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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新春，赣南大地广袤乡野中，纷

繁多彩、热闹非凡的民俗最先登场。乡

土之间，除旧布新、迎春接福，听戏曲、打

黄元、制鱼丝、熬红糖……浓浓年味在各

类民俗美食中热闹开席。

“两步走来喂是喂，往前走哇呀咦

哟……”在安远县西街坝古街，一阵阵清

脆悦耳的茶腔响彻街头巷尾。戏台上，

赣南采茶戏演员们舞动彩扇，用精湛的

演技、诙谐的唱词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为新春增添了一抹亮色。

安远县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赣

南采茶戏的发源地、“中国采茶戏艺术之

乡”。该县采茶戏非遗传承人钟金财说，“我

们的剧目大都讲述的是朴实劳动人民的日

常生活，深受本地人喜爱，通俗易懂的唱词

也吸引了众多来安远过年的游客。今年是

首个‘非遗春节’，我们计划将赣南采茶戏带

到全县各地，为大家呈现一出出热闹好戏。”

声声戏曲庆贺新春，浓浓年味流淌

舌尖。在赣南传统习俗中，过年不仅要

听采茶戏，还要备足各类年货美食，特别

是黄元米果、客家鱼丝等。作为新年饭

桌上不可或缺的佳肴，这些美食承载着

客家人对团圆的美好祈愿。

在安远县镇岗乡，这里的圩镇市集热

闹非凡，洋溢着新春的喜庆氛围。知名客

家鱼丝手艺人唐丽萍忙碌地在市场上挑

选新鲜草鱼，为年关不断增长的订单加紧

制作。去鱼皮、剔鱼骨、剁鱼肉……整个

动作一气呵成。唐丽萍在鱼肉酱里掺上

少许盐巴和红薯粉，加水，用手揉成团，随

后将粉团擀好放入蒸锅，待其蒸至透明状

后取出进行晾晒。

“我纯手工制作客家鱼丝已经有十

来年了。用鱼肉和薯粉加工而成的鱼丝

色香味美，既富有弹性，又能在长时间的

烹煮中保持完整，不易破碎。”说起鱼丝，

唐丽萍打开了话匣子，“吃上鱼丝，才算

过年，接待客人都少不了这道美味佳

肴。”说话间，阳光照射下的鱼丝，逐渐变

得干燥，继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同样美食飘香、年味十足的还有赣

县区南塘镇黄屋村，村里的黄元米果作

坊内弥漫着浓郁米香。村民们将蒸熟的

大禾米，用独轮车运到作坊做黄元米

果。搓条、塑型、切块、摆放、晾干，村民

邻里齐聚一堂，熟练地进行一道道工

序。一番劳作后，金黄的黄元米果一块

块整齐地摆放在篾席上。

黄元米果是赣南客家人过年必备的

食物，在当地，有“不打米果不过年”的说

法。“黄元米果不仅是当季的重要食物，

也象征着家的温暖，大人小孩爱吃，过年

走亲访友也能带点。每一口黄元米果都

寄托着美好的祝愿和相互的关爱。”黄屋

村村民廖明香乐呵呵地说。

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在赣南，文化

盛宴与传统美食相互交织，大街小巷的

年味已是愈发浓厚，一幅热闹祥和的新

春画卷正徐徐展开。

年味蒸腾乡土间
□记者陈缘缘 特约记者尹才霞 通讯员刘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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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节，是“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

1月23日，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区人民的亲切关怀与深情厚谊，中央宣传部等国家部委主办的2025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仪

式暨慰问演出在寻乌县举办，同步拉开了我市春节文化系列活动的序幕。

广袤的赣南大地上，春节习俗绚烂多彩、特色鲜明。为深入挖掘和展示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各媒体平台今起开设“文化中国行

——我的非遗客家年”专题专栏，并向社会各界开展征稿活动，诚邀广大读者朋友用文字、图片、影音记录下您和您身边的春节故事，一起分享那些与“非遗春节”

和家乡有关的所见、所闻、所感。投稿邮箱：gnrb@vip.163.com，我们将择优刊播。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赣州篇章要闻 2025年1月2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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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燕凤）在春节即将到

来之际，1月 2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

多仙在市中心城区走访慰问老干部、困难

群众、优抚对象和敬老院等，为他们送上

党和政府的温暖，并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

好的祝愿。市领导连天浪、雷鸣参加。

在老干部王昭悠、罗春涛、李南生、

潘其乐、刘学文家中，赵多仙关切地询问

老干部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与他

们聊家常、话发展、谈变化，并代表市委、

市政府送上新年祝福，祝愿老干部们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同时希望

大家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

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推进赣州

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老人们的伙食怎么样？”“工作人员是

怎么配备的？”在章贡区水西镇敬老院，赵多

仙认真察看用餐、住宿环境，详细了解他们

的日常生活和敬老院的运行情况，叮嘱有关

部门继续做好服务保障，精心安排春节活

动，扎实做好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值班值守

等工作，让老人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来到困难群众和优抚对象家中，赵多仙

与他们深入交流，认真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

家庭成员情况等，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

难，开开心心过春节，并嘱咐相关部门深入落

实各项帮扶政策，积极主动为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更多的温暖。

送上新春祝福 致以诚挚问候
赵多仙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

一体化培养锻造
纪检监察“尖兵”
——2024年赣州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纪实

□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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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水莲 通讯员张
强）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1月 20日至

21日，市政协主席徐兵在市中心城区和

兴国县走访慰问老干部、困难党员、困

难群众和敬老院，为他们送上党和政府

的关怀及新春的美好祝福，并督导兴国

县开展安全生产、森林防灭火等工作。

市领导蓝文参加。

在老干部殷金水、彭业明、黄南雄、

欧阳锋家中，徐兵亲切询问他们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代表市委、市政府

送上新年祝福，感谢他们为赣州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希望老干部们在保

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为赣州

的发展建言献策。

在兴国县，徐兵先后走访了省劳

模、崇贤敬老院、潋江镇五里亭村部

分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详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情况、生活近况、子女就学

就业等，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困

难，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战

胜困难。徐兵指出，改善困难群众生

活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高度关注的

民生实事，要多关心困难群众的生

活，做好日常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特殊困难群体家中，不断

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徐兵还督导了兴国县安全生产、森

林防灭火等工作。徐兵指出，要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时

刻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层

层传导压力，抓好风险防控和隐患排

查整治。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部署和责任落实，

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和灾害发生，确保

岁末年初安全稳定。本报讯（记者刘晓慧）由中共赣州

市委宣传部指导，赣州市融媒体中心、赣

州文化传媒集团、赣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中共赣州市南康区委、赣州市南康区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5赣州春节联欢

晚会将于 1月 27日晚在赣州市融媒体中

心多平台同步播出。作为赣南人民一年

一度的视听文化盛宴，今年的赣州春晚

有哪些特色亮点？

据了解，今年赣州春晚主题为“南埜

春浓 赣劲冲天”，分为《金蛇献瑞千家福》

《赣水扬波万木葱》《四海同欢逐浪高》《共

绘新春振兴貌》四大篇章，共设置节目20
个左右，涵盖歌曲、舞蹈、相声、小品、戏

曲、魔术、非遗表演等。晚会注重地方文

化性，强调艺术性，突出客家年味，同时打

破地域限制，将赣南红色文化、客家文化、

潮汕文化、广府文化、陕北文化等地域文

化融入节目，整场晚会内容特色鲜明，情

感浓厚饱满，营造出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节

日氛围，展现了赣州人民奋发向上、干劲

十足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起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赣州的磅礴力量。

今年的赣州春晚继续采取一主多分、

点面结合的方式，除了在南康区体育公园

设置主会场，还在上犹、安远等地设立分

会场，共同营造出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

浓厚过年氛围。

相比往年，本届赣州春晚演员阵容更

加强大，节目内容更加丰富，服道化更加

精美。晚会邀请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

深编导、主任编辑杨泽柱，中国音乐家协

会副秘书长、著名作曲家熊玮，第27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中宣部宣传思想青

年英才杜欢，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

奖”得主杨俊，赣州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主

席钟瑞龙等作为本届春晚的艺术顾问，邀

请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主持人、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文化促进会专家组成员郭

浩，省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周丁丁，携手市、

区主持人共同担纲主持。

在节目编排上，对赣南本土文艺节目

进行全新改编创作，并向赣州各县（市、

区）和各单位积极征集了部分文艺节目，

涵盖歌舞、非遗、小品、魔术等，着力突出

原创性、艺术性、代表性。观众既能欣赏

到赣州本土原创的歌曲《赣鄱工匠》、舞蹈

《唐江微澜》、小品《好事找上门》、魔术《盛

世传承》等，还能欣赏到极具赣南特色的

非遗表演《牛牯调》、采茶戏《斑鸠调》、采

茶新唱《云里飞出绿彩凤》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春晚邀请了

不少来自北京、大湾区等地的知名表演艺

术家，为大家带来别具特色的视听体验，

如由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大师刘颖、张浩

楠带来的相声《说唱双截棍》，由广东省音

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广东南方歌舞团青年

独唱演员、被誉为“现代民歌界的金童玉

女”的李白、张朝夕演唱的歌曲《大湾区的

风》，由优秀粤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白玉兰奖”获得者、广州粤剧团

优秀青年花旦吴非凡表演的粤剧《南国红

豆》，以及由潮剧女演员、中国戏剧“梅花

奖”得主张怡凰带来的精彩节目等。

同时，晚会还注重互动性，创意邀请

了“木匠大师”廖云辉、全国劳动模范邱联

昌、中国好人董家慧、“赣南脐橙引种第

一人”袁守根、在南康创业的客商刘萍平

一家、赣州市“新时代好少年”卢毓双等

来到春晚现场与观

众互动，一起庆祝

新春、欢度佳节。

今晚，还有总价

值达 12万元的幸运

观众奖，等你扫码抽

取哦。

南埜春浓 赣劲冲天

今晚，我们一起“打开”2025赣州春晚

日前，在第七届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名单里，赣

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骆兴万名列其中。

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像骆兴万一样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的干部正越来越多地涌现，这是市纪委监委持续深化

干部一体化培养工作结出的累累硕果。

2024年，市纪委监委坚持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一把

手工程”，守正创新，统筹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干部一体化

培养，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

铁军。

抓实“墩苗”培养，壮大纪检监察“生力军”

“作为一名纪检监察‘新兵’，此次培训使我对自己的

职责使命更加清晰，我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信心更足了。”一

名新进干部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业

务培训班上谈到。在培训班上，他和其他 180余名新进干

部一起接受了从政治理论、监督审调业务到模拟演练等全

方位的培训。

市纪委监委坚持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两手抓、两手

硬，努力为纪检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生力军”。一方

面，坚持好干部标准，多渠道引进人才，既壮大队伍又优化

结构。一年来，市县两级纪委监委新进人员 324人，干部队

伍的年龄、学历、经历、能力结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落

实落细年轻干部培养措施，通过召开新进干部集体任职谈

话会、落实新进干部第一课制度、建立新进人员跟案跟岗

机制，让年轻干部从入职第一天起，就有人帮带、有人监

督、有人关爱。

“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人才、磨砺人才，全市纪检监察系

统年轻干部迅速成长，队伍朝气蓬勃，纪检监察事业后继

有人。”市纪委监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突出实战实训，全面提升干部“基本功”

2024年，驻赣州旅投集团等多个纪检监察组主动深挖

问题线索，会同相关县（市、区）纪委监委，办理了多起公职

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留置案件，实现了从查办普通违纪案件

到能够办理留置案件的跨越。

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是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的

有力支撑。市纪委监委聚焦“能谈会写懂纪法”，练好“基

本功”，系统谋划了“一季一学一测”、组建法考学习小组、

跟案跟岗锻炼等多项举措，着力打造集课堂培训、知识测

试和实战历练于一体的培养体系。

2024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常态化开展“一季一

学一测”，每季度初指定纪检监察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

和国家法律重点学习清单，季度末进行全员闭卷测试，在

“以考促学、以学促干”的浓厚氛围中全面提升监督执纪执

法业务水平。

注重实战练兵是培养体系的另一显著特点。将干部

按照“师傅+骨干+小白”结构搭建队伍，充实到监督审调、

巡视巡察等吃劲岗位跟案跟岗，在实战中提高执纪执法能

力。一年来，全市选送业务人才到上级纪委监委跟案跟岗

172人次，很多干部由“小白”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业务骨

干逐步成长为“师傅”。

树立鲜明导向，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兴国县纪委监委坚持统筹做好查办案件‘前后半篇

文章’，通过查办一批典型案件，揭示突出共性问题，推动

以案促改促治。经研究，决定对兴国县纪委监委予以及时

通报表扬。”

市纪委监委制定《及时通报表扬和通报批评制度（试

行）》，详列通报表扬 12类情形和通报批评 8项负面清单，

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树立，干事创业激情有效激

发。一年来，全市已通报表扬 13批次 18个集体，以及 20名
办案能手、10名优秀乡镇纪委书记。

此外，市纪委监委着力选拔长期奋战在艰苦岗位，关

键时刻能扛重活、敢打硬仗、业绩突出的干部，进一步树牢

实干实效实绩鲜明用人导向，人心思上、思进、思干的氛围

更加浓厚。

————我的非遗客家年我的非遗客家年

近日，在赣州经开区金岭大道与栖凤

山路路口，一辆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

偏离车道，径直撞上了路边的绿化带导致

车辆侧翻，现场一片狼藉，车辆受损严重。

经交警调查，由于长时间连续行车，驾驶员

在行驶过程中感到疲劳，眼睛不自觉地眯

了一下，结果车辆就失控撞上了绿化带。

所幸驾驶员系了安全带，身体并无大碍。

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发区大队民

警刘凯说，此起事故属于出租车驾驶员疲

劳驾驶所致。行车中如出现疲劳状态，驾

驶员会出现视线模糊、腰酸背疼、动作迟缓

或有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思考不周全等

现象，人的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都会

随之下降，容易导致操作不及时、不准确。

当疲劳程度严重时，甚至可能短暂睡着，完

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对于如何避免疲劳驾驶，刘凯认为，开

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科学

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

凌晨时段，白天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注

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
小时，行车4小时后要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

息至少20分钟；若有夜间驾驶需求，连续驾

驶时长不要超过2小时。长途驾车出行，尽

量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避免长时间保持

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

在开车时小幅度调整坐姿和深呼吸。若行

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症状，可开窗呼吸新

鲜空气，或饮用咖啡等提神饮料。最稳妥的

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下车活动腰腿、颈

肩等肌肉，待疲劳缓解后再上路。

目前正值春运高峰，赣州交警提醒广

大驾驶员，驾车时务必保持清醒，若感到困

倦应及时停车休息，科学安排行车时间，确

保行车安全。

避免疲劳驾驶 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廖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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