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2年2月11日 星期五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中华大地
恒久持远的民俗节日，是春节文化长廊
一幅美丽画卷，更是维系人们对美好生
活爱恋和期盼的民族情结。

四川南充市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
的民俗节日——“蛴蟆节”。传说可以此
驱除瘟疫，让来年风调雨顺，国富民安。

追溯“蛴蟆节”的来历，据传，大
约在明末清初，三会镇等地当年的春节
还没过完，好多村民就突然染上了瘟
疫，咯血而亡。此时，恰有一名道士云
游此地，经他点拨，人们才知道是西溪
里的“蛴蟆”（类似于蟾蜍） 瘟神窜出
作怪。为驱走“蛴蟆”瘟神，百姓们按
照道士指点，将竹子砍了做“蛴蟆”
灯，点上蜡烛，插到西溪河边。“蛴
蟆”瘟神果然逃遁，从此村子远离病痛
和灾害，年年五谷丰登。

传说归传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苦

痛的“蛴蟆节”也渐行渐远，衍生出全新的
“蛴蟆节”。今天，它寓含着驱除瘟疫的古
意，又营造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演变为人
们庆祝“元宵节”的另一种方式，也成为南
充市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这天，在嘉陵区三会镇、顺庆区
共兴镇和临近的西充县一些乡镇，“蛴蟆
节”都会如期举行。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
而至，参与的人数之多，积极性之高，实属
罕见。

在正月十四这天，人们就开始忙活
了。女人们把浸泡了一夜的糯米晾干，
慢慢摇动石磨，看洁白的米浆牛奶般溢
出；男人们则钻进后院竹林，砍倒一根
根鲜嫩的翠竹，准备着做“蛴蟆灯”的
原材料；老人们早就在灶堂架满了柴
火，眼瞅着大铁锅里冒出了袅袅的水
汽，只等主妇们把包好的汤圆倒入锅
里。这些汤圆可真大 （“蛴蟆节”民俗
中又一大特色），小碗一般，一个人吃
一个就足够了。

孩子们的心思可不在这边，他们正
手拉着手，围绕成大圈子，齐声高唱着流
传下来的歌谣，过着属于自己的节日
呢！“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
和嫩竹一样高；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长，
我也长，我和嫩竹一起长”……

许是孩子们的歌声给男人们助了
兴，吃了大汤圆，喝了米酒，红着脸
儿，摩拳擦掌上阵，开始做“蛴蟆
灯”。先把嫩竹子截断，大概两米左
右；把最上面的竹节划拉成条，向中间
挤压，成纺锤状；再以细篾编织，糊上
一层白纸，呈中空状；最后在底部搁置
一块泥团，点上蜡烛，大功告成。

彼时，村里早已选出了几名竹艺高
强的能人，他们已经花费了好几天时
间，齐心协力地共同完成一个超大的竹
编“蛴蟆”，摆放在场镇的中心位置。
只要它亮相，将是助推“蛴蟆节”高潮
和升华节日主题的秘密“武器”。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空气
中飘逸出烟花火炮的味道，还有春天馥
郁的各种花香……眼看天色已晚，夜幕
笼罩了山川大地。场镇上聚集的人也越
来越多，像一条长龙盘踞在其中。

一年一度的“蛴蟆节”正式开始了。
且看，超大的“蛴蟆王”隆重出场了，只见
它伸个懒腰后，叉开四肢，张开大嘴，鼓动
腮帮，伸出喉舌，被四个壮汉吆喝着抬上
了轿子，颤悠悠地开始了游行。

鼓乐队紧随其后，带着队伍高歌行
进。人人手里都擎着一杆“蛴蟆灯”，
向着春天的田野出发。“蛴蟆公，蛴蟆
婆，我把蛴蟆送下河……”队伍中开始
有人不自觉地领唱起来，其他人随声附
和，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波涛一般此起
彼伏，场面煞是壮观。远远望去，那高
擎于人们手中的万千盏“蛴蟆灯”，闪
烁着红色的光芒，像沉降于凡间的星
星，照耀着人群走向河流。

“蛴蟆节”的由来是岁月留下的伤
痕，但这种民族传承的文化和精神，已
经超越了苦难，它更像是岁月拧成的一
条绳子，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口音和肤
色的人们紧紧拴在了一起，来感受这片
土地的多情和神秘。

为防控疫情，当地自行取消了去年
和今年的“蛴蟆节”，静下心来的人
们，审视历史的镜头，闪过远古，闪现
今天，仿佛凤凰涅槃，定格于清丽婉约
的现代南充城：柑橘在开花，桑蚕在吐
丝，白鹭在翩飞，嘉陵江水在奔腾……

民俗是山东文化旅游的一抹
亮色。花灯、秧歌、高跷……从春
节到元宵节，不少景区、博物馆和
休闲街区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
展演活动，为游客奉上颇有年味的
文化大餐。

走进孔子博物馆的“福寿康
宁——孔府过大年展”，两侧的文
门神、武门神将参观者的思绪拽
入孔府过年的情景，包括祭灶、
祭财神、祭祖以及吃穿用度方面
的准备等，可以细细品味传统年
俗。该馆根据孔祥珂、孔令贻、孔
德成等几位衍圣公的日记资料以
及孔府档案中戏单、灯节单、灯谜
单、春联底稿，还有96岁高龄孔德
墉老先生的口述，勾勒出从前孔府
欢度新春的场景。本次展览还选
取了许多带有“虎”形象的馆藏文
物珍品，譬如鲁国故城出土的西周
青铜器“‘鲁伯悆’兽首鋬窃曲纹虎
钮铜盨”、汉代的“虎首铜鎏金车軥
饰”和清代的“青玉虎”摆件等。

尼山圣境景区推出了古彩戏
法、皮影戏等十几种民俗特色表
演。景区副总经理徐彤介绍，每天
吸引 1 万多名游客，以家庭游为
主。景区还与科技结合，由500架
无人机在光影水幕的呼应下，组成

“祥瑞赐福”“龙腾虎跃”等图案，精
彩纷呈。

在古运河畔的台儿庄古城，一
匹匹“竹马”，蒙着或红或黑的绸
布，喜气洋洋，奔来奔去；高跷队员
身着红绿彩衣，手执纱帕或彩扇，
婀娜摇曳，顾盼生姿；舞龙队伍，随
着锣鼓声，闪展腾挪，如腾云驾雾
状，赢得观众喝彩；夜色下古城，则

被花灯装扮得缤纷靓丽，如梦似
幻。古城还引进高3.6米、重1.8吨
的白色“动能虎”，集炫酷激光、3D
全息等科技于一体，能模仿虎的吼
叫与行走，活灵活现，威风凛凛。

在烟台蓬莱阁，秧歌、南派舞
狮、一苇渡海、马踏飞花，民俗技艺
背阁《小八仙贺春》、威武雄壮的锣
鼓《戚继光点兵》让游客大饱眼
福。“每天接待一万三四千人，比往
年翻一番，主要是省内游客。”蓬莱
阁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曲桓生说，
绚丽的花灯也吸引了很多夜游的
游客。景区文化活动一直持续到4
月29日，包括盛世花灯会、年俗文
化节、蓬莱年味节、网红粉丝文化
节、天后宫庙会、国粹闹新春等，让
游客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品味
胶东民俗。

春节期间的济南十分热闹。
以虎年生肖与泉城特色为主要元
素的1000多盏定制灯笼和百余组
花灯分布在街区的主街和广场上，
虎虎生威、生龙活虎、虎啸河山、龙

腾虎跃四组大型灯组围合在泉印
广场。本次花灯会展览至虎年农
历二月初二。主街两侧，一排排摊
位上摆着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文
化用品、年节食品等商品，还有糖
画、吹糖人等民俗产品，游客络绎
不绝。

位于德州的泉城欧乐堡度假
区举办“新春游园会”，大型花灯矩
阵和烟花灯海景致让游客赏心悦
目。度假区内的动物王国和海洋极
地世界则推出了“和动物明星一起
过大年”主题活动。游客可亲手给
大熊猫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看一
场由羊驼、小矮马等“运动健将”带
来的萌宠欢乐大巡游。十二只小老
虎集体亮相为游客送来虎年祝福。

上图：春节期间，民间艺人在
枣庄市台儿庄古城为游客表演“火
龙钢花”。

孙中喆摄（人民图片）
左图：春节期间，民间艺人在

济南市跑马岭齐鲁雪乡表演舞龙。
郝鑫城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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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召开优化营商环境

大会，吹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冲锋号”。会上，成

都高新区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计划”、产业基

金组建计划、领军人才政策及首批“政策找企业”惠企

项目，明确将全力做优营商环境“六大生态”，与广大

企业携手创业圆梦。

成都高新区广泛征集梳理企业诉求，制定形成优

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计划”，包括市场机会“云链

接”、股权融资“快车道”、研发加计扣除“便捷享”、高

端人才服务数字专员、新赛道助力成长、“向阳花开”、

工程建设服务“一站通”、空间载体“容易找”、“一码办

成事”及法治护航行动。

成都高新区将从政务服务、政策供给、人才发展、

要素保障、宜居城市、亲清社会六方面着手，做优营商

环境“六大生态”，以高标准高水平构建高品质营商环

境，建设中西部“创业高地·筑梦之城”。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聚焦硬核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项目

针对区域创新型企业聚集、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需

求强等特点，2021年11月，成都高新区召开招商引智

动员大会，提出未来五年通过政府投入资金并结合社

会资本，推出总计 3000 亿元的产业基金，其中设立

100亿元天使母基金，为企业成长量身定制全生命周

期投融资服务体系。

今年，成都高新区将加快推进产业基金组建，将

安排出资不低于18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设立

不低于6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40%规模投向电子

信息产业，20%投向生物医药产业，20%投向新经济产

业，20%投向包括现代服务业及未来产业在内的其他

产业。

针对企业获取市场机会途径分散、研发支出大等

情况，成都高新区今年还将推出市场机会“云链接”、

研发加计扣除“便捷享”、新赛道助力成长等计划。

2月8日会议当天，成都高新区还发布今年首批“政

策找企业”惠企项目，持续拓展“政策找企业”覆盖面。

解决技术问题
给予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团队资金支持

为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成都高新区今年还将大力引进急需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和急需产业创新领军人才，设立20亿元专项资金

并发布专项支持政策。

支持成都高新区新型研发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面

向全球引进符合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方向、具有世界

科技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急需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支持辖区重点企业根据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需要，面向全球引进符合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建

圈强链方向、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的急需产业创新

领军人才。

成都高新区将给予两类人才最高 2000 万元支

持，支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开展项目研发和成果

转化，经评审可给予最高 1 亿元经费支持。与此同

时，将搭建领军人才“一对一”数字化服务平台，及时

响应和协调解决人才诉求。

当前，成都高新区已吸引聚集国家级人才431人，

省市级人才1000余名，各类人才总量突破70万人。

优化服务保障 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为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成都高新区持续

做优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今年，成都高新区将推出“向阳花开”计划，重点

解决0—6岁托育和学前教育难题，推动学前教育普

惠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好家门口的

每一所学校。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今年，成都高新区将

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工程建设一站式服务专区，建立

社会投资重大产业项目综合调度制度，实施产业专员负

责制度，提升“面对面”“一对一”解决问题的响应能力。

为帮助企业快速精准找到产业载体空间和办公

场所，成都高新区还将推出空间载体“容易找”，实时

更新楼宇数据，扩大国有载体规模，开展优质专业产

业空间供给试点，多元化解决企业场地需求。

与此同时，成都高新区还将升级打造智慧政务系

统，升级企业服务平台，集成高企服务管理系统、金熊

猫、信用查询、人才项目申报等各类企业服务平台。

全力做优“六大生态”
打造企业和人才创业圆梦高地

2月8日，成都高新区发布了2021年营商环境创

新“十大优秀案例”，包括“区块链+政务服务”利用区

块链、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政务数据链上存证和共

享、远程授权办事，推出“金熊猫”科技企业创新积分

评价系统、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一业一证”准入即

准营、司法确认“立等可取”等。十大案例是近年来成

都高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2022年，成都高新区将乘势而上，全力做优营商

环境“六大生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工作，将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

企业和人才创业圆梦高地，以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建

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注入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