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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日正月初三，晚上 7时，一场

以“共赴新春、同谱华章”为主题的兴国

县永丰镇果溪村第 17届春节联欢晚会

在果溪小学操场拉开帷幕，精彩纷呈的

节目吸引了2000多名村民到场观看。

开场节目舞狮表演热闹非凡，只见

舞狮以活泼轻盈的步伐踩着热闹喜庆的

鼓点，时而灵活趴蹲，时而高高跃起，很

快就把春晚喜庆气氛点燃拉满。接着，

各种舞蹈、独唱、配乐诗朗诵、山歌表演

唱、方言小品等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

节目轮番上演，台上热热闹闹、台下喜气

洋洋。

上了舞台能演戏，卸了戏装能种地，

在口袋鼓起来、环境美起来之后，果溪村

村民们用这种方式唱响乡村振兴的“主

旋律”。村民钟天祥每一届春晚都参加

了，他表演的小品令人捧腹大笑，被当地

人称为“小品王”，今年他带来的是方言

小品《乡村故事》。“我参加我们村的春晚

17个年头了，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表演

小品，村民都说我们演得很好看，接地

气，每年正月初三都期待我们表演的节

目。”钟天祥开心地说。

果溪村文化协会创会会长张祖国告

诉记者，果溪村的第一届春晚是在果溪

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办的。“当时的条件

非常简陋，没有设备，没有道具，我们把

家里的音响、电视机搬到这里来，演员就

是一些在校的学生和外出务工人员，给

大家献上了第一个春节联欢晚会。”

2023年 4月，果溪村被文化和旅游

部列为全国冬季“村晚”示范展示点之

一。对于许多村民来说，果溪春晚就是他

们的“年夜饭”。一年一届的春晚结束后，

留下的是浓浓的乡情和乡亲们热情洋溢

的笑脸，展现的是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除了举办春晚，春节期间，果溪村文

化协会牵头组织志愿者对村里119位75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走访慰问，给老人们

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以弘扬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

果溪村文化协会会长陈庄国介绍，

2009 年，果溪村成立了由外出发展乡

亲、已就业大学生、家乡创业人士等组成

的果溪村文化协会，旨在服务父老乡亲、

共建富裕果溪。从2011年开始，果溪村

文化协会设立了奖学基金，对村小学优

秀学生、考取二本以上院校的本科生及

硕士生、博士生进行奖励。截至目前，共

发放奖学金 14万多元，对 310名优秀学

子进行了奖励。如今，果溪村已经走出

16 位博士研究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博士村”。

“通过连续 17年举办春晚、走访慰

问老人和奖励优秀学子等系列活动，我

们果溪的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大家年年

都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春节，尤其是

果溪春晚，已成为我们当地的一张文化

名片。”陈庄国高兴地说。

“新年的工作在年前落实了，过年过

得也更踏实了。”1 月 27 日，在信丰县

2025年春节系列招聘会上，村民王勤与

用工企业签完合同后高兴地说。

王勤来自西牛镇老屋场村，多年

来夫妇俩一直在广东东莞电子厂务

工，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

父母需要照顾。近年来，信丰县电子

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王勤决定留在家

乡就业。在招聘会现场，王勤夫妇俩

都与景旺电子科技（赣州）有限公司签

订了用工合同。

记者走进招聘会现场，只见天能、景

旺、大族等57家企业的招聘摊位前人潮

涌动，电子显示屏播放着园区、企业宣传

视频。“招机台工，计件熟手工人每月可

达5000元至9000元”“运营总监、业务经

理，每月4000元至8000元”“招网络工程

师，每月12000元”……招工企业招聘条

件一家比一家诱人。

信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企业用

工服务股邓凡灵说：“为做大做强信丰

工业产业，让广大回家过年的打工人

‘过年’‘就业’两不误，信丰县举办了

‘就业 580’专场招聘会，拉开了全县

2025 年春节系列招聘会的序幕。这次

招聘会是近几年来信丰县首次在春节

前举办的线下招聘会，抓住了春节前返

乡人员陆续回信丰的契机，既充分保障

企业用工，又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

充分就业。”

“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了差不多

3年，信丰这几年发展得不错，就想回家

乡工作。听亲戚说有招聘会，就过来看

看。”在大族数控科技（信丰）有限公司

摊位前，刚登记完的返乡青年李波波

说。他的意向岗位是调试工程师，对比

了工资福利待遇后，李波波果断留下个

人信息，希望能尽早安排面试。

近年来，信丰县紧紧围绕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精准绘制

“产业链招商图谱”，开展上市公司敲门

行动，全县落户上市公司由2021年的12
家增至34家。一批行业头部企业、链主

企业及其上下游和关联企业的落地，为

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为了留下这波返乡过年的信丰人，

有的企业放弃过年休假早早“出摊”来到

招聘会现场，有的诚心诚意拿出各种优

惠待遇。景旺电子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招聘主管彭水林说：“这样的招聘平台做

得很到位，有关部门非常给力，宣传很到

位、很深入，我也曾跟他们一起去过几个

乡镇宣传。为了重点留住外出务工的信

丰人，我们公司将底薪从 2000 元调到

2200元，这个底薪水平比肩珠海等沿海

城市。”

春风送岗促就业，精准服务暖民

心。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提供了 342个
岗位、2918个招聘需求。大家在采购年

货、走亲访友的间隙，来到招聘会现场走

走看看、“货比三家”，当天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251人。同时，为促进充分就业，该

县第二场春风行动招聘大会和第三场园

区企业招聘大会将分别于农历正月初四

至初七、正月十七至十九举办。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在全南县天龙山景区，许多游客游玩、拍照，品尝特色小吃，乐享春节假期。 尹其奇 摄

“锵锵锵”“锵锵锵”，锣声震天响，幸福院里迎

新年。

日前，笔者在石城县屏山镇长溪村“一老一小幸

福院”，看到大红灯笼将幸福院装扮得喜气洋洋，老人

们拿着二胡、笛子围坐在一起，演奏着喜庆的乐曲；穿

着红色、粉色衣服的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地看手工打肉

丸；乡亲们和志愿者们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

子……与此同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唠起了嗑。欢

笑声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仿佛是一首欢快的

乐章，奏响了庆贺新春的美妙旋律。

“我孩子平日工作忙，吃饭习惯又和我们相差很

大，我和老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幸福食堂吃饭。这

里的饭菜营养又健康，有了幸福院是真幸福啊！”83岁
的赖世钦和79岁的陈九英坐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半眯

着眼睛，听着欢快的音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就是，这个幸福院子太好了，我经常来这里打

球、下棋，心情都变好了。”正在演奏的一位赖姓老者

放下手中的二胡，激动地说。

“还有我家孙子，刚上小学，别提多喜欢这里了，

每天一放学就拉着他的同学往这里跑，叫都叫不回

来。”旁边的张女士接过话茬说。她的话引来其他

人的认同，“没错，我家那小子也是。”“我家孙女也

是……”

“那是因为这里娱乐设施丰富，有多功能影音室、

棋牌室、书法室、幸福食堂，还有国学馆、儿童乐园、篮

球场、羽毛球场等，能满足老人小孩娱乐、健身、学习

等需求，老受欢迎了。”长溪村村干部赖彩霞手上包着

饺子，口中赞叹不已，“这里每天用餐人数稳定在30多
人，幸福院虽小，却承载着乡亲们的幸福生活，这种幸

福是肉眼可见的。”

“2024年，我县整合利用腾退的闲置校舍改建了

丰山乡福村村、小松镇耸岗村、琴江镇湖下村、大由乡

王沙村、屏山镇长溪村及横江镇小姑村6家‘一老一小

幸福院’，‘老校园’摇身变成了‘幸福院’。”该县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何姗告诉记者。不仅如此，“一老一小

幸福院”的建成运营，吸引了众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纷纷捐献善款，捐赠图书资料、学习文具、鞋服用品等

爱心物资，爱心浇灌让幸福之花在一个个“小院子”里

灿烂盛开。

饺子包好了，肉丸打好了，乡亲们围坐在一张大

圆桌旁说起了新年的愿望。不一会儿，热腾腾、香喷

喷的肉丸饺子端上了桌。此刻，“一老一小幸福院”里

回荡着他们幸福的欢笑声，久久不绝。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位于赣县区城

北新区的上庙保障性住房项目，看到施

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建设者们争分夺

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程。

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

曲激昂的建设乐章，旋挖机在空中挥动

着巨臂，大型运输车在基坑便道上来回

穿梭，钢筋工熟练地绑扎着钢筋……建

设者们在岗位上各司其职，忙碌的身影

随处可见。

“上庙保障性住房项目是去年11月8
日开工的，目前正处于桩基础阶段，地下

室土方大开挖已完成 80%，桩基础浇筑

已完成 80%，我们利用年前晴好天气紧

锣密鼓地进行施工。”施工方湖南新园建

设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廖维说。

据了解，上庙保障性住房项目是赣

县区为完善“市场+保障”住房供应体系，

规划建设的一个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项目。项目用地面积 20596.89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58237.89平方米，共 6栋 348
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座由大石

块堆积而成的“山”映入眼帘。这引起

记者的好奇，赶紧走近前看个究竟。

“这是用来进行静载检测实验的设备，

目的是检测桩基的承载力，它由 300 块

巨石堆积而成，重达 700 吨。”廖维说，百年大计，质

量为本，安全第一。桩基承载着整栋建筑物，它的

承载能力评估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做到精益求

精，万无一失。

在旁边施工的专业打桩工人黄海峰来自新余

市。他说：“我来赣州工作已有10多年了，早已融入赣

州了。”他边工作边说，桩基施工关乎建筑物的稳固

性，要求施工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因此他

将严守操作规则，打好、浇筑好每根桩基。

采访中，记者问工人们过年会不会想回家，他们

的回答出奇一致，这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习惯

了，为了早日建成保障性住房，他们辛苦一些也是值

得的。

“上庙保障性住房项目是按照国家‘好房子’标准

来建设的。”采访中，赣县区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主

任曾晖告诉记者。“好房子”关键要绿色、低碳、智能、

安全，让人民群众住得健康、便捷。此外，“好房子”还

要以人为本，小区环境、户型设计、配套设施等要与居

住群体需求特点相适应。目前，赣县区正瞄准这一目

标要求，把上庙保障性住房项目打造成生态宜居、健

康舒适的居住空间，让更多市民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生

活空间，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艳阳下，记者凝望着上庙保障性住房项目这片沸

腾的工地，仿佛看到不久后一座座“好房子”拔地而

起，喜圆“安居梦”的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生活。

春 节 期 间 ，龙

南市各大景区人气

爆棚，文旅市场迎

来 新 春 热 潮 。 其

中，民宿行业异常

火热，民宿管家们

也迎来了最为忙碌

的时刻。

“来，大家看，我

们现在先把肉放进

蛋皮里，然后把它整

个铺平，然后再卷起

来……”在龙南市杨

村镇细翼围民宿，民

宿管家钟美娣一边

熟练示范，一边耐心

讲解。游客们围坐

在一起，认真学习制作方法，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

“第一次在围屋里体验做春

卷，民宿老板既热情又细心，不仅

教我们手艺，还讲了背后的寓意，

这个年过得真有意义。”游客刘建

成笑着说。

民宿外，红灯笼随风轻晃，与古

色古香的建筑相得益彰，勾勒出一

幅温馨的新春画卷。屋内，游客们

围坐一团，专心制作春卷，欢声笑语

不时传出。

“这里环境舒适又清雅，住得

非常舒服！我每次来都会选择入

住不同的民宿，只为邂逅不一样的

风景。”来自香港的王婷和几位闺

蜜已是第五次来到龙南游玩，从最

初的“头回客”，如今已然成了“回

头客”。

自赣深高铁开通后，龙南市凭

借“赣粤门户”“粤港澳大湾区后花

园”“世界围屋之都”的独特区位交

通和资源优势，全面融入了粤港澳

大湾区 1小时交通圈、经济圈与生

活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探访。

钟美娣既是细翼围民宿的创

办人，也是一名资深民宿管家。这

些年，她将古老围屋和旧民房改造

成三家独具特色的民宿，保留了传

统建筑风貌，深受大湾区游客喜

爱。今年春节，她的民宿预订火

爆，初一到初五入住率达 100%。

“看着满房的客人，心里特别踏

实。虽然忙，但能让大家在这儿过

个好年，值了！”钟美娣满脸笑意，

“客源主要来自大湾区，家庭游客

居多。”

民宿管家的工作琐碎繁杂，从

客房整理、预订接待，到餐饮安排、

旅游咨询，事无巨细。“就像这一次

性牙刷的摆放，都有讲究，得让客人

一进门就感受到贴心。”尽管忙碌，

但钟美娣乐此不疲。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当地的

年味，钟美娣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客

家特色活动：游园会、猜灯谜、围炉

煮酒、村席、围屋集市……游客们沉

浸在其中，流连忘返。

在钟美娣看来，民宿管家不只

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梦想。她

说：“希望在家乡打造‘诗与远

方’，让古老村落重新焕发生机，

留住乡愁。民宿虽小，却能连接

文化与流量。未来还计划整合村

里的资源，融入养生茶饮、非遗文

创等元素和业态，吸引更多游客，

助力乡村振兴。”

为让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龙南市积极探索“民宿+”多业态融

合发展方式。结合文旅节庆等关键

时间节点，通过“民宿+”等不同形

式，让游客参与体验千年客家文

化。如今，龙南市已高标准打造了

13个旅游民宿集聚区，建成 120家
休闲民宿。民宿热潮不仅带动了龙

南经济的发展，更为乡村旅游注入

了新的活力。

“滴、滴、滴……”近日晚上 9 时 30
分，一阵阵清脆的口哨声划破了夜的宁

静，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

工务段赣州西路桥车间宿舍楼里6个矫

健的身影迅速集结。

一阵响亮的呼唤应答后，他们拉开

了鏖战夜间“天窗”作业的序幕：利用凌

晨无列车运行的时间，对京港高铁

K1890+200M-K1892+200M处肖屋1号、

2号隧道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高铁安

全运行。

经过近 1 个小时车程的颠簸和施

工前的各项准备，夜里 11 时 30 分，作

业前的准备工作完成，6名作业人员登

上轨道车等候施工命令，记者一同乘

车前往。

出发前，工人们要把所有的工具、

设备全部清点一遍，带多少工具走，就

要带多少工具回，就如同手术台一样

精准。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高铁运行绝对

安全，他们要定期对管内 98 座隧道进

行全面“体检”。每次“天窗”时间只有

240分钟，工人们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

预定计划的隧道巡检任务，不容耽搁。

时间紧，任务重，既要争分夺秒，又要一

丝不苟。

翌日 0 时 03 分，对讲机里传来驻

站防护的通知：“‘天窗’时间已到，可

以作业。”

检查中，班长叶玉栋将作业人员分

成两组，他带着职工黄洪两人一组，分别

在隧道两侧进行检查。记者看到，他们

手拿强光手电，炫目的光束照在隧道壁

上，抬头四顾间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他们一路走，一路对隧道各个地方进行

全面检查。

“隧道壁渗水也是检查重点，一定要

注意观察，做好记录。”

“老黄，你那边仔细检查一下拱顶有

没有掉块，拍好照片。”叶玉栋时不时嘱

咐道。

凌晨 2时，检查作业仍在继续。此

时，室外温度已降至 3℃，隧道穿堂的寒

风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痛。然而，叶玉

栋和工友们的工作节奏依然有条不紊，

严谨细致。他们穿行在幽暗潮湿的隧道

内，时而登上检查台，时而在隧道壁敲击

检查，片刻不停。

寒夜里，万籁俱寂，只有他们用检测

锤敲击所发出的“当当”声，在空旷的隧

道中此起彼伏。

叶玉栋告诉记者，京港高铁刚开通

时，他们就在这条线路上作业、检查，忙

起来经常连续几个月吃住在单位，加上

又是凌晨作业，熬夜更是辛苦。“每次看

到高铁安全平稳通过时，我们所有的辛

苦都是值得的。”

凌晨3时30分，工人们检查完毕，登

上轨道车缓缓离开隧道返回工区。

寒夜，他们为高铁隧道“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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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落实了，过年也更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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