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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5年1月27日 星期一

彩灯高挂贺新春，大街小巷年味
浓。在阖家团圆之际，延川县粮油、供
电、供气、供暖、道路等部门强化责任落
实，坚守工作一线，提前部署、周密安排，
全力保障春节期间粮电气暖路安全供
应、平稳运行，确保全县人民安心、舒心
过年。

保供应，让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俗话说：“仓廪实，天下安。”在延川
县粮油储备中心，面粉、大米和食用油整
齐地摆满仓库，粮油批发门市的工人们
开着各式三轮车在仓库内进进出出，将
粮油运送到县城的各大超市。

针对春节期间人口流动体量大、市
场需求旺盛的情况，延川县粮食和物资
储备中心适时督促各粮油经营户加强储
备，积极引导企业及时投放名、优、特、新
等适销产品，确保市场粮油不断档、不脱
销。在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的同时，延
川县粮储中心持续强化监督检查，落实
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切实守好粮食安全、
兜牢民生底线。

“春节期间，县粮储中心通过粮油供
销动态监测综合系统，实时更新粮油市
场供求动态，督促各核心品牌经营户满
库运行，确保市场粮油门类丰富、货品充
足。”延川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杨
黎辉告诉记者，他们还将与市场监管等
部门配合，强化粮油流通市场监管，确保
粮油质量安全，严厉打击散布谣言、哄抬
物价等引发市场恐慌的违法行为。

保供电，让“万家灯火”更亮

春节期间，不仅“柴米油盐酱醋茶”

迎来了需求高峰，群众用电量也明显增
大。为了保证万家灯火，让群众过上一
个亮堂的春节，国家电网延川县供电公
司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县供电线路进行

“地毯式”巡检排查。
在延川县拐峁行政村，接到电话的

供电公司技术员不到半个小时便上门将
居民张高吉家的电路问题解决了，响应
速度之快让老人连连称赞。

“春节期间原则上不安排停电检
修，供电所服务热线 24小时畅通。”国
网延川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张
洋说，为做好延川电网迎峰过冬及 2025
年春节保供电工作，公司对 42条公网
线路和 825个配电台区进行检查巡视，
更换重过载配网变压器 12台，完成 10
条线路防冰改造，实施 8项配电网联络
工程建设，安装智能开关 110台，涉及
用户 6.4万余户，成立 7支应急抢修队
伍 24小时待命，并补充了变压器、导线
等一批应急物资。

保供气，让城市“烟火气”更足

燃气安全稳定供应，同样关系到千
家万户。在延川县郭家塔社区，陕西城
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延川分公司工
作人员携带专业检测工具，细致检查燃
气器具、管道接口，现场排除潜在风险，
耐心解答居民疑问。

在位于大禹街道杨家圪塔村的陕西
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延川分公司
加气站内，前来加气的车辆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充装流程，对加气车
辆仔细检查，保障加气安全高效。

为做好春节保气工作，陕西城市燃

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延川分公司对燃气
生产、输送设备进行深度“体检”，从大型
储气罐到细微的管道阀门、从压缩机到气
化器等设备，逐一进行排查隐患。同时，
公司的智能监控系统 24小时“站岗”，精
准监测管网压力、流量、温度等关键数据，
一旦出现异常波动，运维人员都能迅速定
位处置。

“在春节期间，我公司制定了燃气安全
保护方案，全力保障燃气供应的安全和稳
定。同时加强了燃气设施的日常巡检频
次，安排了足够的人员 24小时值班值守，
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保障大家正
常用气。”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延川分公司副经理李贝说。

保供热，让千家万户更温暖

与此同时，还有一群“暖男”从入冬开
始便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千家万户送
去温暖，他们就是延川县供暖公司的工作
人员。

在延川县供热站锅炉房内，工作人员
正通过电脑监控，密切关注着锅炉运行参
数。为了保障居民室内温度达标，县供热
站实行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制，全天监测
热网运行情况，并安排专人入户检查，及时
沟通解决群众供热问题。

“我前段时间房子里有点不太暖，经过
供暖公司维修改造以后，房子里明显暖和
了，现在大约有 20度，房子里一进门就感
觉暖烘烘的。”延川县阳光小区住户刘永良
告诉记者。

供暖事关百姓冷暖，体现着民生的温
度。延川县供热站提早谋划，对设备、管网
等进行全面排查检修，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并成立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负责处理
区域内突发性供暖问题。

“我们还积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和低
温寒潮天气的准备工作，提前购买充足的
天然气和水，保证气源和水源的正常使用，
同时加强值班值守，畅通服务热线，对用户
投诉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沟通解决，确保
全县居民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延川
县供热站站长王军利说。

保安全，让回家的路更畅通

春节临近，交通繁忙，大小车辆川流
不息。

连日来，延川县道路养护中心对管养
的公路路面、路基边坡及沿线设施进行全
面排查梳理，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
判安全形势，制定了保障应急预案。针对
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雪天气，提前对人
员、车辆和除雪物资进行安排部署，让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让出行的群众心里多一
份踏实。

道路安全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
延川县地方道路养护中心副主任李宝宁
说：“假期期间，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制度，保证通信畅通与气象、交警、各镇级
做好联络和协调工作；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目前我单位储备防滑料一千方，融雪剂
200吨；加强机器设备的维修保养，确保面
对极端天气时能够正常运行。”

在延川，每一个人都在为春节忙碌着、
准备着。电力的守护者、供暖的温暖使者、
道路的守护天使、燃气的安全卫士、粮油的
稳定保障者，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却书写着
不平凡的故事，用默默的付出汇聚成延川
春节的温暖力量。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生
肖文化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
当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人们总会以各自
独特的方式来欢庆这一年的伊始。近
日，一幅巧妙融合陕北与关中文化精髓、
蔚为壮观的25米巨幅蛇形剪纸《瑞蛇纳
福》在西安汉乐府酒店亮相。画面中，一
条栩栩如生的巳蛇蜿蜒盘旋、体态矫健、
双眼炯炯有神，仿佛正蓄势待发，准备迎
接新春的到来。

这幅作品由来自延长县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剪纸传承人李志梅、赵金芳和西安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杨彩霞联

袂打造。作品不仅凝聚着几位非遗传承
人对剪纸艺术的深情厚谊，更彰显着她们
对这一传统技艺的坚定执着与不懈追求。

《瑞蛇纳福》以中国传统的生肖蛇为
创作主题，巧妙融合了剪纸文化的精髓
与蛇年的吉祥寓意。李志梅介绍道：“我
们在这幅作品中运用了陕北文化粗犷豪
放的手法，同时也融入了关中的细腻元
素。粗中有细、细中有意。作品以春节
为背景，巧妙融入了福禄寿喜财、五福临
门、六六大顺以及春夏秋冬等吉祥符号，
最终还加上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美好寓
意。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新年而精心创

作的一幅吉祥如意的大蛇形象。”
当谈及如何踏上剪纸艺术这条充

满魅力的道路时，李志梅满怀感慨地回
忆道：“我的剪纸之路其实颇为简单。
在陕北，家家户户都会贴窗花，我从小就
对窗花有着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我的母
亲，每逢过年过节，她总会拿起一把剪
刀，将一张红纸置于灯下，为我剪出各式
各样的鸟儿、花草等图案。从那时起，我
便深深地爱上了剪纸这门艺术。”

这三位传承人，都有着类似的成长
经历，从儿时的耳濡目染，到成年后的全
身心投入，剪纸早已成为她们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

谈及此次创作的灵感来源，杨彩霞
笑靥如花地说道：“创作一幅大尺寸的剪
纸作品，是每一位剪纸艺人心中的梦想，
恰好汉乐府酒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宝贵的平台。于是，我便想到了我的两位
陕北好友，决定共同合作将陕北与关中剪
纸文化巧妙融合，共同创作出一幅独具匠
心的剪纸佳作。”在杨彩霞看来，大尺寸剪
纸不仅是对技艺的极限挑战，更是对艺术
表达深度与广度的全新探索。

西安汉乐府酒店市场销售总监高
露说：“当时这个想法的初衷就是希望
通过精准呈现非遗文化与年俗，来表达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追求与深入探
索。最终，我们选择了陕西最具代表性
的剪纸艺术来展示这一主题，既体现了
年俗文化，又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有了好想法，便是付诸实践。为此，

西安汉乐府酒店特别邀请了三位非遗剪
纸大师进行大胆创作。高露说：“经过深
思熟虑，我们决定完成一个长达25米的叠
加式剪纸蛇，这将成为陕西首个叠加式剪
纸蛇的最长纪录。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
幅作品向大家传递新年最美好的祝愿。”

创作这幅巨幅剪纸的过程可谓困难
重重，不仅在设计与制作方面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而且在细节处理上也需要尽可
能做到尽善尽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
位非遗传承人从整体构图设计、细节刻
画、把控全局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分工。
在创作过程中，她们时常围坐一起，共同
探讨每一个细节，反复推敲、修改与完
善。赵金芳感慨地说：“经过我们姐妹三
人的共同努力，由李志梅老师主导设计，
我和杨彩霞老师则注重细节刻画，最终创
作出了我们心目中的那幅完美画面。”

《瑞蛇纳福》的成功呈现，不仅为剪
纸这一非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
机，也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李志梅
激动地说道：“这幅剪纸不仅仅是一幅作
品，更是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瑰宝。希望通
过我们的剪纸艺术，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
剪纸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艺
术的热爱，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续
下去，让剪纸艺术越来越红火、传承得越
来越好。”

传统技艺添喜庆 妙“剪”生花呈祥瑞
——25米巨幅非遗剪纸《瑞蛇纳福》喜迎新春

通讯员 刘建虎 李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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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薛舂梅）黄米馍馍作为陕北
传统特色美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特别是
在春节等传统节日，黄米馍馍成为了家人团聚的必
备食品，寄托了人们对家的思念和对未来的祝福。

走进志丹县城北娜姐家的黄米馍馍店，店主尚
晓娜和婆婆两人正在忙碌着，磨面、发面等一系列
动作娴熟流畅，房间里处处弥漫着黄米馍馍的香甜
气味。

黄米馍馍好吃难做，其制作过程不仅是对传统
技艺的传承，更是对陕北饮食文化的弘扬。一个馍
馍要经过大大小小9道工序，耗时3天，每一个细小
的环节都决定着黄米馍馍的色相和味道。

“我们家的做法都是老传统的做法，用的都是老
酵子，料只用黄米，其他啥也不加。”尚晓娜说：“最关
键的是起面和发面，发面的时候炕的温度要保持在
90摄氏度至 100摄氏度，这样做出来的黄米馍馍口
感是最好的。”

在陕北过年，家家户户都蒸黄米馍馍，看谁家做
得好，就代表谁家过年的“茶饭”好。据尚晓娜说，她
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做黄米馍馍，现如今练得一手
好技术，因此她家的黄米馍馍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顾客叶庆涛说：“我经常过来买她家的黄米馍
馍，因为她家也是咱们志丹的老店，而且她家的黄米
馍馍口感味道都相当不错，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的那
种口感。”

如今，黄米馍馍不仅是陕北地区深厚的文化象
征，也逐渐被全国人民所了解和喜爱，成为了传播陕
北文化的一个窗口。尚晓娜家的“黄米馍馍”也插上
了翅膀，搭载电商平台，飞往全国各地，让更多人品
尝到这独特的志丹味道。

顾客李小玲说：“经常买她们家的黄米馍馍，我
们老人特别喜欢吃，我今天准备再给买一点，味道特
别好。”

本报讯（通讯员 薛舂梅）春节将至，赶大集、
办年货也成了家家户户的重头戏，作为传统大集市
的志丹县杏河镇集市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爆最
热闹的时刻，前来逛集市、买年货的群众纷纷云集
于此，大家在热闹升腾的烟火气里尽情品味浓浓的
年味。

“大公鸡便宜了、实惠了，瞧一瞧、看一看，买不
买，站一站……”吆喝声夹杂着喧闹声，放眼望去只
见杏河镇的主街道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各个摊
位上商品琳琅满目，喜庆的春联、精美的年画；整个
集市格外喜庆；糖葫芦、麻花、年糕等传统美食让人
垂涎欲滴；新鲜的水果、蔬菜、各类干果摆满了摊
位。行人在摊位间穿梭，精心挑选着年货，一买一卖
间，为彼此送上新年的祝福，也将这个小镇的过年氛
围拉满。

猪肉店老板魏振峰说：“今天杏河集市人可多
了，我的生意也很好。”

前来置办年货的马朗说：“集市上卖什么的都有
了，我也各种各样都买了点，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过
个好年。”

集市上浓浓的烟火气中弥漫着浓厚的乡情。进
入腊月的乡村集市不仅是村民们交易货物的场所，
更乡间邻里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有村民把自家
种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来卖，一边热情的招揽着顾
客，一边与相亲们在摊位前说经验、聊家常，欢声笑
语，其乐融融。

杏河镇杨渠村村民李彦贵说：“马上就过年了，
家里自己种的萝卜、红葱、苹果，来到集市上卖点钱，
今天集市上可红火了，心也散了，钱也挣了。”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刘元丽）近日，
志丹县文联组织书协会员来到红都社区开展“强基
工程”新春特别行动——2025年“万福迎春”公益活
动，为社区群众义写义赠春联和福字，助力基层精神
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春节文化活动，

活动现场，志丹县 10余名书法爱好者挥毫泼
墨，倾心创作，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有的认真观看
书写，有的拿起写好的福字拍照留念，气氛热烈祥
和。一副副春联、一张张福字，蕴含着大家对新年的
深深祈愿，把美好的新春祝福传递到群众心中，深受
大家喜爱。此次活动共为社区居民、干部书写春联、
福字200余张。

米馍香 年味浓

赶“大集”办年货

春联义写进社区
墨香四溢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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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保障“不打烊”群众舒心过大年年
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张伟 康烁 申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