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
节日，在这个盛大节日里，人们忙
里忙外赶大集，热热闹闹迎新春，
大街小巷到处都充盈着浓浓的年
味。青年新锐插画师酒亚光的《大
集里的中国年》，以意趣盎然的文
字带领我们走进缤纷喧闹的春节
市集，领略中国年的丰饶意蕴。

作者用漫画加文字释义的方
式， 别开生面地介绍了全国各地
春节期间赶大集的场景。 这里有
北方的庙会， 南方的社戏， 还有
地地道道满口噙香的美食。 在这
个喜庆的日子里， 大江南北的人
们纷纷走街串巷， 或采办年货、
观花赏景， 或品尝风味小吃、 舞
龙舞狮， 或踩高跷、 写对联、 吹
糖人……一时间叫卖声 、 喝彩
声、 欢笑声响成一片， 让天南地
北的集市， 俨然成了亲情的乐园
和欢乐的海洋。

全书于喜乐的氛围中洋溢着
浓郁的地方特色， 作者着意把书
写的镜头对准火热的城乡。 从陕
西焦岱到山东费县， 从北京永宁
到辽宁造化， 从河南洧川到海南
兴隆，一处处热闹的大集，将全国
人民置办年货、 欢度新春的温馨
场面描画得分外动人。 循着飘香
的年味，走进沈从文的故乡凤凰，
油而不腻的湘西腊肉让人口齿留
香。走进贵州施秉的年集市场，吃
上一碗当地的招牌菜 “烂牛肉”，
堪称妥妥的享受。 慕名前往北京
延庆永宁镇，永宁火勺酥脆清爽，
不愧京城百年名吃……书中，不
仅写到了各地赶年集的特色美
食，还紧跟时代热点，依次介绍了
“捣鱼刺小哥”“拉面哥”“羊汤姐”
等美食达人及其代表性美食，将
南北年集火热的场景摹写得格外
诱人。

春节，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 有着恒久的人文魁力。“一
元伊始，万象更新”，新春吹响了
喜乐的号角，在它的热切召唤下，
人们盛情相约， 一同去逛一场喜
乐的年集。买副春联和年画，购对

中国结和红灯笼， 再观上一场欢
天喜地的乡村大戏，这样的年集，
流连其间，既是美食的天堂，又是
年俗表演的广阔舞台， 让国粹和
非遗相继在这里迸发出璀璨的光
芒。湖南花鼓戏的高亢清越，京剧
的悠扬婉转，昆曲的深情款款，唱
出了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和对幸福
生活的期盼。庆阳花灯光彩照人，
不仅照亮了人们的脸庞， 也照亮
了远方游子回家的路途。 杨柳青
年画清新淡雅，于一笔一画中，表
达着国人对家的眷恋、 对祖国山
河的热爱。 广东佛山的醒狮表演
灵动大气， 张扬着蓬勃的生命活
力， 将年节和年俗巧妙地结合到
一起，让人耳目一新。

作为画与景水乳交融的年节
作品，《大集里的中国年》 紧扣春
节这一主题， 通过一张张色彩明
亮的漫画， 以及言简意赅的文字
绘描， 清晰地勾勒出一张张气韵
生动的“年”画。游历其间，既能一
览各族人民赶大集的盛况， 知晓
那些好吃、好玩、好乐的去处，同
时，借着这场图文互动，还能充分
领略到年俗文化的源远流长。孩
子们从中可以看到， 大集里的中
国年不光有醉人的美食， 还有说
不尽的文化深蕴。 对广大家长来
说， 秉持着一份童心与孩子们一
起探幽揽胜，从时光的年集中，也
能重新找回儿时的记忆， 在抚今
追昔中， 让人们更加珍惜如今幸
福的生活。

南北大集， 赶的是吉祥， 赶
的是热闹， 赶的是欢庆。 它将故
友亲朋、 父老乡亲紧紧维系在一
起， 用市井烟火温暖了普罗大众
的心 。 它以年为牵引 ， 追怀过
去， 展望新春， 在华夏大地的拼
图上， 绘制出最美的年景。

■工友情怀

□刘杰东“大网管”成策

·广告·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助力农贸市场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节日期间， 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加强系统部署， 持续开展 “普
法进市场” 系列活动， 助力农贸
市场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让群
众的 “菜篮子” 拎出幸福感。

服务在前， 科学普法进市场
执法人员围绕冬季食品安全、 广
告合规经营开展 “普法进市场”
专题培训会， 聚焦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 网络直播注意事项、 商品
信息公示 、 办理营业执照等热
点， 引导商户诚信守法经营， 有

效排除风险隐患。
未诉先办， 源头化解矛盾点

执法人员提示各商户围绕常见的
食品标签 、 虚假宣传 、 价格公
示 、 超范围经营等开展自查自
纠， 从建立健全售后服务体系、
规范日常经营行为、 提升服务态
度等方面 “三管齐下”， 敦促企
业规范经营。

对标对表， 推动规范化运转
执法人员对市场落实食品安全、
环境秩序、 文明经营等进行规范

指导。 此外， 围绕近期市民群众
关心的食品安全、 计量称重、 价
格公示开展督导检查， 提前研判
风险防控措施， 阻断不合格食品
流入市场的路径。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将创新服
务方式、 丰富普法内容， 推动各
项管理制度落地见效， 齐抓共管
形成常态化、 长效化机制， 共同
营造交易规范、 诚实守信、 环境
宜人、 品质惠民的农贸市场营商
环境。 （王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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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桂军 文/图守守护护““天天路路””

———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作品选登

““工工匠匠书书签签 ””

成策五十出头， 适应体制改
革的需要， 从区教委机关调到这
所乡村小学校， 从一个中心副主
任到一名普通教师， 成策的脸上
看不出丝毫的遗憾。 同室办公，
他传递出来的气息永远是轻松愉
快， 似乎在他的世界里从来就不
存在什么烦恼 。 在我们三个人
中， 成策是最忙的一个， 而打开
水收拾卫生一类的闲杂事等， 从
来不给我俩留一点机会， 当你劝
他停下来歇一歇 ， 他会轻轻一
笑： “这就是一顺手的事， 换换
心情。”

有一回我正坐在办公室写信
息稿， 成策走进来， 额头挂着汗
珠， 一屁股歪在椅里， 眼见那两
条腿就跟刚刚爬完珠峰一样不住
地打颤， 我赶忙放下稿子问了一
句：“咋，不舒服吗？ ”他端起杯子
喝一口早上沏好还没来得及喝的
凉茶， 笑笑说 ： “没———三 （2）
班那电脑……” 原来成策趁着最
后一节体育课， 跑到三 （2） 班
钻进中控柜去修电脑了。 见我一
直在看他， 成策噗嗤一笑， 打趣
说： “这回照照镜子， 成猴样了
吧 。” 可不 ， 头发上 、 背心上 、
挂在耳边的口罩上全是尘土， 实
在狼狈得很 。 “唉 ， 设备太多

了， 一个人哪弄得过来啊？ 跟领
导反映反映， 少做点别的工作或
者再配个人 。” 成策又是一笑 ，
“咱学了这个， 不就是为大家服
务的吗？ 只要不耽误老师、 孩子
们上课就行。”

成策深受孩子们喜欢， 他们
总是有事没事接近他， 把跟家长
都不肯说的秘密悄悄告诉他， 他
把每个学生都看做是自己的孩子
一样。 信息技术课上， 他千方百
计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想尽
办法让繁复的操作过程变得更加
直观 。 “温室大棚自动控温系
统” 要求学生在一节课上完成编
写换气风扇的自动控制程序， 并
实验成功。 这对六年级学生来说
的确是个难题， 然而在成策的指
导下， 学生们一番兴致勃勃的操
作， 竟顺利完成任务， 达成教学
目标。 这一节课被评为市级优秀
课 ， 受到现场专家们的高度赞
赏。 而成策撰写的教学案例 《转
动的风车》， 在全国信息技术教
学案例征集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绘制出最美的华夏年景
□□刘刘小小兵兵———读《大集里的中国年》

中铁十二局集团拉萨维管段
承担唐古拉至日喀则 “天路” 电
力维管， 涉及青藏铁路格拉段、
拉日铁路电力设备维护， 里程长
达 千 余 公 里 ， 涵 盖 7个 工 区 。
2025年春节期间， 管段安全巡视
照常进行。 早上9点， 项目安全
总监林顺万已带队到达巡视现
场， 对管段开展全程巡视。

每天， 项目部驱车将各检查
组人员送到检查段， 分别安排两
人从两头徒步往回检查， 对沿线
配电所、 架线设备、 配电箱、 变
压器和各所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每人日行
6公里。

“弱电击伤对人体有伤害，
还可能造成监控等设备损坏 。”
检查过程中， 林顺万介绍说。 管
段沿线有数十个村庄， 分布着一
些企业， 排查发现， 管段若干处
架线被缠绕民用电线和企业电
线， 由于主线存在余电， 极容易

造成短路烧毁设备。 为此， 项目
部利用春节期间人员相对集中的
时机对沿线群众开展安全宣传工
作， 通过签订承诺书对各村和企
业 “约法三章”， 实施严格的架
线干扰清理工作， 并投入专项资
金购买绝缘子对架线加以保护，
以免造成对行人、 牲畜和设备的
伤害。 目前， 架线处置工作正在
有序开展。

“老鼠咬断电线的情形也发
生过， 任何微小的隐患都可能造
成线路故障。” 林顺万说， 检查
过程中， 他们在重要区段设置粘
鼠板、 查看是否有新的洞口， 成
为检查内容的重要一环。

“安全无处不在， 时刻如走
钢丝一般 ， 必须用心管安全 。”
林顺万说。 工作中， 林顺万要求
检查组坚持无计划坚决不上道，
未经培训不允许上岗， 对现场情
况录制视频留存， 对段、 科的施
工讨论 、 班前会等进行全程监

控， 做好每日安全记录， 并列入
青藏线运行工作档案。

“安全无小事， 5年前检查
某工区时， 变压器上积了厚厚的
灰， 我随即约谈负责人立即清理
积灰， 避免安全事故。” 安全巡
视休息间隙， 林顺万不失时机地
开展安全教育， 讲述以往的事故
教训， 利用身边事例现身说法，
让大家吸取教训 ， 勿犯安全错
误。 遇到棘手难题， 他组织安全
管理干部商量， 提交项目会议决
策， 确保闭环解决。 “跟着林总
监工作 5年了 ， 学到了很多东
西。” 项目安全质量环保科副科
长刘和说。

从参与大秦线安全管理至
今， 林顺万已在安全管理岗位工
作20年， 其中在安全总监岗位工
作9年， 呵护青藏铁路安全运行8
年。 他黑下脸来严格执行制度，
带头履行现场管理职责， 该走的
地方自己先走到， 深入发现、 解
决问题， 调动团队合力， 为青藏
铁路安全运行筑起坚实的安全屏
障， 赢得项目负责人的充分信任
和对安全工作的支持。

春节期间， 林顺万和工友24
小时值班值守， 检查线路， 开展
线路克缺、 维护， 确保青藏铁路
安全运行， 让藏家儿女和高原旅
客欢度春节。 “春节过后， 藏历
年就到了， 管段春运压力还将持
续一个月 ， 我们已做好准备 。”
林顺万说。

“你平时一定注意身体， 别
让我操心……” 电话里， 林顺万
耐心听着83岁母亲的 “唠叨 ”。
春节期间， 林顺万一家四地， 妻
子在老家照顾婆婆， 大儿子在成
都工作， 二儿子在天津读书， 林
顺万在守护 “天路” 安全。

也正是林顺万们的默默坚
守， 让 “天路” 成为藏家儿女的
幸福路。林顺万 （右） 在检查电力设备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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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