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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辣滚烫”的旅游景点到“又见喧闹”的铁
路宁波站到达大厅；从坚守“烟火气”的年菜大厨
到“心里暖暖的”外卖小哥；从舞了一个春节的布
龙传承人到“游”进春晚舞台的“锦鲤”舞者……本
报记者发来了长假期间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从
不同角度呈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龙年春节。

旅游市场
真是“热辣滚烫”！

若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龙年春
节宁波旅游市场的状态，就一定要借
用贾玲执导的电影名——“热辣滚
烫”。

作为旅游记者，我每个假期都会
密切关注旅游市场动态，景区工作人
员也总会找我扯扯选题、谈谈趋势。
但今年春节不同，即便到了景区现
场，汹涌的人流、忙碌的接待，也使得

“聊上两句”成为一种奢侈。
印象最深的是慈城古县城的龙

年灯会。有一次，我驱车半个多小时
于傍晚抵达灯会现场，只见入口处黑
压压一片，都是等待检票的游客，负
责检票核销的工作人员恨不得长出

“三头六臂”。“每天6小时都处于基
本不停歇的检票状态”；一旁负责维
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也早已是喉咙嘶
哑。景区里，看灯、品美食、看巡游、
民俗表演、参加百人篝火……直到我
晚上9点左右“窝”在车里写完稿子
时，景区停车场的游客车辆仍处于爆
满状态。

节日期间，我还曾在象山影视
城、宁波野生动物园停车场“打转”
半个多小时；在杉杉公园看全新三
江六岸灯光秀，与摄影达人抢机位；
在韩岭老街、小普陀景区与大车流

“正面交锋”；前往弥勒圣坛，感受
分时段入园的紧张；在溪口风景区
武岭路跟游客抢购刚出炉的奉化千
层饼……很高兴，见证这热闹场景。

返程大军又到铁路宁波站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正月初八的铁路宁波站到达大厅，经历春节长

假前几天的平静，这里又恢复了喧闹。
中午，来自郑州的普速列车刚刚到站，还有福

州的动车、合肥的高铁都到了……
一时间，大厅里人声鼎沸，提着大包小包的，来

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此刻又相聚在了这里。
从河南民权上车的小陈和同伴是正月初七晚

上车的，他和同行小伙伴除了大包小包、拉杆箱，还
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打开一看，全是父母临
行前煮的鸡蛋，粗数数有三四十个。

“我说今年无论如何不带了，可他们还是让我
捎上……于是我们一路吃过来，可哪里吃得完。”虽
说有些无奈，但小陈的表情却是一脸的幸福。

昨天，铁路宁波站估计有近9万人到达，车站
也开始了“返程模式”。地铁将开通“惠民专列”，运
营到最迟深夜23点30分。这轮到达客流高峰，将
一直持续到2月24日，也就是元宵节前后。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计划在宁波站
增开13趟旅客列车，四川成都、安徽阜阳、南昌南
昌和新余，都将是旅客返程的重点方向。

同时，海曙南站综管办工作人员提醒，高峰期
间，宁波站到站旅客相对密集，建议旅客尽量选择
地铁、公交方式出站。如选择网约车，可根据平台
提示，统一到宁波站“地下停车场（北）F区”上车点
候车。

外卖骑手“心里暖暖的”

这个春节，记者跟随一位美团骑手王恺，
感受了一次送餐服务。

尽管春节期间的单量会下降，但因为人手锐
减，平均到每一位留岗小哥身上的工作量并不
少，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甚至还可能大幅增加。

或许很多人已经习惯在路上见到这些似
乎一刻不停的身影，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
春节这样的日子里，有的骑手接的单子要超出
平时近一倍。为了把顾客的点餐尽快送达，自
己没有一餐是正点吃的；有的站长独自在调度
岗上一守就是12个小时，且一连要守好几天。

当然，能量也是相互的。王恺告诉记者，
他们很多留岗的同事，都获得过客户的新年祝
福甚至专门的红包或“打赏”，这些举动都让他
们“心里暖暖的”。

年菜大厨
坚守春节“烟火气”

民以食为天。随着不少餐饮店打
烊放假，甬城市民想吃上节日大餐似
乎选择也变少了。其实不然，有一群
年菜大厨、配送员坚守春节“烟火气”，
为市民们端上丰盛的年菜大餐。

今年31岁的朱加威师傅就是其中
一位。老家在江苏连云港的朱师傅是
宁波盒马鲜生的一名厨师。他告诉我
们，春节期间，有不少市民为了招待亲
友或懒得买洗烧，会在电商平台上订
购一些大厨烧制的年菜。“主要是生猛
海鲜、牛羊肉，烹制相对复杂，我们制
作好后，半个小时就送到家。顾客打
开包装时，菜还是热乎乎的。”朱师傅
打比方说，年菜配送到家有点像“私厨
上门”，省去了市民不少力气与时间。

在中央厨房，师傅们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忙而不乱，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市民能在节日安享“热送
到家”服务，这离不开年菜厨房、配送
员等上下游的接力与配合，整个过程
一气呵成。

配送站里，配送员们脚步匆匆，门
帘不断地掀起、落下，我耳边不时响起
手机的接单声。配送员眼疾手快在传
输带上抓起商品，确认无误后冲出帘
外，跨上电动车直奔配送地点，只为让
市民们第一时间品尝到新鲜出炉的

“年味”。
向春节坚守岗位的大厨、配送小

哥们点赞！

烫热辣滚“ ”
龙年春节

记者 谢舒奕

记者 范洪

朱师傅在包装刚出炉的年菜。
张可欣 摄

记者 周晖

记者 黎莉

记者（左）和外卖小哥一起送单。

“古镇之行让我扶墙而出”

一大团麦芽糖一头挂在糖凳上，一头串在
手中的木棒上，不断用力拉扯。没过多久，原本
黄褐色的麦芽糖变成了金黄色，接着成了乳白
色。2月17日，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慈
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古镇遇到了守艺人王凯杰。

见到王凯杰的时候，他正一边扯一边观察
麦芽糖的色泽和外形，现场制作“老鼠糖球”的
这门技艺顿时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王凯杰37岁，在鸣鹤古镇开了一家土特
产品店。此前，他从非遗“胡氏糖坊制作技艺”
传承人胡逸毅处学得“老鼠糖球”的制作技艺，
这一做就坚持了十多年。

“‘老鼠糖球’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曾经
在慈溪长河、鹤鸣等一带非常流行。那是过年
才能尝到的高级货，尝了‘老鼠糖球’，寓意新
的一年甜甜蜜蜜。”现场，一位市民买了两盒老
鼠糖球后，这样告诉我。

我没有忍住美食的诱惑，也不能婉拒新年
的好兆头，也买了两盒。刚做好的“老鼠糖球”
又香又甜，抓起一颗丢进嘴里，麦芽糖的脆甜
和芝麻的清甜，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徜徉在老街、古道中，欣赏古色古香的美
景；观看了古戏台上精彩的戏曲演出；在青瓷
咖啡馆享受惬意的慢生活；品尝了三北豆酥
糖、桃酥、桔红糕、年糕饺，这趟古镇之行让我
几乎是扶墙而出。

记者 吴丹娜

“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过年了？”在我心中，这个
问题的备选项少不了看央视春晚，这已成为不可或
缺的“仪式感”。今年的春晚很不一样，让我留下更
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欣赏节目时，我意外发现，原创舞蹈《锦鲤》
的参演人员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郑蕾，宁
波外事学校（宁波市文艺学校）2023届优秀毕业生，
现在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2023级学生。

在舞台上，她和其他舞者化身“锦鲤”，用“凌波
微步”的轻盈步态“游”进无数观众的心里。如果不
提醒的话，有一瞬间你会忘了她只有19岁，不到一
年的成长与蜕变犹如破茧成蝶般令人惊艳。

这次央视舞台，她以北舞大一学生的身份亮
相，变得更加从容、沉稳。在表演结束后的采访中，

她感恩一路支持和陪伴自己的老师、同学，也多次
提到“幸运”两字。可我知道，幸运绝非偶然，背后
往往有很多的准备和付出。

昨天，我再一次联系郑蕾，她已经从北京返回
宁波过年。新的一年，这个姑娘已经有新的奋斗目
标，除了继续精进“舞功”，还希望有更多机会登上
大舞台，以及有自己独立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祝福
她心想事成！

记者 樊莹

“锦鲤”舞者“游”进了春晚舞台

原创舞蹈原创舞蹈《《锦鲤锦鲤》》舞台表演照舞台表演照。。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大家跟我一样摆动起来，左右交替……”2月
17日，记者来到鄞州非遗馆寻找年味，碰到了正在
教游客舞龙的任国夫。现场，两条布龙在游客手中
舞动，伴随着锣声和欢笑声，格外喜庆。

任国夫今年68岁，是大岙布龙的第五代传承
人。为了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并传递布龙文化，这个
春节他坚持舞龙，一天都没有休息。

“大年三十我在老年大学舞龙，初一我在保国寺
舞龙，初二我在城隍庙，初三在北仑，初四在横溪
……”说起这个春节，任国夫滔滔不绝。他告诉记
者，可能因为是龙年，这个春节特别忙碌，距离过年
还有一个月，整个春节行程就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有的是活动，有的是带游客体验，有的是教学，各种
形式都有。希望在龙年，能用龙给大家带来欢乐。”

任国夫说，他从小就喜欢舞龙，25岁开始就参
与传承工作，这行已经做了40多年。每个星期他

在鄞州非遗馆上四天班，其余时间去学校上课，教
学生舞龙。

目前，任国夫有28支舞龙队，涵盖老中青各年
龄段。春节里他带着舞龙队在宁波各地舞年味，大
年初六鄞州非遗馆开馆后，他便在四号馆里等待游
客的到来。

记者看到馆里有大龙也有小龙，不管是大人还
是小孩，如果有人想体验，任国夫便马上带着大家
舞起来，忙却快乐着。“春节后的日子也排好了，带
来喜庆的同时也向大家展示布龙的魅力。”

任国夫任国夫。。

记者 王悦宁

布龙传承人舞了一个春节

每年到了春节假期，忙碌一年的“打工人”终于
可以停下来好好休整休整了，但有一群人仍然停不
下来，他们就是医护人员。

“今年又没办法回老家过年了，初一初八要坐
门诊，初四要科室值班。”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早期干预科病区，来自山东枣庄的张宗凤医生告诉
记者，过去的5个春节，她只回过一趟老家。

其实，像张宗凤这样的因为要坚守岗位而无法
回家过年的医护人员，每年都有很多，在回家的诱
惑与医者的责任之间，他们总是一次次地选择后
者。而在所有医护人员中，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无疑
是最忙的，有的急诊医生虽然家就在宁波，却连跟
家人吃个团圆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对于普通的科室，虽然假期中患者数量与急诊
科无法相比，但医护人员也还是要轮流值班一丝不

苟地坚守岗位，确保老百姓在任何时候都有“医”
靠。“你想想，会在大过年的日子里来医院看病的患
者，情况是不是都很紧急？如果他来医院发现没人
给他看病，该有多着急？”一位医生这样反问记者，
在她的反问中，医者仁心的形象跃然眼前。

采访过程中，张宗凤医生说的一句话让记者记
忆深刻，她说：“医生的新年，不都是从忙碌开始的
吗？”这样的话，从穿白大褂的他们口里说出，竟显
得那样的自然而淡然。

记者 吴正彬

医者的新年从忙碌开始

记者记者（（右右））在医院采访在医院采访。。

记者记者（（右右））采访王凯杰采访王凯杰。。铁路宁波站。

慈城古县城龙年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