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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晚，万年县石镇古街游人如织，不少外地游客在这里赏灯会、品美食，感受古镇的魅力。去年，

该县全面修缮古镇，激发古镇文旅市场活力，促进当地百姓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者王景萍）作为

享誉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陶瓷文化历史积

淀深厚、存续状态良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

近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复，《景德镇陶瓷文化

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新鲜出

炉。这意味着，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

工作迈出崭新一步。

《规划》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工作的指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

和景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传承的基本依据。据介

绍，《规划》明确提出，要筑牢陶瓷文化保护的空

间基础。规划范围为景德镇市全域，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确定乐平、浮东、浮北、浮南、

珠山、昌江六大重点保护片区，注重保护域内的

文化遗产和赖以存续的自然及文化环境，促进文

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全域旅

游示范区、国家大遗址公园、自然保护区、传统村

落、民间艺术之乡、历史文化街区等融合发展，将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

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协同实施、统筹推进。

同时，《规划》要求，构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格局。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方针，做好以传统手工制瓷为核心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整体性、生产性、生活

性保护，做好与陶瓷业相关的传统美术、民间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民俗以及传

统技艺的挖掘保护。着力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

格局，进一步保护区域内以御窑厂遗址等为代表

的物质文化遗产，以高岭—瑶里风景区等为代表

的自然生态资源，以严台、沧溪、瑶里等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村落，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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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正月初五，大型沉浸式实景体验演出

《流芳》在乐安县流坑古村上演，里三层外三层的观

众围在一起，目不转睛看着傩舞表演。

“这个表演真精彩，不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人

群中，来自上海的游客胡慧莲一边赞叹一边拍摄。

乐安县旅游资源丰富，域内有 5 个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3 个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今年春节期间，

当地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以舞台剧、沉浸式演出等

形式呈现传统民俗文化，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2
月 10 日至 13 日，乐安县各景区已接待游客 60.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2.8%。

“七竖一横八街巷，烟霞草木香；青石古桥马头

墙，千年历沧桑……”傩舞表演的鼓音刚落，主题曲

《流芳》在流坑古村上空响起。一旁的龙湖上，两块

大红布从西至东缓缓铺向湖面，披着一袭蓑衣的船

夫，撑着一条乌篷船从对面划了过来，把人群的目光

引向了湖面。“流坑古村的古建筑保护得很好，村里

到处张灯结彩、年味十足，《流芳》表演也不错，将非

遗、民俗、艺术融为一体，不虚此行。”胡慧莲说。

去年以来，该县通过在流坑古村举办抚州市文旅

产业发展大会、流坑半程马拉松、“千古第一村——流

坑村跑”首届古村挑战赛、江西古村跑等系列活动，探

索出了一条“体育赛事+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在新的一年里，该县针对流坑古村和古樟林景

区提出了“一台戏、一条街、一群人、一场夜游+一项

赛事+N 种玩法、N 多体验”的“4+1+N”发展思路，

全面推动流坑古村和古樟林景区的历史、文化、民

俗、商业、演艺、写生、研学等融合发展。“商业街的酒

馆、咖啡馆、汉服店、民宿生意兴隆，夜晚的流坑古村

游客比白天多，也更热闹。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

好，收入一年上一个台阶。”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在

流坑古村开办民宿的村民董小强高兴地说。

“大家都听我安排，每组四个人到缆风绳后面就

位，准备起吊！”2 月 13 日，正月初四，在湖南湘潭 500
千伏南鹤 I 线的组塔现场，国网江西电力援湘抗冰抢

险保供队队员胡星华指挥着组塔作业。

春节前夕，湖南多地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面临考验。2 月 6 日，国网江西省电

力有限公司迅速派出一支援湘抗冰抢险保供队伍，星

夜兼程，驰援湖南。

在本次援湘抗冰抢险任务中，国网江西电力的主

要任务是负责 500 千伏南鹤 I 线部分受损铁塔的临时

锚固、塔头修复以及 5基铁塔的拆除和组立作业。

“我们 2 月 7 日一大早赶到湘潭，当时冻雨给超高

压线路和铁塔带来超负荷的重量，已经有十几基铁塔

受损。”国网江西电力援湘抗冰抢险指挥部抢修小组

总负责人孔杰告诉记者，他们通过实地勘察，详细了

解铁塔受损情况，“一塔一策”制定专项方案。

“92号铁塔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它在密林深处的

山脊之上，去塔位只有走山间小路，冰雪融化后路面湿

滑泥泞，非常不好走。”国网江西电力援湘抗冰抢险指挥

部抢修小组副组长吉才科说，在勘明地形后，他们向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汇报险情，申请派出直升机开展电力抢

修物资吊运作业。2月10日下午，当天气满足飞行作业

条件后，飞机吊起沉甸甸的物资缓缓起飞，仅耗时40多

分钟、往返8趟就完成了 92号铁塔的物资运送任务，为

完成抢修任务按下“加速键”，高效推进铁塔组立。

国网江西电力援湘抗冰抢险指挥部指挥长郭志

红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经完成 3 基受损铁塔临时

锚固、1 基铁塔塔头修复、4 基铁塔的拆除和组立工

作，仅剩的 92号铁塔新塔组立也即将完成。

2月 9日，在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麦芽糖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段细黑正在熬制麦芽糖。灯光下，只

见他反复搅动，去除麦芽糖中的水分。锅中的糖色逐

渐由浅变深，拉勺挑动下，麦芽糖变成万缕千丝。

制糖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好的糖，随便扯出

一丝，香甜可口，柔糯如脂，一经冷却，硬若冰块。”段

细黑说，每年春节前后，是他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

20 世纪 80 年代，段细黑就开始做麦芽糖。“忙的

时候，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熬糖用的糯谷都堆到了

房梁那么高，九江吴城、都昌等地的顾客排着队前来

购买。”段细黑告诉记者，一年中，做糖的时间只有小

半年，一般中秋节后才开始准备。

几十年过去，曾经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麦

芽糖，逐渐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为了留住这份甜甜

的年味，段细黑和老伴把制作麦芽糖的技艺传承下

来，这家小店也成了联圩镇唯一一家手工制糖店。

发大麦、浸糯米、打浆滤渣、出糖……麦芽糖制

作的过程，段细黑烂熟于心。在秉承古法工艺的基

础上，段细黑也紧跟时代变化，将麦芽糖与苞米、花

生、芝麻等混合，开发出不同风味的产品。每年都来

买糖的市民段显骏说：“来这里买糖感觉很亲切，混

合苞米的新品，吃起来甜丝丝的，酥脆爽口，这才是

过年的味道。”

“很多都是年轻的回头客，他们爱吃传统小吃，找

回小时候的味道。我的生意一年好过一年，日子也是

越过越甜。”段细黑说，小店每年要卖出2万公斤糖，一

年收入7万余元。春节过后，他准备扩大经营规模，争

取把收入再往上提一提，将制糖手艺一代代传下去。

2 月 12 日，在乐平市城区老北街上，游人正饶有兴致地参与猜灯谜游戏。春节期间，当地举办赏灯猜谜、非遗体验、怀旧集市等多种活动，独具特色的文化互动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2 月 11 日，在鹰潭方特东方神画景区，非遗舞狮

表 演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驻 足 观 看 。 新 春 佳 节 ，该 市 打

造 100 余场年味十足的文旅活动，丰富群众的节日

生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摄

星夜驰援 抗冰保电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

文旅辉映乐融融
谢龙龙

留住甜甜的年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2 月 14 日，在位于丰城市隍城镇的唯美动物世

界，游客与动物“萌宠”亲密互动。春节假期，许多家

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各类野生动

物，在乐享假期的同时增长知识。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上接第 1版）二是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三是

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四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五是必须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六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

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

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

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

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

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继

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

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支持和保证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

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健全人大对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督制度，维护国家法治统

一、尊严、权威。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密切人大代表同

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

层立法联系点。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上接第1版）

“糖糕来啦，大家边吃边聊！”李美玲笑盈盈地说。

“咱这规模越搞越大，收入也跟着步步高，这日子能不甜吗？”

李全喜乐滋滋地夹了一块糖糕入口。2023 年，他在合作社的收入

达 7万余元，比往年多了 1万余元。

“这光景肯定一年比一年好。今年我们试种 300 余亩再生稻，

一种两收，效益能提高不少呢！”

“稻—油—稻轮作模式有搞头，这不，开春后的油菜都长得壮

壮的，肯定有个好收成。”

“不说别的，就说咱的育秧中心，除了供自家秧苗，还能为其他

农户提供育秧服务，这也是一块收入。”

…………

吃着软糯香甜的糖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新年的农事，憧

憬着今年的好光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午 12 时许，香菇炖鸡、酱香牛肉、红烧鱼块、香煎豆腐等十

几道菜相继上桌。“来，大伙儿共同举杯，庆祝新春佳节，希望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在姜奀水的提议下，大家碰杯畅饮，欢声笑语在这

个美丽小乡村的上空荡漾。

过大年吃糖糕 生活比蜜甜

（上接第 1版）“全面贯彻‘大抓落实年’，就是要着眼推进长征、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支持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试验区建设，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全力推进重大战略任

务落地落实。”省文旅厅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我省将着眼推进艺术创作生产攀高峰，公共文化设施

再升级，文化惠民服务再提质。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将提升博物

馆展陈水平，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遗产保护利用“出圈”出彩。

“趁着新年的东风，我们要壮大经营主体，激发消费潜力，优化

产品供给，扎实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做优做强。”省文旅厅宣推处负

责人表示。今后，我省将继续创新文旅产品宣传营销，深化交流合

作，优化服务环境，持续推进“引客入赣”工程走深走实。

以高质量落实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井冈山斗争历史。在长征集结出

发地——于都，大型红色文旅史诗舞台剧《长征第一渡》，已成为

江 西 文 旅 的 一 张 亮 丽 新 名 片 。 在 中 国 工 人 运 动 的 摇 篮——安

源，当地坚持“以红色资源为血脉，以工业遗存为骨架，以红色精神

为灵魂”，探索创新“红色+”旅游新业态，坚持“红色旅游”与“红色

教育”双轮驱动，不断释放红色效应，让红色精神历久弥新。

为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我省坚持把传承弘扬红色基

因作为文艺作品创作的主方向，涌现了不少红色题材精品。1 月

下旬，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在南昌进行首轮 4 场演出，场场爆

满。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舞台

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此外，在革命旧址沉浸剧《那年八一》中，红

色元素的江西文创，让人耳目一新。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赣江奔涌，奋楫者先。赣鄱儿女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基因，续写赣鄱荣光。

传承红色基因 续写赣鄱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