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四版

中共延安市委机关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1-0004 延安日报社出版

2024年2月12日 星期一 甲辰年正月初三

总第16143期 1950年4月10日创刊 延安新闻网：www.yanews.cn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月 11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林肯中学师生回赠新春贺
卡，致以农历龙年新春祝福，欢迎师生们多到中国走走
看看，包括参加“5年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项目，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间的友谊添砖

加瓦。
此前，美国华盛顿州林肯中学师生向习近平主席、

彭丽媛教授和全中国人民赠送新年贺卡，向中国人民致
以新春祝福，祝中国人民新年快乐、身体健康！100多位
老师和同学在贺卡上签名。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
林肯中学师生回赠新春贺卡

进入腊月后，雪后初霁的陕北
高原便升腾起浓浓的年味儿。人们
忙着赶大集、办年货、做年茶饭，感
受过年的热闹、新春的喜庆以及多
姿多彩的幸福生活。

赶大集是陕北人过年的特有
习俗。走进宝塔区李渠镇集市，那
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仿佛是一首欢快的交响曲，奏响
了新年的序曲。各种蔬菜、干果、肉
类等商品琳琅满目，福字、对联这些
最能体现年味的装饰也是必不可
少，为新年增添了一份喜庆和期待。

“咱们陕北人过年就要赶大集，
今天我到集市上买了些碗、对联、瓜
子和糖。”市民高彩芬说。

正在赶大集的市民高鹏说：“我
从城里专门到李渠赶集会，这里过
年氛围浓郁，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东
西又新鲜，价格又便宜。”

年集是一年中最热闹、物品最
丰富的集市，不少摊主一大早就赶
到了集市，希望能多卖点钱，回家过
个红火年。

摊主贺竹梅说：“我是从清涧过
来的，赶集市来卖粉条、玉米和豆
豆，现在市场很红火，我每天早上 6
点就到市场了，来迟了就没摊位
了。”

赶年集、办年货，在热闹浓郁的
年味背后，是老百姓物质生活的富
足和消费需求的提升。而剪纸窗花
作为一项传统民间艺术，更展现出
独特的陕北年俗文化。

在安塞区南沟村非遗剪纸传承
人余琴家中，她正给家人们讲解剪
纸技艺。

余琴说：“糖糖，三婆婆给你说，
要剪好这个龙，就要从右边向左边
慢慢地转，转得圆圆的，就像这个样
子。”

余琴说：“现在一到过年，娃娃
们都会回来和我一起剪纸，因为剪
纸是咱们陕北的非遗文化，门窗上
贴的寓意就是来年红红火火，我希
望把剪纸传承给下一代，有个好奔
头。我现在教大家剪的是龙，名叫
金龙赐福，希望大家龙年行大运。”

一把剪刀，剪出浓浓的年味，一
张剪纸，承载着美好的祝福。而在
黄陵面花县级非遗传承人迂平家
中，她正忙着做面花，二龙戏珠、虎
虎生威、吉庆玫瑰……一个个千姿
百态的花馍象征着吉祥与如意，也
链接着人们深厚而美好的感情。

黄陵面花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
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每逢春节、婚
嫁、过寿等，当地群众以此庆贺团
圆，祈愿来年丰登。

黄陵面花县级非遗传承人迂平
对于如何做好一个面花有着自己的
独门绝技。她告诉记者：“做花馍的
时候关键是要把面发好，面发好以
后就是捏制。等二次醒发好了再
蒸，蒸出来以后，把捏好的配饰再插
上去。”

“我们在传承这个技艺的同时，
还进行了创新，在原来的素色面花、

纯白色面花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果
蔬粉进去，这样色彩更加艳丽，既好
看又好吃。”迂平说。

陕北过大年，年茶饭必不可
少。在安塞区南沟村村民张旭家
中，一家人早早就忙碌起来，支起油
锅，一边和面，一边炸油馍馍，厨房
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张旭说：“小时候过年主要炸油
馍馍、做年茶饭，主要是吃稀罕了。
现在跟上父母做这些油馍馍，主要
是享受这个过程，吃的是一种幸
福。”

油馍馍为圆形、环状，炸熟后，
金黄似铜钱，在陕北民俗中是富裕
吉祥的象征，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
会精心制作。

陕北新年的味道，“老八碗”在
陕北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在子长市马家砭镇助农联村
合作社，从事陕北“老八碗”制作30
多年的师傅们正在加班加点烹制
这段时间定制出去的陕北“老八
碗”。

合作社负责人杨卫东说：“要想
做好正宗的‘老八碗’，深厚的刀工、
对火候的掌控还有独特的技法是基
础。我们合作社制作出的‘老八碗’
味道纯正，深受顾客欢迎。”

陕北的年茶饭五花八门、颇为
讲究，各家各户大展厨艺、精心筹
备。在甘泉县石门镇王坪村，一年
一度的“杀猪饭”如约而至。

村民白起社说：“邻家和亲朋好

友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活也干了，
话也拉了。”

男人们准备好了年猪肉，巧手媳
妇们就开始制作美味佳肴，农家腌制
的大白菜，加上土豆、豆角与切好的
猪肉，制作出一锅热气腾腾的杀猪
饭，一顿杀猪饭传递的是浓浓的乡
情，对美好生活的朴实追求。

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延安的
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
围。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商超集市
人流攒动，从人们忙碌的身影和满
脸的喜悦中，看到了他们对来年新
生活的美好期盼。除夕夜，伴着浓
浓的烟火气，一家人围坐一起吃着
年夜饭，感受着举家团圆的幸福，
大家七嘴八舌分享着一年来的收
获和经历。

“希望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
越来越高。”“希望爸妈身体健康，孩
子学习进步。”“希望我们的‘老八碗’
卖的越来越好，希望我们马家砭镇的
村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

…………
在热闹祥和的氛围中，过年的烟

火味越来越浓厚。尽管我们的生活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在这些变
化中，浓浓的亲情、传统的年俗文化
和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是多年来春节
带给我们不变的精神财富。

延安年味别样浓
记者 乔建虎 高京京 齐心

本报讯（记者 任琦）近日，记
者从延安市邮政管理局获悉，2023
年，我市快递业务量（不包含邮政公
司包裹业务）和业务收入分别累计
完成3415.56万件和4.57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53.66%和34.21%。

2023年，延安市邮政管理局紧
紧围绕“稳增长、强监管、优服务、保
畅通”总体思路，统筹安排、真抓实
干，全力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不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绿色
低碳发展，全力融入和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据了解，2023年同城快递业务
量累计完成 357.47万件，同比增长
9.22% ；异 地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3058.03万件，同比增长 61.34%；国
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 0.06万
件，同比增长70.79%。同城、异地、
国际/港澳台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
递 业 务 量 的 10.47% 、89.53% 和
0.00%；业务收入分别占全部快递
收入的4.81%、57.33%、0.03%。

同时，市邮政管理局推动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的通

知》，分级分类推进“一村一站”工
程，补齐农村寄递服务短板。截
至 12月底，全市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点覆盖率达到 51.53%，邮
政、顺丰、京东、德邦等 4个品牌建
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
其他主要快递企业品牌建制村快
递服务覆盖率均达到 97.21%。此
外，积极引导邮政快递企业深入
挖掘本地农产品潜力，着力培育

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2023年，“延
安苹果”业务量 2422.02 万件，同比
增 长 26% ，带 动 农 产 品 销 售 额
19376.12 万元；“延安杂粮”业务量
181.10 万件，带动农产品销售额
8058.93万元，“服务制造业”业务量
10.21 万 件 ，带 动 农 产 品 销 售 额
243.21万元。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
范项目创建市级项目 2个，县级项目
2个，铜牌项目 9个。

2023年我市快递业务增长强劲
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累计完成3415.56万件和4.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66%和34.21%

稳增长稳增长 强监管强监管 优服务优服务 保畅通保畅通

2月 10日，甲辰龙年
大年初一，延安二道街夜
市人山人海，灯火通明，
大家一边悠闲地散步，一
边品尝着各种美食，一派
欢乐喜庆的景象。

记者 祁小军 摄

二道街夜市
“烟火”旺

流光溢彩的万盏灯火，璀璨
绚烂的烟火秀，梦幻绮丽的冰雪
世界……这个春节，在圣地河谷·
金延安，精彩纷呈的春节旅游系
列活动好戏连台，吸引着全国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春节期间，金延安特别
推出第 41届“延安过大年”春节
旅游系列活动暨“金龙贺岁纳千
祥·福满乾坤陕北年”第三届金延
安陕北年俗文化旅游节，精心打
造了十大主题活动、上百场演艺、
两大互动体验、三大专项福利，为
广大市民和来延游客奉送上丰富
精彩的文旅“大餐”。

大年初一，在金延安街区内，
各类演艺精彩不断，游客争相打卡
拍照，一派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

今年春节假期，因为工作的
缘故，来自河南洛阳的潘文静选
择留在延安过年，这也是她首次
在延安欢度春节。“在延安过大年
很热闹，这里每天演出的节目十
分丰富，无论从编排还是演出质
量都很精彩。”潘文静是主持人，
曾经因工作关系多次来到延安，
对这座充满红色记忆的城市并不

陌生。
“这次我们来就住在金延安的

民宿，民宿集群主题多样，很有特色。”
潘文静说。金延安民宿群是西北最
大的民宿集群，拥有21座文化院落、
1200余间主题客房，古朴雅致、静谧
舒适的民宿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前来，成为火爆的网红打卡点之一。

首次在延安过大年，潘文静就感
受到了蕴藏在陕北年味里的热闹、热
烈和热情。最令她印象深刻的，要数
安塞腰鼓表演。“之前在电视上或者
外地也欣赏过安塞腰鼓，但此次在金
延安街区现场观看，体验还是不一
样，感觉气势更加壮观、更加热烈，让
人百看不厌。”潘文静说。

除了安塞腰鼓，街区内的花灯
布展、非遗年俗、红色演艺、特色美
食都让她流连忘返。“我和朋友们还
去吃了地方特色美食延安沾沾，大
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氛围特别
好。原以为这些美食是川渝地区才
独有的，没想到在延安也有，算是意
外的收获。”潘文静告诉记者，此次
在延安过年整体感觉特别好，年味
很浓郁也很有特色，希望以后有机
会能带着家人也来延安过大年。

“这里的年味浓郁有特色”
记者 贺秋平

● 大年初一，金延安景区游人熙熙攘攘，民俗演艺精彩纷呈

“黄米馍馍四牙牙，就像一朵
金花花，双手捧给心上人，咱俩多
会儿成一家。”这句脍炙人口的俗
语，深刻地反映了黄米馍馍在吴
起人心中的重要地位，也揭示了
吴起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每年腊月一到，各家各户都
开始置办起了年茶饭。勤劳的吴
起婆姨总会做好各项准备，在锅
灶间大展身手。吴起的年味少不
了传统美食的参与，而香甜可口
的黄米馍馍有着绝对的实力。只
见它形似莲花、大如拳头、酥软香
甜，一个个胖乎乎的黄米馍馍在
期盼着远方的游子归家。

近日，记者来到吴起县东园子
张彩萍家，见张彩萍正在张罗着准
备做黄米馍馍。张彩萍介绍，材料
要用家中新滚出来的黄米，淘洗干
净后在山泉水里浸泡一夜，控干水
分后，用石碾子碾压成面粉，用细
箩筛过后再进行炒制，炒到散发面
香后就要开始最重要的一步——
发酵。一夜之后，发酵后的黄米面

通过巧妇人的手制成馒头状，大火开
蒸，要不了多久，热气腾腾的黄米馍
馍就出锅了。发酵得恰到好处的黄
米馍馍，金灿灿、黄澄澄，吃起来有一
股特别的甜味。

张彩萍是这项手艺的传承人，她
的母亲在年轻时就有着远近闻名的手
艺，岁月流转，母亲将手艺传给了她。

“小时候，每到过年，家家户户
都要做黄米馍馍。村里人满庄子
闲转，都会在心里偷偷比较，看谁
家的黄米馍馍好。我妈做的黄米
馍馍就可好了，又香又甜，庄里人
都爱吃。”张彩萍说。

除了蒸黄米馍馍，吴起县老百
姓还会凉压粉条、炸油馍馍、擦凉
粉等等，仿佛一年的劳作，就是为
这些年茶饭；一年的收获和喜悦，
就体现在这些特色美食上。

“大陕北好招待，热情端上
来……”正像这首歌所唱，不管历
史的车轮如何向前滚动。杀年猪、
炸油馍馍等这些习俗会一直传承下
去，成为吴起县热腾腾的“活文化”。

黄米馍馍 香飘远方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樊涛 蔡嘉玲 齐雅静

锦绣中国年锦绣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