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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黄惠群

“咚咚锵、咚咚锵……”2月 5日，元
宵佳节，天刚擦黑，炎陵县城就热闹起
来。伴着喧天的锣鼓、鞭炮烟花声，该县
全民欢喜闹元宵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当天气温仅 3℃，细雨霏霏，仍挡
不住大家的热情。看！长长的元宵民俗
巡演队伍，踏着鼓点，且舞且行，从文体
中心广场出发，往解放路延伸段而来。
一只只龙狮舞起来、一辆辆采莲船披红
带彩、一只只瑶鼓响彻云霄……一些平
时难得一见的传统文娱节目，纷纷在这
里亮相，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打头阵”的是一辆上写“福如东
海、恭贺新春”的喜庆大花车，紧接着
13支非遗方阵轮番上演，排成 1公里多
长的队伍，沿着解放路延伸段、文化路
等，浩浩荡荡穿过主城区。宽敞的街道
一时变成偌大的流动舞台，让观众在

“闹”元宵中尽享新春的快乐。

前来观看的有当地居民，还有慕名
而来的各地游客，甚至蓝眼睛、大鼻子的
外国友人。人们越聚越多，把街道两旁围
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站在阳台上，有的
父亲肩上扛着孩子，有的女儿搀着母亲，
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兴致勃勃
记录下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快看，猪八戒来了。”巡演队伍中，
唐僧师徒摇摇晃晃向人们走来，特别是
大肚子“二师兄”扛着钉耙走路的滑稽
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穿红戴绿、满
面红光的表演者踩着高跷、划着旱船、
腾跳起伏地挥舞龙狮，让人眼花缭乱；
身穿大红袍、手端金元宝的“财神爷”上
场了，立马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大
家在观看表演的同时，还不时上前与

“财神爷”合照，希望沾点财气。一时间，
大街上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洋溢着爽朗、喜悦的笑语欢歌。

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的巡演结
束了。人们仍意犹未尽，一边散去，还一
边兴致勃勃地议论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启浪

过了元宵，才算过完年。2 月 5 日傍晚，细雨挡不
住喜庆的氛围，茶陵县交通街开始热闹起来，人潮涌
往茶陵县影剧院，赴一场期待已久的“非遗盛宴”，看
一出春节档“压轴大戏”。

2 月 5 日晚上 6 时许，走进茶陵县影剧院大门，只
见门前展厅挤满了人，欢笑声、惊呼声溢满整个空间。
未进门，先闻香，寻着一缕奇特的茶香，记者来到展厅
大门左侧第一个展台，原来这里是茶陵县级“非遗”项
目——严尧芝麻豆子茶。浓黑的芝麻、圆润的蚕豆、清
香的茶叶、素朴的姜丝……在非遗传承人尹丽霞熟练
的搭配下，辅以开水冲泡，一碗浓香的芝麻豆子茶就
做好了。

来自严塘镇玳溪村的小刘排在展台前第一位，他
迫不及待地端起一碗芝麻豆子茶，吹一吹，抿上一小
口，带着咸丝丝芝麻香的茶水，和着淡淡的姜味，是他
记忆犹新的味道。等茶稍温一些，大喝一口，细细咀
嚼，脆脆的蚕豆和芝麻在口中绽放，满口香溢，他的脸
上不禁带上享受的笑容。

顺着展台向左走，在摆满各色腌蒜、生姜等“茶陵
三宝”农产品的展台前，茶陵本土网红“李公子”正卖
力地向居民推介商品，他的直播团队也在一旁用手机
直播带货，线上线下都热闹非凡。

而在现场最受小朋友欢迎的，还属不远处县级
“非遗”项目“鸡婆饺”了。在非遗传承人左先生的妙手
下，米粉团被捏成各种动物形状，有猪、狗、牛、兔、鱼、
鸡、鸭、鹅等等，再以颜料点缀眼、耳、鼻、羽等，望之栩
栩如生，蒸后可为食用。展台前，刚刚摆出一盘制作好
的鸡婆饺，很快被小朋友们抢购一空。看着惟妙惟肖
的鸡婆饺，不少小朋友舍不得下口，而是拿着这些“小
动物”，穿梭在人群中，奔赴炸油果、糖画、剪纸等“非
遗”展台。

当然，在茶陵县影剧院，就少不了要看茶陵省级
非遗项目——茶陵湘剧，传承人黄小燕正在展台向一
群年轻人介绍湘剧。从扮相、服饰、道具到脸谱、身段、
唱腔，茶陵湘剧独特魅力，在黄小燕缓慢的语速中一
一呈现，周围的声音都变小了，逐渐安静下来的居民
对即将在剧院上演的湘剧《三女抢板》分外期待。

直到晚上 9时许，剧院内节目结束，“非遗”展厅的
人群才渐渐散去。大家手中，或捏着糖画、鸡婆饺，或
提着茶陵三宝，或捧着浓香的芝麻豆子茶，脸上笑意
一直都没放下过。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陈君 江育静

“这题我知道，肯定是‘一言堂’！”2月 4日，元宵节
前夕，醴陵市芋园文化旅游景区张灯结彩、喜庆热烈，

“清廉四知”元宵灯会热闹举行，漫天的红灯笼让人流
连忘返，市民陈利华拿着“自说自话上殿来（打一党风
廉政建设词语）”谜面，兴奋地对着身边的伙伴说道。

当晚，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寒冷的天气也
抵挡不住市民的热情。大家三五成群，结伴猜谜，或仰
头读题，或低头沉思，或咬文嚼字，或热烈讨论，兴致
勃勃，各显其才。现场共推出百条廉政谜语，通过生动
活泼又体现传统的方式，推动廉洁文化“和风细雨”走
入群众生活。

“是‘自省’。”市民肖天华拿着“节约从我做起（打
一党章词语）”的谜面，大声说出谜底，刚刚还在挠头
苦思的市民瞬间恍然大悟。很快，他手里又多了一盏
红灯笼，这是猜灯谜领到的奖品，羡煞旁人。

这边热闹非凡，那边看表演、赏花灯、品元宵也热
情高涨。“快看快看，这条龙灯还能吐烟花呢！”当欢快
的音乐响起，民俗龙灯节目《祥龙贺春》把节日的氛围
点燃，市民惊呼“太震撼了”。

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四知”汤圆，一边逛着清廉
家书展，手中一盏盏书写了“清廉”的红色灯笼将夜晚
映衬得格外热闹、喜庆。尤其是小朋友们，有的提着灯
笼欢快地奔跑着，有的坐在长辈的肩上越过拥挤的人
潮，奶声奶气数着灯笼。

“汤圆出锅咯，快来尝尝味道 !”志愿者把一碗碗
汤圆送到居民手中，雪白的糯米团汤圆寓意着廉洁和
清白，给吃传统汤圆赋予了不同的意义。醴陵市文旅
广体局负责人意味深长地说：“清清白白才能团团圆
圆，也才能长长久久。”

“我了解了‘四知拒金’等清廉故事，玩了学了也
吃了，不虚此行”“红灯笼上的‘清廉’二字，让我记忆
深刻”……参与活动的市民如是说。

本次活动以“一颗廉心，百年大党，千盏花灯，万
家团圆”为主题，将廉政文化与元宵佳节相结合，设置
的猜灯谜、书画展等子活动精彩纷呈，“廉”味满满，让
市民在“沉浸式”闹元宵的氛围中，充分感受廉洁文化
的熏陶和洗礼。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晓欢 刘艺锋

2 月 5 日，元宵节，时针指向晚上 6
时 30 分，渌口城区大街小巷人头攒动、
笑语连连，雨已停，人潮向渌江两岸开
阔的空地处涌动，齐齐赶赴一场期盼已
久的烟花之约。

7 时 05 分，渌口夜市广场附近，最
佳观赏位置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摄
影爱好者早已“踩点”，架起三脚架，正
在调试“长枪短炮”。现场，人们或陪着
家人，或约着朋友，或牵手恋人，处处洋
溢着团圆的幸福气息。

“爸爸快看！好漂亮！”7时 18分，一
束火光冲向云霄，短暂的停顿后，在天
空炸开一朵巨大的烟花，坐在父亲肩头
的孩子挥舞着花灯，发出惊叹，绚丽的
色彩为这座城市“打光”，照亮了人们的
笑脸。

这一刻，渌口区燃放规模最大的一
次烟花秀正式拉开序幕。只见一枚枚象
征着喜庆安康、欢乐祥和的礼花腾空而
起。“砰砰砰——啪”，飞火流星、礼花漫

天，似百花齐放、似银蛇舞动，伴随着欢
快的音乐，天空光影闪烁，人群中欢呼
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多久没有这样热闹啦！”80 多岁
的刘奶奶在儿子的搀扶下，望着璀璨的
夜空，眼角带泪，她喃喃道：“这才是一
个完整的年啊。”一旁，有人举着长长的
自拍杆，在直播平台分享家乡的年味；
有人以火树银花为背景拍下唯美瞬间，
准备刷爆朋友圈；有人打开微信视频，
让身在远方的家人共享灿烂时刻。

“愿兔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人
平安！”桥上，看着城市上空恣意竞放的
焰火之花，几位年轻人大喊着许下新年
愿望，而后笑成一团。波光粼粼的渌水，
映衬出烟花绝美的倒影，天空、水面，燃
烧着激情、绽放着希望，夜空沸腾着，人
们的心沸腾着。

22 分钟，3.8 万发烟花在渌口 300
米高空绘出一幅幅动人的图景，为广大
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视觉盛宴。

当烟火点点融入夜色，意犹未尽的
人们，面上笑意融融，带着对新一年的
美好期盼，向家的方向走去。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刘晓聪

“咚、咚、咚”，随着几声锣响，20 余
人迅速列队，摩拳擦掌后，架起龙灯，蓄
势待发。2 月 5 日上午，听闻消息的群
众，快步走到攸县体育场周边，里三层
外三层，拥挤的人群驱散了凉风带来的
寒意，大家期待着这许久未见的表演。

“快看，龙来了。”随着孩童稍带稚
嫩的高呼，锣鼓声、喇叭声一浪高过一
浪，领头人将龙珠摆动起来，带队入场，
表演正式开始。

广场里，舞龙人全神贯注，“排头
兵”高举龙头，手持龙身和龙尾的人，紧
随着龙头上下扭动龙身，齐心协力地
挥、仰、俯、跑、跳……金龙追逐着龙珠，
时而盘旋，时而侧仰，上下翻腾。这条威
风凛凛的“金色巨龙”，在观众的掌声
中，游动的难度逐渐增加，速度越来越

快，龙头随珠、尾随龙头，一圈圈盘旋起
来，一幅游龙戏珠的生动场景，引得阵
阵喝彩。

在龙头横向贴近观众时，外露的獠
牙、深邃的眼眸、霸气的龙须，神气十
足，孩子们一边兴奋尖叫，一边上手抚
摸，龙头又急转直上，巧妙地避开，摄影
爱好者们抓住时机，按下快门。站在广
场西侧的王易来，就是记录者之一。他
说，许久没见过舞龙灯了，这般热闹，让
元宵佳节更有味道。

一旁的老人告诉后辈们，龙是中华
民族的图腾，而舞龙灯已有千年历史，
其寓意是为了消灾、求雨、庆祝丰收等
等，更是咱们华夏民族勤劳、勇敢、拼
搏、坚毅的精神象征。

当天，攸县闹元宵文化惠民活动在
传统的舞龙灯表演中拉开序幕，当地居
民三五成群，猜灯谜、吃汤圆、观看花鼓
戏，欢度这个别样的元宵节。

炎陵：民俗巡演“火”山城

渌口：火树银花“耀”夜空

攸县：挥舞龙灯闹元宵

茶陵：
“非遗盛宴”飨佳节

醴陵：
元宵灯会“廉”味浓

市民猜廉政灯谜。株洲日报通讯员/黄永强 摄

2 月 3 日，醴陵恒达烟花有限公司内，
工人们包装忙而不乱、产品入库井然有序
……大家争分夺秒赶订单，全力应战产销
旺季。

“去年随着几个省市烟花燃放解禁之
后，我们仓库的货都卖空了，现在出口订
单大部分要在三月底四月初交货。”恒达烟
花经营部长江武介绍：“我们今年计划至少
增加一条自动化装药线，同时对传统设备
进行更新升级，用更先进的机械提高生产
效率。”

目前，醴陵有花炮生产企业 176家，上下
游从业人员约 15 万，产品涵盖 9 大类、

4000多个品种，市场份额占全球的
十分之一、全国的四分之一，并

且远销全世界 80多个国家。“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这引领着醴陵花炮高端发展。
近几年，全球首条烟花自动化生产线、全国
首条爆竹自动化生产线相继建成，全市机械
化应用率已经超过 70%。其中，爆竹涉药工
序机械化率达到了 100%。

春节是“醴花”展示的重要舞台。从
小年开始，醴陵就组织了千年瓷都烟花秀
等系列文旅活动，各色中空礼花弹、特效
烟花等结合燃放，通过高科技焰火燃放
设备形成动感的立体画面，呈现出多层
次、多形态、多色彩的景观图案，一个
个富含醴陵特色的文化元素与特效烟
花相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
觉盛宴，也展示了醴陵烟花实力。

今年元宵
为何这样“火”

策划：尹二荣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2 月 5 日元宵夜，渌口烟花绚烂，万人空
巷，在火树银花中，人们尽情抓住“年味”的

尾巴，许下 2023年的心愿。
疫情消退，春风送暖。这个元宵，我市南

五县（市区）格外热闹，猜灯谜、舞龙灯、民俗
巡演……大家在团圆中凝聚力量，在活动中
传承习俗，在消费中增强信心。

● 众望所归的“烟火气”

俗 话 说 ， 闹 完 元 宵 才 算 过 了 完 整 的
年，元宵之“闹”，是振奋精神的闹，代表
着每个人、每座城奋力向前的精气神。作
为 2020 年以来首个不再倡导“就地过年”
的春节，南五县 （市区） 满满的“烟火
气”没有令人失望。

“青春渌口梦·奋斗正当时”元宵喜乐
会上，8 支舞龙队轮番“起舞”，一条火龙
腾空而起，上下翻飞，威武壮观，寓意保
一方平安；株洲湘骏文武学校带来少儿武
术表演，孩子们刚劲有力的身姿，引得现
场阵阵掌声。

茶陵举行“幸福犀城 喜闹元宵”湘剧
专场演出、男子篮球赛等活动庆元宵；持
续到元宵节的“彩瓷迎春”醴陵艺术瓷精
品展暨陶瓷企业联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领略醴瓷之美；炎帝陵景区推出开财门
迎大年、客家美食展等活动，春节假期累
计接待游客人数超 6.1万人次；攸县在湘东
大市场举行“老字号闹元宵”优质农产品
展销活动，攸县米粉、攸县香干颇受青睐。

各式各样的活动，为复苏中的“假日
经济”添了一把“火”，各县市区抓紧消费
节点，通过发放消费券、举办消费节等多
种形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渌口区投入 500 万元举办“政银携手、
情满珠江、惠在渌口”消费节、“喜团圆、
度元宵”等主题促销活动。“今年春节前后
营业额同比增长 10%左右。”渌口家乐多超
市负责人介绍。“今年生意很火爆，我们第
4 家店马上要开张了。”渌口老猫厨房负责
人说。

● 花炮产业的新机遇

茶陵湘剧《三女抢板》上演庆元宵。陈启浪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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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鸡婆饺吸引居民围观。颜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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