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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1日讯 连日来，我省各地节

日的喜庆氛围依旧浓厚，热度持续“在线”。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俗文化在欢声笑语中

得到传承与发展，更在潜移默化中引领了文

明新风尚。

绸扇飞舞，彩龙翻腾。2月10日，农历

正月十三，一场以“我们的节日·欢乐元宵

节”为主题的秧歌舞龙表演活动在扶余市

三井子镇拉开帷幕，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

文化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团结奋进的浓

浓节日氛围。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欢声鼎

沸。伴随着欢快的唢呐声，来自三井子镇

的 4支队伍联袂登场，秧歌队队员们身穿

艳丽的服饰，踏着轻快的节拍，瞬间将节日

的喜庆氛围拉满。在舞龙队队员们精彩的

表演下，象征着吉祥和幸福的巨龙翻腾飞

舞，赢得阵阵掌声。

“很开心在元宵佳节到来之际能为父

老乡亲们表演，尽管今天温度很低，但我

们拿出了全部的热情，看到大家的一张

张笑脸，所有付出都值得。”舞龙队队员

张英说。

今天上午，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开展了

一场以“传承文化精髓，共襄元宵盛宴”为主

题的元宵节活动。演出在舞蹈《丰收之歌》

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舞蹈演

员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以优美的舞姿和

饱满的热情，表达了对丰收的喜悦和对生活

的热爱。随后，朝鲜族经典舞蹈《长鼓舞》精

彩上演，铿锵而优美的鼓点伴随着舞者们灵

动的身姿，展现了朝鲜族人民逐梦新时代、

唱响新征程的满怀豪情。除了舞蹈表演外，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柶戏和画图游戏等互动

环节，让大家在游戏中笑声不断，也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村委会副主任金

国星表示，此次精心筹办的庆元宵节活动，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水南村将继续秉持“文化兴村、旅游富

民”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文

化资源与旖旎的自然风光，致力于塑造一个

别具一格的乡村旅游品牌。

今天上午9时，辽源市博纳影院座无虚

席，一场以“我们的节日 欢乐中国年”为主

题的文明观影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旨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市民文明素

养，营造温暖友善的城市氛围。

据了解，2月 1日至 2月 28日，辽源市

文明办在辽源4个影院共同开展文明观影

系列活动，为市民带来别开生面的节日文

化体验。走进博纳影院，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非凡，映入眼帘的是由辽源市文联的文明观

影志愿者与小朋友携手带来一场精彩的情

景剧表演，生动演绎了观影过程中一些不文

明现象。表演结束后，老师邀请市民找出其

中的不文明行为，对文明观影的认知也进一

步加深。

市民孔繁旭感慨道：“参加文明观影活

动太棒了！不仅能让我们在看电影时更舒

心，还提高了大家的文明素质和观影礼仪。”

此次活动以电影为纽带，将文明理念传

递给每位市民，共筑文明新风尚。（记者张雅
静 赵蓓蓓 王雨 王学雷 实习生姜雨佳）

各地“欢乐中国年”系列活动精彩上演

本报2月11日讯（邸继尧 记者裴雨虹）

今天，行车约5500公里的省曲艺团终于回到

长春，为这场跨越五省区的“欢笑过大年”新

春相声综合晚会巡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月1日正月初四，春节团圆气氛正浓，

省曲艺团从长春出发，前往内蒙古乌兰浩

特，开启本次巡演。接下来，他们又走进河

北石家庄、山西晋城，赶往河南南阳和郑州，

最后抵达山东日照。省曲艺团用七场有深

度、有温度的相声晚会，为各地观众送去别

样欢乐。

本次巡演是省直文艺院团近20年来首次

在春节期间前往北方五省区开展巡演。据省

曲艺团团长李壮介绍，这次巡演从数月前开始

筹备，在节目编排上，以相声为主，融合魔术、

快板等表演形式，“节目不仅涵盖传统经典内

容，还加入了现代元素，力求在传承中创新”。

相声《方言与地方戏》突出地域特色，有

着东北特殊的幽默表达；相声《欢声笑语》以

“错搭”的方式挖掘生活乐趣，在诙谐语言中

传递正能量；相声《美丽人生》从不同角度探

讨生活中的“美”，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和感悟；快板《看升旗》生动描述观看升旗

仪式的场景和感受，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与民族自豪感；相声《我要网恋》《吉祥如意》

和小品相声《无备有患》等节目，更是彰显了

省曲艺团以小见大的创作特色，讲述人民身

边事、眼前事。

巡演集结了省曲艺团优秀骨干演员，他

们艺术功底扎实、舞台表现力卓越，对节目精

益求精，确保了演出节奏紧凑流畅。根据节

目风格和演员特点，剧团精心设计服装，自行

携带备用演出设备，为五省区的观众呈现了

最佳舞台效果。

演出全程亮点频现，令人回味。剧团每

到一处，现场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演员在

台上尽展说、学、逗、唱真本领，观众在台下回

以掌声、笑声、欢呼声。在密集连串的“包袱”

中，在此起彼伏的欢笑中，在你来我往的互动

中，春节的喜庆氛围愈发浓烈。每当演出结

束后，热情的观众都会围在台前，向演员表达

欢迎与喜爱：“希望你们多来、常来，我们等着

你们的下次演出！”

“扎根基层、深入群众，为观众送上接地

气的表演和贴近生活的节目，是我们团一直在

想、在做的事。”李壮说，“这次前往北方五省区

开展商演活动，不仅是我们作为国有文艺院团

拓展演艺市场空间的一次尝试，也是我们以节

为媒、以艺为桥，推动传统曲艺传播与发展的

一次积极探索。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具有吉

林地域特色的曲艺带到更广阔的舞台，实现出

人才、出精品、出效益的新突破。”

跨越五省区 欢乐送万家

省曲艺团开展新春相声巡演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鑫 实习记者何禹洁）乙

巳蛇年春节，通化市围绕“吉地过年 吉祥如

意”主题，创新“冰雪+新玩法”，打造“非遗+新

场景”，营造“文化+新活动”，喜迎新春文旅

“开门红”。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2025年

春节假期，通化市接待国内游客109.62万人

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67亿元。

“我们特意来通化以滑雪的方式迎新

春，和众多滑雪‘发烧友’一起包饺子、过大

年，再早早地去‘顶门’开启新年第一滑，太

有意义了！”来自广东的滑雪爱好者张禹锡

“嗨”滑迎“春”。

热“雪”迎新，滑雪过新年，吉旅万峰通化

滑雪度假区全方位升级春节假期新业态，推

出新春饺子宴、“新年首滑”、集市东北风情过

大年等系列活动，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嗨

翻新春、乐动冰雪。2月1日至2月3日，吉旅

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在全国雪场“滑呗”记录

排名第四，总里程达73万公里。

解锁玩冰嬉雪新春玩法，通化市周边其

他8家滑雪娱雪场所推出滑冰、冬泳、雪上爬

犁、冰雪飞车等冰雪娱乐项目50余种；集安

市五女峰首次打造1520米超长滑梯，成为市

民和游客新晋打卡地；柳河县一统河冰雪嘉

年华推出滑冰车、打冰嘎、雪地摩托、围炉煮

茶等活动，实现周边冰雪游“全面开花”。春

节期间，全市滑雪娱雪场所共接待游客11.9

万人次，营业收入1293.15万元。

非遗“年俗”庆新春，通化蛇年春节“非遗

游”成为“顶流”。通化老城·龙兴里以“东方

腔调 参情贺春”为主题，在主城区内布置十

二生肖花灯展，打造蛇年主题花灯30组，以

发财树、新年桃树等形象作为打卡IP，持续

开展盛景花市、鱼灯快闪、财神迎春、非遗手

作等各种沉浸式演绎活动60余场，累计接待

游客14.6万人次。集安市以“集山集水集福

集安 过年七天乐”为主题，围绕非遗表演、民

俗活动、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内容，开展非

遗打铁花、风火轮表演、川剧变脸、舞龙舞狮

等活动，累计吸引超5万人次参与。

“巳”不可挡，“文博”相伴。春节期间，通

化市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满族文化园等

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持续举办“万副春联

飘红百姓家”、庆新春“学剪纸送窗花”、2025

年庆新春民俗游艺等系列群众艺术活动30

余场，推出新年起源、传统习俗、地方特色、冰

雪文化等展览。春节假期，全市文博场馆累

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

与此同时，全市主要A级乡村旅游经营

单位融入赏年景、观花灯、滑爬犁、堆雪人、包

饺子、蒸豆包、贴春联等关东特色民俗文化；

联动各县（市、区）重点景区和休闲街区同步

开展新春活动、年物大集；推出柳河冰雪嘉年

华、通化县新春秧歌节等系列新春活动20余

场次；全域开展“超级年货大集”，一场场精彩

活动为市民、游客欢度蛇年新春添了年趣、浓

了年味。

通化市春节假期文旅市场火热

近日，伊通河畔出现大面
积冰花景观，为冬日长春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引得市
民纷纷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随着冰雪旅游持续升温，许多来

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选择到长白山过

年。春节期间，长白山景区呈现出火

热的壮观景象。与之相对应的，是为

了维护景区旅游秩序安全，在冰天雪

地中坚守岗位的移民管理警察。

大年初六，记者搭上运送物资的

皮卡车，探访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天

池边境检查站。这里因与长白山天池

为邻而得名，辖区覆盖长白山北景区

全部范围，是全国移民管理系统中为

数不多的辖区既有界山又有界湖的执

勤单位，也是祖国东北边陲海拔最高

的边境检查站之一，辖区一年中有9

个月左右被大雪覆盖，年均积雪厚度

1.1米左右，历史最低气温零下44℃。

车辆进入该边境检查站营区大院

停稳，记者迫不及待地收拾东西准备

下车。一阵大风袭来，车门只能勉强

推开一拳宽缝隙。风停后，记者抓紧

下车，此时民警们已集合完毕。

“今天要向 55号界标的方位巡

逻，重点对原始森林中的小道及周边

区域进行检查。大家要注意观察，提

高警惕。”正在队列前强调注意事项的

人是刘长爽，作为天池边境检查站站

长，他常年在一线带班工作，今年春节

是他第五次在执勤一线过年。

“出发！”随着刘长爽的口令，民警

们携带巡逻装具迅速登车，前往雪海

深处。经过40分钟左右车巡，警车停

在林间小路与国道交叉口。剩下的路

只能靠民警顶着凛冽寒风，徒步踏雪

开辟巡逻道路。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

左右，刘长爽突然加速向前跑去，借力

冲上了一个斜坡。“把手给我，这里太

陡了。”他转过身对战友招呼道。

“积雪覆盖后，这里更加难爬，稍

有不慎就会滑落。我们都管它叫‘大

滑梯’。”刘长爽踩着倾斜度近60度的陡坡告诉记者，必须先

冲上来一个人，否则一时半会儿谁都别想上去。

迎着扑面而来的雪粒，又经过两个小时艰难行进，巡逻队

伍到达预定点位——55号界标。只见刘长爽掏出一条干净

的毛巾，对界标上的积雪进行清理，神情庄严肃穆。确认界标

上各种标识、编号清晰整洁后，他笑着说：“我们有个传统，除

夕必须进行一次界标‘描红’，这样既有过年的喜庆氛围，也能

庄严宣示祖国领土主权。”

返回营区的路上，因为沿途“荒无人烟”，没有光污染，这

里的星空十分壮美。

景区外有边境巡逻队，景区内有服务队。春节期间，在北

景区内天池观景台、换乘中心、瀑布广场几处人员密集场所，

佩戴“冰雪旅游110”标识的民警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春

节是冰雪旅游‘大旺季’中的‘大高峰’，我们成立‘冰雪旅游

110’服务队就是为了拉近警民距离，让游客有需要时能找到、

愿意找。”据常年守护在北景区内的天池边境检查站民警周志

民介绍，该边境检查站联合二道白河边境派出所，专门成立了

“冰雪旅游110”服务队。队员们坚持“民警就是导游”“执勤

就是风景”的旅游警务理念，将警务工作延伸到景区和游客身

边，以细致周到的态度为游客提供便民服务。

披着月光，记者的采访即将结束，而天池边境检查站的移

民管理警察们，还要日复一日地如此循环往复。

“我们重复做好一件事，就是为了边境安全不出一件事！”

刘长爽的话让记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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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炮台山体育公园有驯鹿啦！水汪汪的大眼睛，白

中透粉的鼻子，厚实柔软、手感极佳的皮毛，伴随着“叮当、叮

当”的铃铛声，踱步向人怀中拱来。

“好漂亮的鹿呀！”“鹿的鼻子好软啊。”在游客的欣喜声

中，两头驯鹿用新奇的眼神打量着周围，温驯地配合游客拍

照。“我们从吉林净月驯鹿科技小院租借出人工圈养的两头驯

鹿，建成驯鹿营地景点，现在每天大约接待游客200人次。”吉

林市炮台山体育公园负责人高鹏表示，驯鹿的到来，为公园吸

引了众多游客。

提起驯鹿，许多人以为只有在欧洲北部、西伯利亚和北美

洲北部才能见到，其实在大兴安岭西北部地区也有分布。传

统方式饲养的驯鹿，仍采用放鹿的方法。驯鹿在森林里自由

自在地“溜达”觅食，养鹿人每天都要在森林中寻找鹿群，并跟

随鹿群迁徙。鹿群虽对长期接触的人类并不排斥，但一旦遇

到陌生人，仍然会保持警惕。

那么，吉林净月驯鹿科技小院是怎样实现驯鹿人工圈养

的呢？

新春时节，推开驯鹿小院的大门，还没有见到鹿，叮当作

响的铃铛声却已声声入耳。一头头驯鹿扬起鹿角，耳朵兴奋

地上下忽闪，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

“欢迎欢迎！”小院首席专家赵全民从鹿圈中走出相迎，手

中还拿着吹针和药剂。“现在正是为驯鹿注射口蹄疫疫苗的时

候，我们要抓紧时间，给圈里的几百头鹿注射。”赵全民边说边

动手，为春节期间留校的学生们教学演示。“这些驯鹿自出生就

与人类亲密接触，所以特别亲人，可以直接贴近手推注射。”说

话间，一头驯鹿主动走来，湿乎乎的鼻子在记者身上嗅来嗅去。

驯鹿的人工养殖看似简单，却大有学问。“驯鹿常年生活

在寒冷地区，皮毛厚实无比，饲料也非常挑剔，无法在南方饲

养。”赵全民说，二十多年来，他致力于驯鹿的规模化人工圈

养，通过科学配比饲料、模拟自然摄食状态等手段成功在吉林

将驯鹿这一珍稀物种实现人工繁育。

如今，经过科技小院人工圈养的驯鹿可以接受较高的环境

温度，并且温驯亲人，逐渐成为各大景区的“宠儿”。今年春节期

间，驯鹿小院已租借给贵阳、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景区20余头驯

鹿，并且徐州、武汉等地购买的驯鹿也已经在当地成功繁殖。

“驯鹿不能一直在深山老林里默默无闻，要让鹿铃声‘走’

出深林，响在冰天雪地间，让更多人认识驯鹿、了解驯鹿。”赵

全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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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月 11 日讯（记者米韵熹 王学
新）“好花结好果，好藤结好瓜，满城都夸

桃李梅……”正月十四晚，吉林省戏曲剧

院吉剧团经典保留剧目吉剧《桃李梅》精

彩上演，作为“艺彩阑珊耀吉林”元宵节系

列演出之一，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和大团圆

的故事情节，为节日增添了文化底蕴和喜

庆氛围。

机灵过人的玉梅、温柔可人的玉李、

沉稳持重的玉桃，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

优秀青年演员唐晓凤、刘杨、王颖饰演的

袁家三姐妹，与贪官斗智斗勇，最后既惩

治了贪官又成全了各自美满婚姻。袁府

喜气盈门，观众感染其中，精彩的演出让

现场掌声连连，笑声绵绵，满溢着浓浓的

年味儿。

吉剧《桃李梅》不仅是吉剧确立艺术风

格的丰碑之作，也是吉剧跻身地方戏曲大

剧种行列的奠基之作。该剧1960年首演，

曾被全国28个剧种移植，并拍摄成戏曲电

影，为全国观众所喜爱。此剧构思精巧，剧

情一波三折，是一部富有理想主义情怀和

浪漫主义色彩的舞台杰作。善恶有报的鲜

明主题，展现了中国百姓是非分明、嫉恶如

仇的道德观、伦理观和审美观。妙趣横生

的喜剧风格，生动热烈的舞台表演，把浓郁

的东北特色表达得淋漓尽致，更寄托了人

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渴求团圆的美学

思想。正因为其“传奇性”“喜剧性”符合观

众的审美期待，使得该剧历经60余年久演

不衰。由于《桃李梅》在吉剧中的地位和影

响力，2014年，吉林省将原关东剧院更名为

“桃李梅大剧院”，成为全国少有的以剧目

名称命名的剧院。

乐见大团圆，喜见满堂彩。除了吉剧

《桃李梅》，省直文艺院团还将于2月 12日

（正月十五）、13日（正月十六）在吉林省宾

馆剧场带来“金蛇狂舞闹元宵”民族管弦音

乐会、“国韵华章 乐响元宵”交响音乐会，

用吉林地域特色文化欢庆元宵。

经典大戏庆元宵

吉 剧《 桃 李 梅 》再 绽 芳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