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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春节前后，长白山持续降雪，银装素裹，分外妖

娆。然而，厚厚的积雪也阻挡了游客登上天池主峰的

脚步。为了尽早让游客一睹天池美景，长白山北景区

主峰管理部、运营一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冒着严寒，开始

了紧张的主峰清雪工作。

1月29日，大年初一中午12点，长白山北景区

主峰管理部经理丁刚带领着清雪队伍，顶着凛冽的

寒风，挥舞着手中的工具，将积雪一点点清理干净，

为游客开辟观赏天池的道路。

“我们从中午12点开始清雪，大概要持续工作4

个小时。”丁刚告诉记者，“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天气

情况决定主峰开启时间，争取尽早让游客登上主

峰，欣赏天池美景。”

据了解，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是中国

最高、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

山湖。天池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之中，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大年初一当天，长白山北景区其他景点正常开

放，游客可以乘车前往瀑布、温泉等景点游览。西

景区锦江大峡谷关闭，其他景点正常开放。景区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情况

和景区公告，合理安排行程。

主 峰 清 雪 忙
本报记者 孙寰宇 周凯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为迎接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举行，由中车长客

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哈尔滨地铁集团联合打造的哈尔滨地铁3号线“逐梦

亚冬号”主题专列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营。

据中车长客相关设计人员介绍，“逐梦亚冬号”主题列车以亚冬会主题

“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为设计核心，集中呈现“瑞丰”“冰雪”“欢乐”“魅力”

四大主题元素。列车车头悬挂本届亚冬会会徽，车身以冰晶蓝、丁香紫、丰

登黄、兴安绿为主色调，车身内外精心绘制本届亚冬会口号、愿景等。

列车车厢外部，本届亚冬会活泼可爱的吉祥物“滨滨”和“妮妮”与灵

动的冰雪图案交相辉映，吉祥物以各种冰雪运动姿态跃然眼前，增进了乘

客对于冰雪运动的了解与热爱。车厢内部区域将哈尔滨地标建筑与本届

亚冬会主题巧妙结合，展示出了本届亚冬会举办城市的特色魅力。

中车长客造亚冬会主题地铁专列上线运营

本报 1 月 29 日讯（记 者 李 婷 姜 岸
松）正月初一早晨，伴随着三声锣响，吉

林市朝阳门在新春第一缕阳光里缓缓打

开，市民和游人一起穿过城门，以这种富

有仪式感的方式迎接蛇年的到来。当天

上午，吉林市德胜门也同步开启城门，人

们在喜庆热闹的气氛里走城门、迎佳节。

7时40分，盛大庄严的开城门仪式在

吉林市朝阳门举行。身着清代朝服、头

戴花翎的城门官与抬着铜锣的几名“兵

丁”首先来到朝阳门前。城门官神情庄

重地在城门前主持仪式：“一声锣响，新

的一年，一路高歌猛进，愿我们每一步都

踏出坚实回响；二声锣响，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绽放独特光芒，书写辉煌篇章；三声

锣响，让我们迎接每一个挑战，拥抱每一

份喜悦，携手共赴新辉煌！”

10时 58分，德胜门前人头攒动，舞龙

和高跷秧歌开始表演，“福、禄、寿星和财

神”同时出现，“财神”把“大金元宝”里的

巧克力分发给现场观众。大门开启前，城

门官站在城门前宣读新年颂词。伴随城

门打开，城墙两侧鞭炮齐鸣，高跷秧歌表

演者随着两条“中国龙”穿过城门，在城门

外广场上表演，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当天，在微微飘洒的雪花里，朝阳门

和德胜门都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八方

来客，大门两旁新挂上去的巨幅春联和

飞檐上垂下来的一串串大红灯笼，把新

春的气氛烘托出来，让人们仿佛穿越回

古代。

朝阳门又称大东门，因其面朝太阳

升起的地方，旧时大年初一的早晨在这

里举办开城门仪式，意在迎接新年第一

缕阳光。吉林市德胜门始建于 1673 年，

位于吉林城西墙偏北位置，即今日的越

山路与德胜路交会处，寓意“得胜凯旋”。

据了解，吉林市去年在原址复建朝

阳门和德胜门，并于 2024 年 10 月 1日面

向吉林市民和游客正式开放。

吉林市：

朝 阳 门 开 迎 新 年
德 胜 门 前 舞 秧 歌

在东北过年的时候，家家都点上花灯。

过年取红、取亮、取响、取新，这是对新年的期盼和祝福。以点花灯来

迎接年的习俗，既是对新年生活的光明和亮堂的祈盼，也表现了人们对祖

先虔诚的怀念和崇敬。

在东北，家里的老人或巧手的人要亲手制作花灯。给孩子们做上

一些小灯笼，吃剩下的罐头瓶，拴上麻绳儿，底部点上蜡烛，让孩子们提

着到室外的雪地上去玩耍。还有一些灯更能体现东北的特色，比如冰

灯、雪灯。

人们将水放在桶当中，提到外边一宿就冻成了冰壳，在冰壳中间点

上蜡烛，再贴上有梅花鹿、人参花、灵芝等样式的红色剪纸，一盏盏美丽的

冰灯摆在、挂在家门口。还有许多人家用雪来堆雪灯，就是用筐装上雪，

用脚踩实，扣在地上，掏空中心，点上灯。

无论是雪灯还是冰灯，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点上灯，是为了来迎

接新年的到来。

村落的人家还要做撒路灯，就是在村口和路口点上一堆堆的灯火。

这些灯火，点亮路途上的节点，“召唤”着祖先回家过年。

在东北过大年，有些地方的民俗是放河灯。在吉林市的松花江上，过

年时节的一盏盏河灯煞是好看。因为松花江从丰满电站流下来之后，形

成一段不冻江，穿过吉林市，于是市民就在冬天燃放河灯。那神奇的河灯

和冰凌在一起飘动，与雾凇交相辉映，形成吉林冬天的独特景观。

长白山也有一段不冻江，在池南区讷殷古城的锦江、漫江、头道松花

江交汇处，不冻江就在这三江当中。这条不冻江的冬天只是飘着冰凌，流

淌着清清的水，人们就在这里燃放起了河灯。

无论是松花江河灯，还是三江交汇处的河灯，都说明了吉林的年是光

亮的年，是璀璨的年，是绚丽的年。

人们点燃了各种灯，迎接、欢度新年，点花灯这一习俗犹如一部流动

的特征历史画卷，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郭悦 整理）

花 灯 与 年
——民俗专家曹保明的东北过年书

中国节 中国年

除夕，集安市上解放村里，在外忙碌

一年的青年人纷纷返乡过年，一盏盏通

红的灯笼，衬得年味十足。一大早，上解

放村警务室里，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

阳岔边境派出所驻村民警张喜录，组织

辅警、护边员清点装备，开始了每天的例

行巡边，踏上他心中迎接新年的“喜路”。

在上解放村7.5公里的边境线上，张

喜录一行迎风踏雪，目光如炬，随时观察

着周边情况。

“穿多了带上装备不舒服，这种天气

算不错了，往年这时候，大衣冻得铛铛

硬。”张喜录一边走、一边呼着哈气说。

像这样的巡边，他们每天都要走上

15公里左右，贴身的衣服被汗水浸湿又

捂干，外边的警服却冻得冰凉。

“我们辖区有一些独立房屋，都分布

在边境线周边的山林中。这里人比较

少，但越是没啥人我们就越要经常走

走。”张喜录介绍道。

张喜录是内蒙古兴安盟人，大学毕

业后毅然投身卫国戍边事业，在集安工

作了 17年。“已经在这成家了，父母还

在老家，每年虽能休假回去一趟，但已

经 3年没陪父母过年了。”张喜录语气

略有遗憾。

今年除夕，张喜录仍然坚守在岗位

上，因为除了巡边，他还有一项“特殊”的

工作要做。

中午11点，巡边归来的张喜录和辅

警齐瑞强，将早上准备好的一兜兜食材

装上车，前往上解放村四组的山沟沟

里。“起风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沟里路不好，我们得走进去。”张

喜录下意识地背过身去、扶了扶棉帽，窝着身体等待这阵卷风掠

过，此行的目的地是辖区独居老人杨成珍家。

“大姨，过年好啊，看我带啥来了！”

“快进屋暖和暖和。”

院子里，正喂鸡的杨成珍有些踉跄地转身走来，摆摆手招呼他

们进屋。

“喜录好！对我好，什么活都帮我干。没井之前我喝的是河里

的水，有一次我家水泵被河水冲走了，他直接跳进去帮我把水泵给

捞上来，还自掏腰包找人帮我打了口井。”今年60岁的杨成珍自幼

患疾，语言和手脚不便，且孩子常年在外务工，平时都是她一人生

活。

张喜录坐到炕头上，身后墙上的爱心卡还是他前几年亲手贴

上的，上面有杨成珍的自然情况，也有张喜录的联系电话。

热乎乎的炕头上，张喜录习惯地从包里拿出血压仪，为杨成珍

测血压，在自制的《健康档案》上填好数字，又拿出了降压药。

“这是年前累到了？血压有点高啊！家里有啥活，我抽空过来

干，药给你放抽屉里了，想着吃。”说罢，张喜录把带来的食材拿了

出来，这也是他除夕过来的主要目的，为杨成珍做年夜饭。

烧鸡、肉冻、蒸鱼、炒蛋、饺子……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一桌家

常年夜饭出锅了，三人围坐一起迎新年。吃过饭后，张喜录为杨成

珍家贴上春联、挂起灯笼。

虽说是年夜饭，但却是在中午开餐。

“放心吧，早点走，还好几家呢，天黑了别回去太晚。”杨成珍给

张喜录的保温杯里添了些热水，就催着他走，也道出了中午吃年夜

饭的原因。

“2020年，我在走访中发现村里有11位独居老人需要重点关

注，就给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利用走访时间给他们测血压。有几户

过年子女回不来，我就在除夕前后都去看看，一起迎新年，可不就

是‘喜路’吗。”张喜录笑着说。

晚上6点，璀璨烟花陆续在夜空中绽放，张喜录望着家家户户

门前的大红灯笼，继续行走在他心中的“喜路”上，守一方热土、护

一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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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大年初一。

凌晨1点，室外最低气温零下18摄氏度，经过连

日连夜的强降雪，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中。

在辽源市龙山区东艺春城小区门前，十几位环

卫工人身着厚厚的橙色工作棉衣，戴着手套和口

罩，手持铁锹和扫帚，迎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飞

雪清扫厚厚的积雪。

环卫工人尹广文一边麻利地挥动着大扫把一

边告诉记者：“每年除夕清扫任务都比较重，所以我

们在家吃完年夜饭就会提前上岗，争取早点完成辖

区清扫任务。特别是今年赶上大雪天气，必须快点

把路面清扫干净，便于市民出行。虽然不能陪伴家

人过年，但是能让大家干干净净过好年，苦点累点

也值得！”

随行的龙山环卫中心生产质检科科长张兰峰

介绍：“从26日晚上7点开始，我们陆续出动750余

人和40余台机械车辆迎战风雪天气，春节期间实

施两班倒制度，部分环卫工人清扫积雪，另一部分

工人打扫鞭炮残屑，确保让市民过一个干干净净

的新年。”

持续的降雪已形成十几厘米的积雪，凌晨 3

点，位于龙山区辽河大路（南门至消防支队）路段，

环卫工人弯着腰，挥舞着铁锹，一铲一铲地将厚厚

的积雪铲到清雪车里，然后再用扫帚一遍一遍地

清扫路面。

“雪积得深，行人容易摔倒，车辆也会打滑造成

交通事故，我们这两天都是起早贪黑地清雪，雪一

直下，我们就一遍一遍地重复清理，目前已经连续

作业50多个小时。”环卫工人牟忠海脸上挂着细细

的汗珠，简单与记者交谈了几句，又立即投入到热

火朝天的浴“雪”奋战中。

截至1月29日中午11点，辽源市龙山环卫中心

的750余名环卫工人仍奋战在除雪一线，40余台机

械设备循环作业，共清理烟花爆竹残屑90余吨，生

活垃圾140余吨，累计外运积雪1.65万立方米，目

前还在持续外运中。

凌 晨 战 风 雪
本报记者 赵蓓蓓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王学雷）农
历正月初一，在位于松原市的吉林查

干湖景区内的龙鱼部落度假区，一场

名为“龙鱼星空夜”的主题演出，为现

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春文化

盛宴。

下午5点，夕阳的余晖映照在查

干湖冰封的湖面上，为雪海冰原增添

了一丝暖色。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

龙鱼部落度假区内一盏盏大红灯笼和

鲜艳的鱼灯纷纷亮起，节日氛围瞬间

拉满。

部落内，游客纷纷在国潮腾鱼打

卡区、百米冰瀑祈福长廊、雪谷奇缘等

充满冰雪特色的景点打卡留念。下午

5点30分，演出活动正式开始。伴随

着欢快的音乐声，工作人员向现场游

客献上了哈达。篝火燃起后，游客围

着篝火载歌载舞。动听的马头琴演

奏、精彩的文艺节目、充满欢声笑语的

互动环节和绚烂的烟花秀让大家高呼

过瘾。来自北京的游客李团结说：“查

干湖的冬天真的很美，今年大年初一

能在龙鱼部落亲身体验这么有特色的

文旅活动，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这个春

节在查干湖过得十分精彩。”

据了解，查干湖第23届冰雪渔猎

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后，龙鱼部落内

打卡游客日渐增多。春节期间，部落

内从白天到夜晚精彩活动不间断，“龙

鱼闹新春”和“龙鱼星空夜”两个主题

演出将举行辽帝萨满游街、雪地拔河

娱乐赛、雪谷射箭娱乐赛、雪谷红包

纳、马头琴表演、篝火仪式、龙鱼烟火

秀等精彩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时段、全

区域、全方位的沉浸式冰雪文化之旅。

松原市：

龙 鱼 部 落 祈 福 季
查 干 湖 上 过 大 年

（上接第一版）
我们到北方去，迎春暖花开！到漠河看北极之光，到尔滨、长春、阿勒

泰去，滑雪、赏雪、溜冰，感受雾凇树挂，飞雪如花。

我们感受自然四季的开端，也重温我们文明根脉的开端。春节锣鼓

里，有春暖花开、生命繁育的生机勃勃，也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生生

不息。

AI成了蛇年春节“最靓的仔”，帮我们对对子、写春联，做旅行助手、帮

无人驾驶、助视频拜年……科技的灵魂仍然是感受春天、感恩自然、感悟创

造，是千年不变的家国梦、万里无阻的团圆情。列祖列宗、英烈先贤与我们

同在，春节文化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而且以天下大同的名义“开源”。

大海深处，春暖花开。

珠江口，世界上唯一具备11000米超深水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梦

想号”，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首航深海做准备。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换装升级的“蛟龙”号正准备春节后水池试

验，赴南海海试。

中国春节，对在南半球的中国大洋深海工作者，大年初一意味着春暖

花开。“探索一号”科考船正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南半球执行载

人深潜国际联合航次。

大地深处，春暖花开。

春节前夕，深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超万米科学钻探技术与装备”项

目启动，我国超万米科学钻探要达到国际领先，打造又一“国之重器”。

蓝天深空，春暖花开。

今年春运预计人员流动量90亿人次，自驾出行占比超80%。“回家的

路”仍是北斗护航：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让每一份出行路线都

精准无误。

迎春节、过大年，里面有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也有炎黄子孙的生活

方式。我们奋发图强、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但是讲究天人

合一、顺应自然、精耕细作的价值观不变。经过工业文明淬炼，古老的农

耕文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中重生。

大年初一，乙巳大吉。

民间以正月初一日为“鸡日”，鸡被称为五德之禽，具备文、武、勇、仁、

信五德。

“铛铛铛……”悠扬钟声敲响零时，华夏大地迎来乙巳年春节。我们

一起倒计时，这背后是北京时间的“心脏”——中国人突破封锁禁运造出

的世界最精确的原子钟。

在大红春联贴上空间站的时代，在中国科技为全球精确授时的时代，

我们已经不再靠雄鸡报晓。

但大年初一仍然是我们的吉日，一唱雄鸡天下白，我们走进春天里。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乙巳大吉，迎春暖花开！

（上接第一版）
几十盆苗，每盆随机测量3个叶片，每片需要5分钟；上午9-11点间

是有效测量时间段，测不完就要等下午2点再开始……这项工作既要有

体力，又要有耐心。

“我来给你搭把手！”循声望去，姜文明的导师文波龙笑盈盈地来了，

“知道你任务多，特意来看看。”师徒俩配合默契，一个操作仪器，一个书写

记录。

“不少种植大户和企业听说我们在盐碱地里种成了茭白，都来咨询。

去年和我们合作的企业有了新力量加入，新规划的种植面积比上一年翻

了一番，目前整地工作已经完成。有了这个冬天的实验数据，在新地块栽

种时底气就更足了。”文波龙告诉记者。

翻看实验记录本，一页一页密密地填满了实验数据。茭白苗舒展着

新绿的叶片顽强生长，再有一段时间就要结茭了。“这几盆长得挺好，记得

及时添水。”“放心吧，我每天都会来看看。”……师徒俩你一言我一语，守

护的不仅是温室里的小苗，更是盐碱地里的新希望。

近日，长春地区普遍降雪。为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稳定，铁路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人员
对道岔、线间、站台进行除冰除雪，守护春运旅客平安出行。 李志宇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