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西城新闻2016年2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蒋立峰 电话：87138120 Email：ykdaily@163.com

放生鱼苗倡导绿色 自编自演自办“村晚”

溪边村作别传统闹起别样元宵
□记者 张赤奎 杨成栋

这 个 春 节，对 西
城街道溪边村 1400
多名村民来说，具有
特别的意义。特别之
处在于，这是我市全
域实施“双禁”以来的
第一个春节，村民们
告别了迎龙灯、放鞭
炮、唱大戏的传统习
俗，而是“众筹”购买
鱼苗放生、自编自导
自演办起了首届“村
晚”。

无论是过春节的
形式，还是“村晚”节
目内容的编排，贯穿
始终的是节俭、环保
这一理念。

20日，正月十三。

按照溪边村的传统习俗，以往

的这天，是全体村民迎龙灯消灾祈

福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

同时，村里还会请来戏班子演大

戏，直到元宵后才结束。

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一天的溪

边村显得静悄悄，听不到噼里啪啦

的鞭炮声，闻不到呛鼻的硝烟味，

更没有唱大戏的喧闹嘈杂。

一大早，村里的男女老少每人

拿着一只脸盆，早早围在了村内的

5 口池塘周围，参加村两委组织的

“放生鱼苗”活动。

溪边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池塘

多，村内村外共有7口。近年来，随

着“五水共治”深入开展，该村对池

塘进行了清淤、疏通、砌栏杆，引来

黄坟水库的活水，水质明显好转，

经检测，已达到Ⅲ类水。很多村民

都在池塘里洗衣服、洗菜。

9 时，“放生鱼苗”活动正式开

始，村民们拿着脸盆，争先恐后地

从装满鱼苗的塑料桶内舀上一盆，

小心翼翼地来到池塘边上，有的慢

慢将脸盆沉到水下，让一尾尾鱼苗

自行游走；有的将鱼苗逐一捧起，

慢慢放入水中；有的放生方式略显

“粗犷”，将整盆鱼苗直接倒进池

塘。

放生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每个

人脸上写满了虔诚，愿望只有一

个：祝愿溪边越来越美，祝福村民

幸福安康。

短短一个半小时，由村民“众

筹 ”3 万 多 元 购 买 的 700 多 公 斤

2000 多尾观赏鱼全部被放生。看

着在池塘中欢快游弋的鱼苗，村民

脸上洋溢的是满满的幸福。

“以后村里又多了一道风景。”

“放生的不只是鱼苗，还有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唤醒村民

的环保意识。”村民的说辞，与村内

多处悬挂的“治水播绿造景，共建

生态宜居溪边”横幅映衬，承载的

则是村民“鲤鱼跃龙门，溪边万代

兴”的美好憧憬。

每口池塘放生活动结束时，村

支书徐万安还不忘叮嘱村民：“大

家要相互监督，禁捞禁钓禁捕。”

“以前迎龙灯、放鞭炮，气氛确实

很浓，但污染环境，开销也大，每年村

民买鞭炮都要花上成千上万元。”为

什么改变庆祝方式，徐万安这样解

释，“现代社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当传统方式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

的时候，就该移风易俗了。”

徐万安口中的“移风易俗”，源

于“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三治四

化”、垃圾分类等给村里带来的耳

目一新的面貌。曾一度摘得省级

森林村庄、省级科普示范村、市级

首批精品村等多项荣誉的溪边村，

正通过农房改造、村庄绿化美化等

举措，打造“生态宜居溪边”，在美

丽乡村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20日12时，距“美丽溪边 和谐

社区”首届正月十三文艺会演上演

还有一个小时，村里的文化礼堂内

就已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满心期

待首届“村晚”给大家带来的惊喜。

13 时，在开场舞《开门红》充满

喜庆欢乐的氛围中，溪边村首届

“村晚”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欢

快的旋律，台上的演员翩翩起舞，

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

你方唱罢我登场，吹拉弹唱秀

才艺。逐一登台的演员纷纷献出自

己的绝活，独唱、二胡演奏、婺剧、越

剧、太极拳等形式各异的表演精彩

纷呈，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尤其是

台下的“亲友团”，每逢亲属登台表

演，呐喊助威的分贝剧烈飙升，这架

势绝不亚于见到心仪的明星。

由孩子们带来的一场别开生

面的《环保走秀》，将现场气氛推向

了高潮。孩子们身着用纸袋、红

包、废纸、塑料袋、薄膜等废弃物精

心制作而成的“奇装异服”，在五彩

灯光的照射下，显得美轮美奂。孩

子们时而活泼、时而严肃、时而摩

登、时而俏皮的走秀，配以动感十

足的音乐，让观众笑称“走出了职

业模特的气场”。

小品《垃圾分类》，让观众在尽

情欢笑之余，还“温习”了垃圾分类

知识；舞蹈《泉水叮咚响》，表达的

是村民对母亲河朱明溪的感激之

情；手语表演《感恩的心》，则道出

了村民齐心协力共建“美丽溪边”

的共同心愿。

演出现场，一支身着红色服

装、由村内10名中小学生组成的志

愿者队伍格外醒目。他们举着写

有“请勿吸烟”“请保持安静”“良好

的秩序需要您的支持”等字样的提

示牌，负责现场秩序维护。“村里办

演出，我们理应出一分力。”发起人

徐袆楠言简意赅道出缘由。

历时两个半小时，20 多个节

目，140多人参与演出，年纪最大的

已经 80 多岁，最小的只有 3 岁。演

出能够圆满成功，“总导演”徐红儿

可没少操心，从演员挑选到节目设

置，从集体排练到舞台设计，前后

历时一个月，她都一一参与。

留心之下，整台节目中环保元

素占据了很大分量。对此，徐红儿

如是说：“现在物质条件好了，村民

对绿色生活有了更多向往。在节

目设置中，我们融入更多环保元

素，希望借此提升全体村民的环保

意识。”

一场看似普通的演出，承载着

全体溪边村民对“天更蓝、水更清，

树更绿、花更艳”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希冀。

相关阅读——

西城街道未发生
“双禁”违规行为

这个春节，西城街道安监中队的

施天禄一天也没闲着。每天早上6时，

他便带着摄像机、骑上“小电驴”准时

出门，在辖区转悠，巡查“双禁”工作落

实情况。

“如果碰上违规的，我可以用摄像

机录下来，保留证据。”不过，让施天禄

欣慰的是，全域实施“双禁”以来，他随

身携带的这台摄像机从来没有派上过

用场。

去年 10 月，我市全面实行“双禁”

后，西城街道创新实施“六个一”工作

法：制定一个实施方案，明确各工作

片、职能科室站所的“双禁”工作任务；

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双禁”工作

的组织协调、指导督查等工作，各工作

片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落实属地“双

禁”工作责任；召开一次村级动员会

议，联村干部当“宣讲员”，广泛动员宣

传，把声音传到每个村；发放一份倡议

书，呼吁辖区居民自觉遵守“双禁”规

定；签订一份责任书，街道与每个村

（社区）签订责任书，明确各村（社区）

工作任务；每名党员干部签订一份承

诺书，2800 多名党员干部承诺带头遵

守“双禁”规定。

有了规矩的约束，再加上“施天禄

们”的共同努力，“双禁”工作成效显而

易见。截至目前，西城街道未发生一

起“双禁”违规行为。

放生鱼苗 打造生态宜居溪边

全村总动员 自编自导自演“村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