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与不变：在古老中焕发青春

新华社电 春节假期 ， 江西
许多景区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了
一系列优惠措施。 在特定时间段
内， 游客可享受免票或半价游览
江西一些知名景区景点。 各大景
区还献上了年味十足的主题活
动， 邀请海内外游客来赣体验记
忆里的乡愁、 舌尖上的美味。

记者从江西各地获悉， 省内
各 大 景 区 在 春 节 假 期 推 出 了
许 多 优惠措施 ， 共计 50余项 ，
涵盖了全省11个设区市的重点景
区景点。

除夕当天上饶三清山景区免
门票， 28日宜春天柱峰景区免门
票； 春节假期， 游客可享受免费

游萍乡武功山 、 九江武宁西海
湾、 抚州乐安流坑古村景区等，
半价游吉安井冈山、 萍乡杨岐山
景区等。

此外， 生肖属鸡的游客凭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可免大门票游览
鄱阳湖湿地公园、 景德镇古窑民
俗博览区等景区。

春节期间， 江西一些景区还
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共计130
多项。 庐山将设置春节灯谜有奖
竞猜，婺源、三清山推出“乡村过
大年”系列活动。游客还可到鄱阳
湖赏渔鼓、渔歌、渔舞表演，在宜
春梯云谷景区参与舞龙灯、 打麻
糍、挖冬笋等乡俗活动。

春节江西部分景区门票减免

成都将建300座环卫工人作息房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成都

市城管委获悉 ， 今年成都将建
300座环卫工人作息房 ， 供环卫
工人冬日取暖夏日避暑。

记者看到， 在府青路三段青
龙立交桥下， 一座乳白色环卫工
人作息房刚刚建成。 外观造型简
洁大方， 与周边环境很协调。 屋
内面积50多平方米 ， 配置了沙
发、 饭桌、 电视机、 饮水机、 微
波炉 、 更衣橱等 。 环卫工人在
“新家” 吃喝休息都没问题。

据统计， 成都市中心城区市

政道路清扫保洁作业面积9300万
平方米 ， 日清运生活垃圾 5300
吨 ， 环卫市场化作业人员约2.2
万人。 过去环卫工人累了往往只
能在树下、 路边歇会儿， 渴了就
去附近店铺人家讨水喝， 作息条
件比较艰苦。

为解决环卫工人休息 、 更
衣、 热饭和接热水等问题， 成都
市从2013年开始， 持续推进环卫
工人作息房建设， 目前中心城区
在用或在建环卫工人作息房已有
110座。

年集寻年味

新华社电 上海从今年1月起
在徐汇、 普陀、 金山三个区先行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 涵
盖社区居家照护、 养老机构照护
和住院医疗护理三方面， 有望在
一年左右将试点扩展到全市， 惠
及全市430多万老人。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郑树忠25日在上海市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新闻通气会
上说， 上海作为全国首批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城市之一， 60
周岁及以上的享受职工养老保险
退休人员或居民养老保险人员，
本人自愿申请老年照护统一需求
评估， 经评估护理需求等级为二
至六级的， 可以由定点护理服务
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
并按规定报销护理费用。

申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的居民首先要经过上海的老年照
护统一需求评估。 对于部分人群
（骨折、 脑血管意外或帕金森病
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 可
以到试点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的医保服务点申请 “绿色通
道” 评估， 尽快享受长期护理保
险的护理服务。

根据相关办法， 护理服务包
括社区居家照护、 养老机构照护
以及住院医疗护理。 其中， 在社
区居家照护和养老机构照护中，
涉及沐浴、 协助进食/水、 排泄
和失禁的护理、 生活自理能力训
练等40余项具体服务项目。

试点阶段， 评估等级不同的
老人享受的社区居家照护服务从
每周不超过3小时到每周不超过7
小时， 参保人员在社区居家照护
的护理服务费用， 由长期护理保
险基金支付90%， 个人自负10%。
参保人员在养老机构发生的长期
护理保险费用， 按在养老机构入
住的天数报销， 由长期护理保险
基金支付85%， 个人自负15%。

先行试点期间， 个人和单位
暂不缴费， 所需资金由医保结余
资金划转； 全市试点后， 长期护
理保险将按照社会保险制度的基
本原则， 按规定进行筹资。

上海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花市盘桓， 令人撩起一种
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 我
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
异常水乳交融 。 ” 散文家秦牧
１９６１年的名篇 《花城》 中这样写
道。 一夕花市满城春。 ２５日， 源
于明清、 盛于当代的广州传统迎
春花市在暖阳里开市， 羊城街道
再现童谣里 “迎春花放满街排”
的场景。 与此同时， 全国多个城
市的迎春花市近日也次第开市。
各地看不尽的各色年宵花， 涌动
着春意， 让年味更加芬芳醇厚，
也述说着中国百姓日新月异的新
春 “花事”。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各地城乡年集人潮涌动， 人们在集市采购
年货， 喜迎新春佳节。 图为一名女子在江西省德兴市的乡村年货市场
选购春联。 新华社发

“古老而又青春”， 散文家秦
牧的描述， 正是包括广州迎春花
市在内的国内诸多迎春花市的底
色，背后折射了花市的变与不变。

花市里 ， 有厚重不变的传
统。 作为广东省内唯一的水上花
市， 荔枝湾涌花市保留或仿古呈
现了流动的花艇和商贩船在码头
集市交易的繁荣景象。 “每年花
市， 人们都要问我今年有什么新
变化 ， 而我们恰恰想让它不要
变。” 广州市迎春花市办公室主
任谢海涛告诉记者， 水上花市就
是不变的历史。

４０岁的蔡良德也是 “不变 ”
的代表。 每年７月份， 他都会将
“五代同堂” 这种茄科茄属常绿
小灌木种下， 收获的果实都将成
为迎春花市上金灿灿的盆栽。 １６
年来， 蔡良德在花市上只卖这种

又名 “黄金果” 的年宵花。 “既
有全家满堂的福气， 又沾 ‘黄金
果’ 的财气。” 蔡良德说。

花市里有变化， 南京的小井
则代表 “变”， 他在线上的 “花
市” 买花过年。 在他订花的网络
平台， 新年特辑中的大花蕙兰、
朱顶红等已近售罄， 新销售模式
在年前花市中红红火火。

定制鲜花也同样带给花市带
来变化。 记者在南京的某定制鲜
花品牌了解到， 年前很多顾客会
买一些应景的鲜花， 比如兰花和
富贵子等， 专门请插花师现场根
据自己喜好和需求定制花型， 这
个群体中七成都是年轻人。

广州的苏英敏也代表了花市
的一种 “变”。 身为广东省非遗
项 目 西 关 打 铜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苏广伟的儿子， 苏英敏从７年前

开始让非遗铜器进驻迎春花市档
位， 今年更是在广州多个花市亮
相 。 铜壶 、 铜铃 、 铜烟斗……
“老广州” 家家户户记忆里的日
常用具 ， 在花市上历历再现 。
“这些年花市下来， 我们渐渐发
现它对于非遗文化的传播， 效果
非常大。”

“逛花市不必买花， 买花不
必逛花市” ———近些年随着中国
百姓买花渠道的增加、 生活趣味
多元化以及消费习惯的改变， 花
市作为年宵花交易集市的概念早
已变成了保留 “年味”、 传承文
化的活动。 在谢海涛看来， 非遗
工艺、 文化创意产品融合在花市
中， 凝聚了中国人更丰富的继承
传统、 传递年俗、 乐于创新的过
年内涵， 构成了花市的一种浑然
天成的新传统。 据新华社

走访南北花市 ， 记者发现 ，
今年年宵花虽仍以兰花、 水仙 、
等传统花卉品种为主， 但明显地
呈现出 “小而精” “净化空气 ”
“组合盆栽” ３种 “新浪潮”。

———“小而精 ” 的小盆 栽 、
多肉植物与微景观生态瓶是新
宠。 ２０多岁的王先生这些天在北
京玉泉营花乡花卉市场一口气买
了４０多盆多肉植物， 作年节小礼
物。 “现在养多肉可能也比较流
行吧， 小女孩都喜欢， 长得比较

可爱。” 他说。 记者从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及多地迎春花市获悉 ，
适合家庭园艺的小型盆栽花卉 ，
及堪称 “火爆” 的多肉植物已成
为今年年宵花卉的主要种类， 约
占整体生产量的４０％。

———“净化空气 ” 功能 ， 让
虎尾兰、 龟背竹、 小盆绿植等花
卉备受青睐。 ６１岁的北京市民石
大爷节前逛花市， 心里想的是挑
个 “屋里边净化空气” 的植物 。
“退休了就养养花养养鱼 ， 花儿

养起来特有意思。 我新装修了一
套房子， 正好过节摆上。” 他说。

———拼创意的 “组合盆栽 ”
有卖点。 位于岭南著名花乡佛山
顺德陈村镇的花卉世界， 近期刚
刚完成了一场花商的 “组合盆栽
创意大赛”。 陈村镇花卉协会会
长周悦说， 组合盆栽在年花中也
非常有吸引力， “老百姓过年从
一盆花， 到有主题、 有概念、 有
立意的组合盆栽， 体现了更加艺
术化和情趣化的生活要求。”

以广州博物馆镇海楼为造型
的红色临时主牌楼， 立于广州最
具代表、 历史最悠久的越秀西湖
花市入口。 穿楼而过， 迎面便是
联排的各类花档一直望不到尽
头。 ２５日一早， 广州１１区传统迎
春花市开张， 近３０００个鲜花及工
艺品档位， 让逛花市的市民极为
开心。

在北方， 冰雪严冬中的哈尔
滨花卉大市场， 数百种鲜花绿植

在此交织成色彩斑斓的花海。 全
光照花卉展馆内， 市民穿梭、 问
询， 春日的气息扑面而来。

雪域高原， 今年的藏历新年
比春节晚近一个月。 位于拉萨太
阳岛的中和国际城花鸟市场里，
年宵花氛围渐起， 生着火炉的花
房里水汽氤氲，带给人浓浓暖意。

分别从云南和广东运来的马
蹄莲和小盆绿植， 与荷兰红玉珠
和北美冬青比肩丛立在北京世纪

奥桥花卉园艺超市里， 来自远方
的花种与本地花卉 “平分春色”。
在今年北京各大花卉市场， 上千
万盆年宵花投入花市， 其中北京
自产花卉约４５０万盆。

相关专家认为， 对中国百姓
而言， 鲜花寄托了对新年新生
活的向往和新年祝愿， 也带来
了精神的富足与提升， 迎春花市
的背后是中国人的一种浪漫生活
情怀。

俏也要争春：南北年宵花缤纷绽放

买花人：今年流行３种“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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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到北
说说咱老百姓的
新春“花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