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初四，由平坝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区
文体广电旅游局承办的平
坝区2024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春节民族
民间文艺展演活动在群众
艺术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
区九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
的 22 支民间文艺队伍参加
了当天的演出活动。

□记者 桂传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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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除了
白天人流如织、络绎不绝，夜晚更是热
闹非凡，整个街区灯火通明，五颜六色
的彩灯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绚丽的烟花
点亮安顺城的夜空，仿佛置身一个如梦
如幻、流光溢彩的世界，游客摩肩接踵、
川流不息，浓浓的年味儿尽显其中。

换新颜 活力迸发

古城有夜市，灯火再阑珊；老街换
新颜，活力再迸发。甲辰龙年，年前年
后，安顺人游玩似乎都有一个目的地
——去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看一看。

2月15日，大年初六的夜晚，安顺
市民李尚智和妻子一起来到古城游
玩。“今年，安顺的春节格外热闹，古城
的装扮带给了我们许多惊喜。以前过
年，除了白天出去走亲访友，晚上很少
出去走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看看电
视。”李尚智说，“古城开街之后，安顺城
市夜景亮丽了许多，这段时间，每晚都
想出去走一走，看到这么多人一起游
街，很热闹，也很有意义。”

近70岁的李尚智是土生土长的安
顺人，对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有着特
殊的回忆。站在新桥旁边的河岸上，李
尚智和妻子携手相伴，看着火红灯笼装
扮的“祈福长廊”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大
家一个个面带微笑，在春节的喜庆氛围
中结伴而行，李尚智和妻子的脸上也露
出幸福的笑容。

历史是传承累积的过程，只要文化
保持生命力，历史就是鲜活的。安顺古
城历史文化街区记录了城市发展的脉
络，也承载着市民的往昔回忆，一栋栋
古朴的历史建筑讲述着老城的沧桑变
迁。对老人而言，古城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这里的一石一木、一墙一檐，
都不曾改变；陌生的是，这里满街的新
潮店铺和各种各样如梦如幻的灯光。

醉游人 流光溢彩

“老板，这个是什么美食？”
“你是外地来的吧？不然不会不知

道安顺甜品冲冲糕。”
“来一份，尝一尝。”
走在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夜景如

画，穿过“祈福长廊”，街道左边卖夺夺
粉的老板不用吆喝叫卖，已经有许多游
客在排队等待购买。

来自黔西的游客谭文文和来自都
匀的男友特意驾车3个多小时来安顺
游玩，来之前，他们在网上搜索安顺比
较热闹的旅游景点，根据介绍来到了安
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这条街实在太热闹了，装扮得也
非常漂亮，很有文化气息。我们去看了
蜡染，非常有意思。”谭文文说，没想到
安顺春节的节日氛围如此浓厚，她对安
顺的印象非常好，有许多美味的小吃，
本地人也非常热情好客，明年春节还会
来玩。

寻着灯光与烟火，一路往前，古城

历史文化街区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
小商品，这些小商品有特色、有文化、也
有趣味，引得游客频频停下脚步购买。

各式各样闪闪发光的灯笼吸引着
游客，小孩子们手提灯笼，脸上的微笑
和灯笼一样耀眼；挂在架子上的脸谱仿
佛在诉说关于节日里喜庆的故事；巷子
里一个个文创店不仅留住了安顺的历
史，还讲述了那些埋藏在岁月里的光影
故事。

“这条街道很有意思，我购买了一
个小灯笼，提着灯笼游古城别有一番
趣味。”来自六盘水的游客李满带着女
朋友来安顺游玩，他说：“我姐姐家在
安顺，她告诉我，安顺这几天很热闹，
让我们到安顺玩玩，特别是古城里的
小商品很有意思，买一个送女朋友，她
非常满意。”

助增收 业态丰富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安顺古城历
史文化街区随处可见“中国红”“中国
龙”等特色传统元素，古城夜市熙熙攘
攘、热闹非凡。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有许多颇
具特色的地方老字号、传统手工艺等商
铺，是市民游客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不
少商家表示，夜经济不仅让整个街区亮
了起来，也丰富了古城业态，越来越多
的游客也慕名前来体验特色民俗文化，
店内经营的商品热销不断。

走进古城“巷往”巷子，里面有许多

文创店，在名为“声健竹编”的一家铺子
里，只见三五成群的游客不断涌入，店
内或悬挂着、或摆放着许许多多用竹子
制作的手工艺品，这些作品惟妙惟肖、
十分精美。

“春节前后，我的小店里每天都有
几百上千人光顾，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
次看到竹子手工制品，比较新奇。”店老
板张声健介绍，她店里面的作品有竹编
字画、竹丝扣磁、竹编灯笼、竹编工艺品
等，可供游客体验制作仿生小动物。

竹编是一门纯手工艺制作，是一种工
匠传承技艺，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谈及古城开街之后，带给她的最
大获得感、幸福感，张声健满脸笑容地
说道：“店里生意非常好，之前准备的
许多作品都已售罄，收入增加了，但最
让我有成就感和幸福感的是，我们这
门手工艺得到了宣传，许多游客会停
下脚步询问、了解这门工艺，还有许多
小朋友来体验，这让我感受到我的坚
持被认可了。”

除了“声健竹编”，“巷往”里还有许
多妙趣横生的小店，比如：“书亦蜡染”

“老电影”“老巷听书”等，这些店在春节
期间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探秘。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抓住了节
日契机，不断发挥区域资源禀赋，通过
深入挖掘街区历史文化元素，提升老街
整体品质和格调，推进古城老街经济文
化建设，让古城除了“夜色美”，更有“业
态美”。

安顺：古城“夜太美”推动“业态美”
□本报记者 李伟 陈婷婷

本报讯（记者 唐琪） 大年初二19时
30分，虹山湖畔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随
着夜幕的降临，一场主题为“龙腾盛世·吉
祥安顺”的虹山湖群众文化大展演活动在
此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作为安顺市春节民
族民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之一，铁水冲龙
非遗文化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为
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活动现场，歌舞开场，锣鼓阵阵，爆竹
声声，烟花漫天。屯堡舞蹈《柳巷》、歌曲演
唱《贵州我深爱的家乡》《不过人间》、舞蹈
《全场瞩目》、歌曲演唱《爱在虹山湖》、唱跳
《龙的传人》等节目相继登台，受到群众欢
迎，现场气氛热烈。伴随着金色长龙的绕
场舞动，铁水冲龙非遗文化展演成为了最
大亮点。火焰旁，只见匠人们手持特制工
具，舀出熔化的铁水，向空中击打出去，一
时间，铁花在夜空中绽放，如同火龙飞舞，
璀璨夺目。观众们纷纷驻足观赏，发出阵
阵惊叹和掌声。

据了解，铁水冲龙是安顺一项古老的
非遗文化技艺，已有近百年历史，被列为贵
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了民间艺人的
智慧与技艺，通过高温铁水与空气的反应，
创造出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

展演现场，安顺市民张女士边拍照边
叫好，她告诉记者，在春节期间举办这样的
文化活动，让年味儿更足了！不仅感受到
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还对安顺的非遗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此次活动由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主
办，西秀区虹山湖公园管理处、安顺市文化
馆、各县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安顺市黄果树
艺术团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本报讯（记者 罗野） 2月10日，
安顺串联新春、非遗、民俗、体旅等元
素，举行“龙腾盛世·吉祥安顺”新春系
列活动，让市民品民俗风采，逛趣味两
庙，感受安顺年味。

空手出门，抱“财”归家。大年初
一一大早，市民就相聚在虹山湖领柴
拍照，拉开了新春系列活动的序幕。
活动现场带有龙年新春、非遗元素的
活动主背景独具特色，中国结、红色灯
笼的创意合影框吸引了不少市民拍照
打卡。当天在虹山湖还举行了新年送

“福”、非遗演绎、舞龙表演以及惊喜猜
盲盒等充满过年趣味饱醮文化气息的
系列活动。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和朋友来虹
山湖参加活动，领了‘财’，欣赏了非遗
表演，参与了投壶、画糖人等民俗游戏，
体验了灯笼DIY，玩得很开心。”市民魏
丽华说。

与此同时，在安顺文庙、安顺武庙
开展的“龙腾盛世·吉祥安顺”新春系
列活动之“庙趣横生·龙年大集”——

安顺市新春喜乐会文化遗产活动也在
同步举行。文庙里，络绎不绝的市民

有序排队敲钟，参加新春敲钟祈福活
动。“声声不息、连年长久”的钟声象
征新年的开启，寓意新一年万事顺
遂、平平安安。此外，文庙和武庙还
举行了不可移动文物图片展、许愿祈
福、许愿池“喂”鱼跃龙门等活动，多
种玩法、多种体验，让群众感受不一
样的年味。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安顺市文体广
电旅游局主办，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
心、安顺文庙管理处、安顺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安顺市博物馆协办，
贵州悦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活
动分为“安安顺顺·虹虹火火”——新春
活动和“庙趣横生·龙年大集”——安顺
市新春喜乐会文化遗产活动两部分。
活动从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旨在
满足市民文化活动需求，进一步做热安
顺文旅市场，提升市民对我市民俗特色
和地域优秀文化的关注度，营造春节浓
厚节日氛围。

我市举行“龙腾盛世·吉祥安顺”新春系列活动

市民拍照打卡 □记者 陈婷 摄

贵州日报讯（记者 刘力维） 我省
2023年全年完成公路水路投资1150亿
元、同比增长1.8%，约占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的16%。交通强国试点建设成效
显著，推动了交通运输各项事业实现新
发展，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有力服务贵州融入新发展格局。

1月18日，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召
开。据悉，公路方面，去年随着我省建
成高速公路项目4个452公里、总里程
达8784公里，排全国第5位，新增省际
通道2个达27个，进一步巩固西南重要
陆路交通枢纽地位。水路方面，龙滩水
电站 1000吨级通航设施项目实现复
工，贵州省、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
发《渝黔深化合作推动乌江航运高质量
发展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7年）》，
有效服务支撑贵州融入长江经济带、粤
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
家战略。

我省高标准推动“桥旅融合”示范项

目，服务支撑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坝陵河大桥、平塘大桥、鸭池河大桥等世
界级桥梁成为网红打卡点，在建世界第
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3.0版稳
步推进，天空之桥“桥旅融合”服务区、

“乡村旅游1号公路”侗乡旅游环线2个
项目分别入选全国第一批交通运输与旅
游融合发展十佳案例和典型案例。

我省积极参与和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序推进，建
成重庆至遵义扩容、贵阳经金沙至四川
古蔺等高速公路项目，贵阳至平塘高速
公路项目加快建设，武隆至道真高速公
路项目形象进度超80%，开工建设荔波
至河池高速公路项目；乌江航运集装箱
首航成功，开拓了水路进出口国际货运
新通道，南北盘江—红水河西南水运出
海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综合交通
加速成网，拉近了贵州与邻近省份、与
全国主要经济区的时空距离，促进了省
内区域间联动发展。

2023年我省公路水路投资超千亿元

2月14日正月初五，位于安顺市七
眼桥镇的云峰屯堡景区举办了舞龙巡
游活动。精心装扮好的工作人员带着
红包、灯笼、屯堡特产沿街与群众互动，
送上新年祝福；身穿屯堡服饰的队伍敲
锣打鼓，喜气洋洋。

屯堡文化系明代从江南随军或经
商到滇、黔的军士、商人及其家眷生活
方式的遗存。时过境迁，安顺一带的屯
堡人仍奇迹般地保存着600年前的生活
习俗。据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屯堡
人家过大年—云山古街“屯”年味（第二
季）活动在云峰屯堡景区举行，正月前
三天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

“来到本寨，第一眼就被高耸的碉
楼吸引了，能看出其军事防御作用。山
上的云山屯，则有很多古代的商铺遗
存，感觉很穿越。据说这两地都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网友@影倾斜用
短视频记录下了所见所感，让他回味无
穷的是自己在云峰屯堡景区体验到的
并非冷冰冰的文物，而是热热闹闹的屯
堡年。

春节期间，云峰屯堡景区内张灯结
彩，屯堡地戏表演、传统花灯表演、屯堡
舞蹈秀以及屯堡山歌演唱等民俗表演
精彩纷呈。

大年初一，云鹫寺撞钟祈福活动

开启了欢乐的春节序幕。游客们兴高
采烈地撞钟祈福，领取红绳，企盼龙年
行大运。大年初二，云山财门开活动
将气氛推向高潮。龙腾古街，狮舞云
鹫，精彩表演让游客目不暇接，掌声和
欢呼声此起彼伏；花灯跳龙年和原汁
原味的屯堡地戏表演，让游客流连忘
返。来自广东的游客张云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贵州春节屯堡民俗文化热闹
非凡，不虚此行。”

“屯堡人家过大年是安顺屯堡地区
一直以来的风俗传统，我们希望通过加
强景区氛围营造和安全保障，让更多的
游客能够发现屯堡、爱上屯堡，切切实
实在这里过个好年。”据贵州风景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云峰景区分公司总经理
王登勇介绍，景区员工团队在年前便做
好节日接待工作计划，从一线检票员到
景区秩序保障团队，都在节日期间按时
上岗。

除了云峰屯堡景区，春节假期，浓
浓的“屯”年味充满了安顺市的街头巷
尾。记者了解到，安顺市西秀区今年继
续以“屯俗、屯福、屯味、屯货、屯匠、屯
宿、屯景”为主题开展“屯堡人家过大
年”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
一场年味浓、内容多、风味足、特色明的
文化盛会。

浓浓“屯”年味 穿越六百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17
日从2024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获
悉，2月10日至17日（农历正月初一至
初八，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预计累计23.11亿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预计累计
9959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累计
21.84亿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
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
累计19.98亿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预计累计1.8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
累计940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累计
1804万人次。

17 日，2024 年综合运输春运工
作专班也发布了16日（春运第22天，
农历正月初七）的出行数据，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0846万人次，
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34%。其中，铁
路客运量 1528.8 万人次，比 2023 年
同期增长25.1%；公路人员流动量（包
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
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
量）28961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
长 34.4%；水路客运量 121.6 万人次，
比2023年同期增长32.5%；民航客运
量 234.9 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
42.2%。

春节假期已近尾声，各地陆续进入
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坚
持守牢安全底线、充实运能运力、细化
服务措施、提升服务品质，让春运返程
更安全、更便捷、更温馨。

春 节 假 期 全 社 会 跨 区 域
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亿人次

贵州日报讯（记者 江婷婷） 为巩
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更好
发挥经济大盘“压舱石”作用，近日，贵
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出台措施，全力以
赴推动一季度工业经济开好局、起好
步，确保实现“开门红”。

根据安排，春节前，省工信厅做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大工业项目节
后复工复产计划摸排，鼓励重点企业
不停产、重大项目不停工。并制定节
后复工复产督导帮扶计划，指导企业
提前组织好春节前后生产安排，认真
做好设备维护、原料储备、人员组织等
相关工作。春节后，组织开展复工复
产专项帮扶，分片包联、深入企业、深
入项目全力帮助解决制约复工复产的
关键问题。确保2月18日前，可正常
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率达到
50%以上，在建重点工业项目复工率达
到50%以上；2月 25日前复工复产率
达100%。

对2024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较快、完成情况较好、贡献突
出的市（州）、县（市、区、特区），在安排
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等方面，
将给予倾斜支持。坚持“项目为王”，全
力推动资源、要素、力量向项目聚合。
继续深入实施省市县三级包联帮扶项
目工作机制，挂图作战推进亿元以上项
目建设。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和市场化
运作原则，统筹用好产业基金、专项资
金等要素保障，创新政金企联动服务项
目建设模式，打好融资“组合拳”，努力
解决项目融资难题。

同时，加强煤炭、电力、燃气等能源
企业协调调度。加强企业用工服务协
调，保障工业物流运输畅通。组织多形
式的银企对接活动，统筹用好新型工业
化基金、新动能基金、中小企业信贷通
等融资政策，撬动更多金融及社会资
本，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我省出台措施

确保一季度工业经济“开门红”

铁水冲龙非遗文化展演
在 虹 山 湖 公 园 举 行

铁水冲龙非遗文化展演铁水冲龙非遗文化展演 □□记者记者 陈婷陈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