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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子荑

2023 年 1 月 21 日晚， 来自

河北省阜平县的马兰花儿童声合

唱团与北京爱乐合唱团、 大凉山

喜德县中坝村果果合唱团的孩子

们一起，演唱了春晚开场曲《花开

种花家》，以动人的歌声向全国人

民送上新春祝福。 从亮相北京冬

奥会到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马

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两次

在亿万观众前亮相， 用来自大山

的天籁童声让大众为之震撼。

此次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共

有 10 个孩子参加了这次演出，他

们 2022 年 12 月初便启程赶赴北

京，每天有 5 位老师给他们排练，

教他们唱歌， 还帮他们练习上场

下场的动作。

能登上春晚的舞台， 让这些

孩子们开心极了。孩子们说，每到

除夕之夜， 全家人会一边看春晚

一边包饺子。 如今亲戚朋友都可

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演出，这

让他们深感自豪。

谈到在北京发生的最值得回

味的事情，“见到了很多明星”是

两个孩子共同的回答。“之前只在

电视里看到过的很多明星， 如今

我亲眼看到了，太激动了！ ”马兰

花儿童声合唱团的成员陈昱龙开

心地对记者说。

除了见到明星外， 马兰花儿

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此次北京之

行还有很多收获， 例如参观了军

事博物馆， 认识了很多小伙伴。

“有个黎族的小朋友让我看了他

们的服饰， 还教了我几句他们的

方言，很有意思。 ”马兰花儿童声

合唱团成员杨子蕊开心地说。

而最令陈昱龙感动的是《难

忘今宵》 的歌曲结束后台长的一

句话： 如今春晚已经走向国际舞

台了。“原来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

看到我们，这让我很振奋，感觉作

为一名中国人很自豪。 ”

从 2022 年初献唱北京冬奥

会到 2023 年初登上央视春晚的

舞台， 这些来自大山的孩子们见

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两个孩

子都提到，相比于第一次登台，这

次登台不那么紧张了， 整体感觉

放松了许多，动作也更加自如了。

“这次去北京住了很久，感觉

不像上次那么想家了， 身体不舒

服就找老师拿药， 不开心时就和

小伙伴聊天，不像第一次，遇到事

情就想妈妈。 ”陈昱龙说。

陈昱龙的妈妈更是深有感

触。“上次在电话里，他经常说很

想家。 这次他打电话偶尔也说想

家， 但更多是说他一定听老师的

话，好好表现，还安慰我很快就见

面了，别想他。 ”

陈昱龙回家后的变化尤令妈

妈欣慰。“这次从北京回来后，他

明显懂事多了， 开始自己洗内衣

内裤，说话也有礼貌了，我感觉孩

子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 ”

谈到对下次去北京有什么期

许， 两个孩子都谈到想再逛逛圆

明园， 看看语文课本里提到的圆

明园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的。 陈昱

龙还说：“我已经去过北京两次

了， 最希望的是有机会带妈妈也

逛逛北京。 ”

本报记者 雷珂馨 文/图

在距离陕西省渭南市临渭

区桥南镇天留村一公里的地方，

具有百年历史的车轱辘泉从地

下深处源源不断地涌出，滋养着

一方水土一方人。

“我们村的山泉水含有丰富

的矿物质元素，口感甘甜，是来

自大自然的馈赠。 ”天留村驻村

第一书记王丽花热情地向中国

商报记者介绍。

走进天留村车轱辘山泉水

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全自动

桶装水生产线的机器在高速运

转着， 一桶桶矿泉水排列整齐，

员工们正在各自的工作区域有

条不紊地进行灌装、喷码、贴标、

包装、搬运等作业。

王丽花告诉记者：“节日期

间，车轱辘山泉水厂每天的销量

大概是 1200 桶， 主要以居民家

庭用水为主。 由于用户居住地比

较分散，增加了送水的难度。 目

前，车轱辘山泉水厂加强了生产

线的日常维护，同时还调整了送

水路线，确保用户在节假日里也

能正常用水。 ”

据记者了解，天留村作为陕

西省渭南市第一个实施“三变”

改革的村庄，近年来积极推行股

份制模式，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 天留村成立了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统筹村集体经济

发展，依托村里优质的山泉水资

源，投资 600 万元建起了车轱辘

山泉水厂，2022 年的产值达到

60 余万元，带动村民们实现就业

和分红，车轱辘山泉水也成为名

副其实的“致富水”。

谈到车轱辘山泉水的销售

问题，王丽花表示，由于水质优

良，车轱辘山泉水一上市便获得

广大群众的认可。 不久后，水厂

将在渭南城区内扩建送水点，让

城区更多的百姓喝上真正的秦

岭山泉水。

“目前，车轱辘山泉水厂的

收益让当地村民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水厂不仅增加了村里的集

体产业收入，还为村上发展公共

事务提供了支撑，给天留村发展

特色旅游业开辟了路子、积累了

经验。 未来天留村将以乡村振兴

战略为契机，大胆改革，追赶超

越，进一步发挥绿水青山普惠效

应， 推动美丽乡村新品牌建设，

努力实现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

和群众的持续增收。 ”王丽花说

道。

本报记者 谢作钦

1 月 23 日，大年初二。 冬日

暖阳高照，路上游客如织。 中国

商报记者来到湖南湘西自治州

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与这里

的村民共度新春佳节，聆听他们

对新年的期盼， 共话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牛角山村的致富带头人被

当地人亲切地称作“龙三哥”。 他

叫龙献文，是牛角山村党总支书

记， 今年还连任了全国人大代

表。

龙三哥告诉记者， 近 10 年

来，牛角山村在党的好政策感召

下，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经

济， 逐步迈上了脱贫致富的道

路，“国字号” 荣誉接撞而至，牛

角山村也开始越来越牛气了。

在牛角山村走访时，村民符

元龙告诉记者，2008 年以前，牛

角山村没有村级集体经济，也没

有任何农业龙头企业，村民们全

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2008 年，

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创办村级

集体企业， 带领村民自主创业，

开发有机茶园， 打造牛角山品

牌。 2019 年，龙献文又投资 200

多万元兴建 101 个门面，全部免

费提供给村民做生意，经营湘西

地方特色产品。

2016 年，牛角山村实现全村

脱贫。 现在，村民可以在寨子里

摆摊卖特产，也可以把自家房子

入股做旅游接待，还可以在村办

企业上班，同时土地流转及茶园

的收益也十分可观，一年下来至

少几万元的稳定收入。 村民的腰

包“鼓”了，外出务工的人员也纷

纷返乡，在家门口就业，再也不

用背井离乡讨生活。

龙献文向记者介绍，牛角山

村现建有夯吾、戎吾两个苗寨旅

游景区， 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

次，全村年总产值和营业销售额

双双过亿元。 疫情前，牛角山村

旅游收入达 2 亿元，今年旅游收

入有望突破 3亿元。

默戎镇党委书记田苇告诉

记者，牛角山村在“经济能人”引

领下，围绕茶叶做文章，通过“产

业兴村、旅游富村、文化活村、经

济强村”的发展模式，实现了持

续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湖南省首

屈一指的“亿元村”。

本报记者 赵熠如 文/图

有着“煤铁之乡”称誉的山西

晋城，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生铁融

化、木板击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打铁花的壮美堪比烟花。 每

逢春节， 打铁花表演让这座城市

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年味儿。

“打铁花要选择一个较高且

空旷的地理位置， 既可以保证观

赏效果，又能防止失火。 ”打铁花

技艺传承人付定才说。 因此，山西

省晋城市大阳古镇的打铁花表

演，便选在了景区入口的城楼上。

夜幕降临， 城楼下的老百姓

开始聚集， 原本空旷的广场变得

热闹非凡，打铁花表演也开始了。

只见师傅开启风箱， 将小火

炉的火吹得更旺， 使其达到能够

暂时保存铁水的温度。 紧接着，

等铁水运送过来后， 师傅双手戴

着防火隔热的手套， 一只手拿着

矸粉做的勺子去舀铁水， 另一只

手拿着蘸了水的木板， 将铁水抛

到空中后，再用木板一拍，铁水便

四处飞溅开来， 形成了高达十几

米的、 宛如烟花般灿烂的金色火

花。

每次打铁花时， 一些零散的

铁花还会散落到师傅的周围，因

此现场也准备了几件防火服，以

备不时之需。

付定才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

打铁花，如今已经七十岁了。“那

个时候我在一个综合制造厂里工

作， 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帮忙打铁

花。 厂里的设备和原材料都很齐

全， 我们车间的五六个人几乎承

包了单位的打铁花节目。 ”

“我们老一辈的人都会打铁

花， 每年春节打铁花是过去的习

俗。 在我很小的时候，只要人家打

铁花，我就跑出去看。 ”付定才说，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哪儿都能

去、什么新鲜玩意儿都有。 老百姓

物质条件不好，生活也比较单调，

所以每次打铁花都能吸引很多人

来看。 ”

现在的付定才在大阳古镇的

古法制铁馆里， 负责文化习俗讲

解工作。 每当到了春节时期，他便

会跟几个同样经验丰富的师傅一

起，为老百姓表演打铁花。“事实

上，过去的旧习俗有很多，但是只

有打铁花传承下来了。 ” 付定才

说，“这个东西是断不了的。 ”

本报记者 刘建 文/图

“今年黄瓜价格好，从十几

天前开始， 我每天能卖出几百斤

黄瓜，算是供不应求。 ”今年除夕，

在河南省扶沟县柴岗乡梅桥村，

村民梅兴旺在蔬菜大棚里一边忙

碌着一边告诉记者。

梅兴旺以前在外地打工，自

从村里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种蔬菜

以后， 他便返回村里建起了两座

蔬菜大棚种植蔬菜。 他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的蔬菜大棚以种植黄瓜

为主，每年 9 月就开始育苗，到春

节前黄瓜上市，一直能卖到来年 6

月， 正常年份每亩地黄瓜平均产

值能达到 4万元左右。

“今年的黄瓜价格高，又供不

应求， 每亩产值差不多能达到 5

万元， 我家 5 亩地的大棚黄瓜能

卖 20 多万元，在自家门口就能挣

这么多钱，比外出打工强多了，我

们这里靠种黄瓜就能富起来。 ”梅

兴旺乐呵呵地给记者算了笔账。

梅兴旺只是当地靠种蔬菜就

已经富起来的众多村民中的一个

典型。 他所在的梅桥村目前已建

有日光温室大棚 288 座， 面积

1050 亩， 年产优质无公害蔬菜

5000 多吨， 亩均年产值约 4.5 万

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1.3 万

元， 成为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

业村和小康村。 在梅桥村的辐射

带动下， 柴岗乡发展蔬菜大棚总

面积也达 3万多亩。

以蔬菜产业而闻名的扶沟

县，素有“中原菜篮子”的美誉。 近

年来， 该县不断强化蔬菜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一乡一特 一村一

品”区域布局，全力打造“中原菜

都”，走出了一条扶沟特色的蔬菜

产业化道路。 当地实行的普惠补

贴政策，独特的地质优势，规模化

的蔬菜种植， 吸引了外地种植户

纷纷“落户”。

据统计， 截至 2022 年年底，

扶沟县蔬菜播种面积约 52 万亩，

年均产量 370 万吨， 产值 46.8 亿

元。 蔬菜合作社 118 家，百亩以上

蔬菜园区 266 个， 年育苗量 2000

万株的现代化育苗工厂 12 家。

目前， 蔬菜产业已成为当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扶沟县蔬菜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

纯收入的 37%， 还有效带动了流

通、运输、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快速

发展。

献唱冬奥的山里娃又登上春晚

2023 年 1

月， 陕西省渭南

市临渭区桥南镇

天留村驻村第一

书记王丽花正在

接受中国商报记

者采访。

百年山泉水成了村民“致富水”

图 为 扶

沟县政协副

主席郝宝杰

春节前带队

调研全县蔬

菜产业发展

情况。

温室大棚里唱出乡村振兴歌

富起来的牛角山村年味浓 在流光溢彩打铁花中品味非遗传承

大山深处的少年用歌声送上纯真的新春祝福，经济能人在乡村振兴一线带领群众致富，技艺传承人展绝活为新春增

添年味儿……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商报记者在富足美满的新农村中，红红火火过大年。

马兰花

儿童声合唱

团春晚演出

载誉归来。

（图片由

合唱团提供）

1 月 23 日

上午， 湘西州古

丈县默戎镇牛角

山村夯吾苗寨游

客鱼贯而入，步

行通道挤得水泄

不通。

（图片由向

婷提供）

铁水击打

起的铁花状如

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