5万小时的免费点

播专区，近千部经典电影、数百部电视剧、多

部热门综艺，以及东北二人转、纪实、生活、体

育节目等海量优质的视频资源，让用户免费

看个够，并专门为孩子们准备了“快乐寒假”

免费点播专区，结合春节特别策划了“龙年到

龘 吉祥如意”免费点播专区，为视障人士打

造的“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公益点播专区也

更新了10部精彩大片，用丰富多彩的视听节

目满足广大百姓多样化、多层次的春节文化

生活，打造不落幕的文化盛宴。

腊月三十儿，年味正浓。额穆水文站工

作人员的一天却是从冰面上开始的——他

们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江河“守岁”。

上午8点，气温只有零下17摄氏度，敦

化勘测队队长毕诗咏带领着队员，打冰眼、

测冰厚水深、计算流速……冰面上的风格外

凛冽，刮得脸有些疼，但他们手中的活却丝

毫没有受到影响，不到两个小时，最新的水

文数据精准出炉。

额穆水文站，位于敦化市额穆镇，是牡

丹江珠尔多河中游的重要控制站。这里肩

负着为牡丹江流域防洪调度提供精准水文

数据的重任。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流域

内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去年 8月，珠尔多河发生历史性大洪

水，暴涨的洪水以每十分钟上涨20至30厘

米的速度，很快就漫过堤岸，向额穆水文站

逼近，大量的漂浮物也随之涌入水文站院

内，情况十分凶险。即使是这样，工作人员

也没有退缩，依然坚守岗位，保持正常观

测。

雷达水文计被冲毁，他们就采用人工

观测；测验断面被淹没，他们就立刻改用公

路桥应急监测断面，用电波流速仪进行实

测……五天五夜的连续奋战，工作人员测得

了完整的洪水涨落过程，为抗洪抢险提供了

科学的数据支持，也为当地防灾、减灾、人员

安全撤离赢得了宝贵时间。

据额穆水文站站长郑忠慰介绍，洪水

过后，很多设备目前还处于受损状态，待

雪化冰开才能完成修复任务，这给他们的

日常工作增添不少难度。比如，河道的水

尺被冲毁，没进入稳定冰封期前，队员需

要在冰冷的河水中设立水尺。数九寒天，

一站就是半小时，非常辛苦。“但大家从来

不喊累，今年春节，多名队员主动提出驻

站值班。”

见到张培顺时，他正忙着对雨雪量计

等重要监测设备进行检查和校准。他说，

春节期间气温低，为了确保设备的精准

度，需要做好细致的防寒防冻措施。虽然

多年没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但他并不遗

憾。因为，为江河“守岁”，就是为家人和

人民“守岁”。

为 江 河“ 守 岁 ”
本报记者 陈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