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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部门部署开展2025年“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国家网信办公布《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已有约4.2万个

江苏去年绿电交易量突破120亿千瓦时

河南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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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与汗水铸就坦途
——记“中国好人”张正燕

◎ 本报记者刘旭飞

在重庆市奉节县的蜿蜒公路上，奉节
县公路事务中心兴隆养护站站长张正燕用
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信念书写着公路养护
人的责任与担当。去年11月，张正燕荣获
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称号。

守护公路的“拼命三娘”

1991年，张正燕“女承父业”来到奉节
县兴隆道班工作，踏上了守护公路的征程。

当时，公路养护的工具比较简陋，一把
铲子、一根扁担、两个竹筐就是全部家当。
面对清淤泥、除杂草、引积水、挑石块这些
繁重的体力活，张正燕从未退缩，她凭借
着一股子韧劲，咬牙坚持了下来，被大家
称为“拼命三娘”。回忆起那段时光，张正
燕感慨地说：“之前工作条件差，路况也很
差，一个年轻女娃肩挑背扛，手上起泡、肩
膀脱皮是常事，确实很难。”

经历了无数个风雨交加的日夜，张正
燕始终坚守在公路养护一线，2011年，张
正燕被任命为奉节县养路一段莲花塘养护
站（现兴隆养护站）站长。

担任站长后，张正燕的工作更加繁忙了，

她不仅要负责日常的公路养护工作，还要管
理养护站的各项事务。“只有不间断巡逻才能
更清晰地掌握各个路段的情况，了解一线养
路工人遇到的困难，更好地管理好各个路段
的养护工作。”张正燕告诉记者。

公路养护的“多面手”

为了养好路、护好路，张正燕不断提升
自己的公路养护技能，在人工修补路面和
各种机械操作上刻苦钻研，成为了养路的

“多面手”。张正燕坦言，只有实现养护工作
的全面机械化，才能提高养护效率和质量。

（紧转2版）

永久取消“闭馆日”
这个惯例破得好

如今国内大多数博物馆会选择在周一闭馆，周一也成为
不成文的博物馆“闭馆日”。但在江苏淮安，“周一闭馆”的惯
例被打破——淮安市博物馆日前发布公告：自2月10日起每
周一均正常开放，不再设闭馆日。值得一提的是，该博物馆取
消“闭馆日”，不是因节假日或其他因素取消，而是永久取消。

编辑点评：周一闭馆成博物馆行业惯例，完全可以理解，
馆方需要维护展览设施、保养展品、处理其他内部事务，以便
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条件，优化游客体验；而且，经过周末
两日的游客高峰，博物馆在周一的客流量通常是最少的，此时
闭馆，能最大程度避免影响游客参观。

不过，在“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且部分博物馆“预约
难”之下，周一闭馆给部分游客带来了不便，他们大老远赶来
却吃了“闭门羹”，只能悻悻而归。尤其是那些“一票难求”的
特色博物馆、热门博物馆，周一闭馆的“约定俗成”会让一些
游客与之无缘。因此，“为爱奔赴，不容辜负”成为一些游客对
博物馆的新期待，周一不闭馆，就是对这种期待的积极回应，
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体现。永久性取消“闭馆
日”，无疑能给更多人提供接触历史和了解文化的机会。

随着“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到博物馆去”成为更多人的
生活方式，面对老百姓旺盛的“逛馆需求”，无论是延长开放
时间、举办夜游活动，还是取消“闭馆日”，都是打破常规的好
举措，更多博物馆不妨跟进。当然，周一不闭馆并非只是多开
一天门，客观上会增加馆方的管理服务工作负荷，需妥善安排
员工轮休、展览设施维护、文物保养等事项。我们相信，只要
以游客为中心，做到周一不闭馆，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国将对古树名木
全面实行挂牌保护
古树名木是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

源和生态资源，承载着传统文化，见证着历
史变迁，被誉为“绿色的国宝”。为了更好保
护古树名木，我国将对古树名木全面实行
挂牌保护，因地制宜设置保护设施。

这是记者14日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全国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司长张利明介绍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推进，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今年1
月，我国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从制度层
面对古树名木的资源调查公布、日常养护管
理、合理利用、文化传承等进行规范。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古
树名木保护领域国家层面的法规空白，为古
树名木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张利
明表示，下一步将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持续
加强条例的贯彻落实，并强化对古树名木的
动态管理，包括启动开展第三次全国古树名
木资源普查，动态掌握古树名木资源底数和
管理状况；强化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应
用，实现“一树一档”精细化管理；全面实行
挂牌保护，因地制宜设置保护设施。

此外，他说，还将积极构建多元化投入
机制，优化完善中央资金投入政策，探索建
立古树名木保险制度。加强新技术、新设备
研发，搭建专家咨询交流平台，提高古树名
木科学保护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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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快来吃汤圆咯！”2月12
日上午10时，悠悠嘉陵江畔，四川
南充阆中古城川北道署门前，前来
品尝汤圆的市民游客排起了长队，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元宵接连不断地
送到游客市民的手中。

吃元宵、看花灯、猜灯谜、赏舞龙
舞狮、品皮影人生……元宵佳节，阆
中古城张灯结彩，游人如织，在“正月
十五闹元宵”活动的热闹氛围中，市
民游客直呼“有眼福、有口福、有耳
福”。“琳琅满目的花灯、丰盛美味的
元宵，还有多姿多彩的民俗表演，真
的太热闹了。”为了给孩子的寒假画
上一个圆满句号，成都游客郑丽专程
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阆中，现场感受元
宵节的热闹氛围，应接不暇的“闹”元
宵活动，让他们特别开心。

阆中的“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
正是四川省“我们的节日・欢乐中国
年”系列活动的一个缩影。为营造欢
乐喜庆、祥和文明的节日氛围，持续
推动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2025年春节、元宵节
期间，四川省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欢乐中国年”系列活动，一场场精
彩纷呈、年味十足的节庆活动在四川
各地热闹开展，为广大群众送上新春
祝福、送去冬日温暖。

西岭雪山脚下，1月 27日至 2
月12日，2025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凭
借独特的三国文化魅力和精彩纷呈
的演出和民俗活动，成为市民和游
客的热门打卡地。踏入庙会，五彩斑
斓的主题灯展首先映入眼帘，随着
人潮往前走，精品展览让人们尽情
领略历史文化魅力，文艺演出带来
一场场视听盛宴，创意集市的特色
文创产品引人驻足挑选。成都市民

景霞一边欣赏一边拿起手机不停拍照：“每年都来逛武侯祠大
庙会，这里的年味浓，而且每年都有新的惊喜，今年新推出的
原创三国情景剧《武侯奇‘庙’夜》就特别有意思。”

鹧鸪山下，1月25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届村晚在理
县桃坪村启幕。以“到世界桃坪看村晚·来大美阿坝过新年”
为主题，这场村晚以“演出+美食+市集”的形式开展，展现独
具特色的藏羌舞蹈、藏羌原生态锅庄以及原生态民歌。多彩的
民族服饰、曼妙的舞姿、悠扬的歌声，还有那丰盛的“坝坝
宴”，让游客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藏羌古老文化，领略藏羌歌
舞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还邀请了“四川好人”“阿坝
州最美家庭”“感动阿坝年度人物”“最美理县人”等模范代
表，与大家一同看精彩演出、品丰盛美食。 （下转2版）

川西平原之西，因堰而起、因水而兴的
四川省都江堰市，宛如嵌于岷江之畔的一
颗明珠，清润洁净。这里气候舒适宜人，街
道宽阔整洁，百姓的脸上有着丰衣足食的
从容，却也在新春伊始百业俱兴之时，殷殷
地期待着一个节日——这个节日，与雨有
关，与水有关，与“雨水”，有关。

雨水何起？应时而落

一场雨在都江堰落下，点开了乙巳年
的开端，洇透了历史的书页。

立春已过，万物蓬勃，水量逐渐充沛，
枝头绿意渐浓，川西平原上，已出嫁的女
儿们开始忙着置备食材，只待一个日子
的到来。对于都江堰人来说，这一天不仅
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雨水，也是他们
极为看重的一个民俗节日——雨水节。

《灌县志》卷二十三中，对雨水节的民
俗有着这样的描述：“雨水节，已婚女子为
娘家父母送‘罐罐肉’，有的插上茶花或兰
花，并送红棉带，表示为父母接寿……”在
这个节日里，都江堰人将丰沛的情感具象
为一罐罐美食、一条条红棉带、一把把竹
椅，伴着一句句贴心的问候，随着儿女们殷
切的脚步走入千家万户，让父母的脸上绽
开笑颜。

雨水节之于都江堰，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雨露阳光润万物生长，父母亲恩育婴孩
成人，每到此时，人们感恩自然，馈谢亲恩。

“雨水节因何生长于都江堰？都江堰以

何滋养了雨水节？”在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
会长、都江堰市文联副主席王国平的眼中，
这份人与自然的牵绊，始于天时地利，成于
人和物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
谓之天府也”，是东晋《华阳国志》对蜀郡守
李冰率众建成都江堰的高度评价。从秦国
大将司马错口中的“西僻之国”，到东汉末
年诸葛亮在《隆中对》描述的“沃野千里”，
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驯服了岷江，让这片
土地沐浴膏泽，物产丰盛，也让人们表达感
恩之情有了更为殷实的方式。

“好雨知时节”，远敬自然，近孝父母。
在都江堰应时而落的雨水，承载了人们对
生命之源的感念、对家风之脉的顾看，赋予
一个传统农耕节气更多温情。

雨水何来？当春而发

文火慢炖，用心照看。雨水节一至，市
民黄术芳一早便在厨房里忙碌，锅里不
时发出欢快的咕噜声。火候一足，出锅装
罐，封以红纸，系以红绳，她抱着罐罐出
了门，父母的家是脚步的方向。

在“长寿之乡”都江堰，百岁老人并不
鲜见，黄术芳的母亲已是105岁。自出嫁以
来，每年雨水节，黄术芳都会给母亲煨“罐
罐肉”。“雨水节的头一天晚上，我就把猪蹄
用水浸泡，第二天加上花生、海带、小白芸
豆等一起炖，母亲最爱吃我做的‘罐罐
肉’。”自得于厨艺的她，更自得于都江堰的

独特民俗：“我们这里嫁了人的女儿过雨水
节都会给父母煨‘罐罐肉’，用一道蕴含人
情味的美食，感谢双亲的生养之恩。”

“当春乃发生”的雨水，裹着“罐罐肉”
的香，打湿了千家万户的窗。窗内，是一帧
帧馈谢亲恩的美好景象。

都江堰民俗文化专家蒋永志长期关
注地方文化与民俗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在
他参与编撰的《都江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览》《都江堰市民俗志》中，对雨水节的
民俗有着详尽的记载。在这一天，吃了“罐
罐肉”，父母还会“回情”，在送肉的罐罐里
装满大米让女儿女婿带回家去，寓意一年
都能衣食无忧。一来一往的罐罐，装的俱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心与照顾。

随着雨水节临近，都江堰的大小集市
上，挑着长竿售卖红棉带的身影越来越多。

“把‘红带带’带回家给父母系上，是都江堰
人表达孝心的一种独特方式。”集市上，小
贩杨长福一边给顾客取红棉带，一边感慨，

“‘红带带’有九尺九长和一丈二长两种，九
尺九取‘久久长寿’之意，祈求父母长寿，一
丈二取‘月月红’之意，祈求父母安康。这些
年，我一直在雨水节前来集市卖‘红带带’，
不完全是为了做些生意，更多的是想把孝
老爱亲的美德传扬下去。”

来自河北的郭俊丽在都江堰工作生
活已近十年，初来这座城市时，她对雨水
节前夕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红带带”很是
稀奇，了解其蕴含的希冀后，每到此时，
她也会扯好“红带带”寄回老家，“虽然不

是土生土长的都江堰人，但我觉得这样
的做法有很好的寓意，一条红棉带虽轻，
却凝结了沉甸甸的感恩之情，于是我也
将‘红带带’送给父母，希望他们能够身
体康健。”

雨水何为？随风而入

青城山麓，竹林随风摇曳。雨水轻轻推
开交叠的竹叶，将潮湿传向泥土，引春笋破
土而出。芒城村马家林盘里，成都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青城马椅子”第四代传承人马娇
的身影，在工坊的灯盏下绰绰约约。

自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创立
民间竹艺品牌“青城马椅子”至今，一百多
年来，马氏家族四代人接力传承传统竹椅
制作工艺。马娇于艺成后接过“掌门印”，成
立马椅子竹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担任社
长，带领家人和乡亲将“青城马椅子”做得
风生水起，享誉美名的竹椅竹器走出国门，
向世界展示了青城山脚下的非遗风采。

生于都江堰长于都江堰的马娇，对雨水
节的民俗了然于心，乙巳年有闰六月，她早
早地就备下了足量的竹材。“若遇上农历闰
年闰月，我们这里的女婿在雨水节那天回岳
父岳母家时，会在礼物中增加一对竹椅，并
在椅背上缠绑红棉带，寓意儿女已成家立
业，请父母放心坐下，安享晚年。每到这个时
候，我们接到的订单就明显多起来，尤其是
大圈椅，由于老人们大多偏爱这种款式，所
以来订制的人特别多。” （下转2版）

探访都江堰市雨水节——

一场雨水千载长 万户怡然家风良
◎ 本报记者朱乔明

乐享冰球运动

2 月 15 日，第十一届全国大众
冰雪季2024-2025年度扎兰屯市大
众冰球邀请赛在内蒙古自治区扎兰
屯市开赛，来自秦皇岛、呼和浩特、
齐齐哈尔等地的7支冰球队参加比
赛，乐享冰球运动。图为参加比赛的
运动员们在扎兰屯市知青博物馆滑
冰场上奋力拼搏。 韩颖群摄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等
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共富市集持
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自2025年2月15
日起正式施行，聚焦培育发展共富市集，
着力建设具有“共富味”“融合味”“烟火
味”的新形态市集。

指导意见指出，要在传统市集发展基
础上，更加注重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更加注重融入传统文化和公益便民服务，

着力建设具有“共富味”“融合味”“烟火
味”的新形态市集。乡镇（街道）要综合考
虑辐射范围、人口密度、群众需求等因素，
科学做好市集的选址和时间安排，为共富
市集提供相对固定的场所。简化夜间经营
市集准入，优化相关证照办理流程手续。
各地各部门要积极为共富市集提供“拎包
入驻”的必要保障。

根据指导意见规定，各地要统筹整合

资金支持，设立共富市集发展专项资金、
将符合条件的市集纳入相关支持范围、提
供创业支持等资金和政策措施。带动重点
群体就业，鼓励共富市集设置一定比例的
爱心免租摊位、日租式摊位等各种公益性
摊位，为低收入群众、残疾人、大学生农创
客、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低成本
的创业就业平台。

（据新华社）

浙江着力建设兼具“三味”的新形态市集惠及重点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