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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节目很精彩，我们老年人
在一起品美食、拉家常，感觉幸福满
满。关键是通过活动的开展，弘扬了
孝老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为我们
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

虽然正月里的迎新春文化活动
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可说起村里的
活动，芮城县大王镇新兴村杨福山
老人还是很激动。

今年正月期间，大王镇组织辖
区各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迎新春文
化活动，老百姓自编自演，歌颂身边
事、赞美新生活、迎接甲辰年。活动
通过舞狮、歌舞、戏曲、快板、趣味猜
谜等形式，唱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
抒发了基层群众对祖国、对人民、对
家乡的热爱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舞台下，掌声、笑声、喝彩声不
断，营造出热烈的新春氛围，展现出
一幅生机盎然、活力十足的乡村文
化画卷。这是该镇大力弘扬孝亲敬
老文化的又一个生动缩影。

成立孝亲敬老理事会、为老人
发放敬老金、选树“好婆婆”“好媳
妇”等身边榜样……去年以来，大王
镇通过一系列孝亲敬老主题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老年人提供暖心服
务、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
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进一步弘扬了“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传统美德，使辖区老年人都心
有所依、老有所养、难有所帮、闲有
所乐。

“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儿子
在外地工作也不能经常回家，村里
成立的孝亲敬老理事会为我解决了
不少困难，我很感激，心里也踏实了
很多。”观庄村王忠孝老人高兴地
说。

各村的孝亲敬老理事会不止会
为老人提供生活帮助，还会定期给
80 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以古仁
村为例，孝亲敬老理事会收到的村
民捐款，主要用于“养老金”和“公益
金”。“养老金”发放的对象主要是80
岁以上老人。这些老人的子女给理
事会捐钱了，老人就可以如数得到
这些钱；如果子女不作为，老人就拿
不到这笔钱。

“孝顺孝顺，一孝百顺。”古仁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建生

说，“系列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的
温暖和关怀，也让年轻人学会感恩，
提高了年轻人的敬老爱老意识，营
造了孝亲敬老的浓厚氛围。”

对于大王镇开展的系列孝亲敬
老主题活动，其他各村老人也有话
说。

斜坡村魏英俊老人说：“生活在
今天这样繁荣富强的新时代，是我
们老年人的最大幸福。孝贵行动不
在言语，通过孝亲敬老活动，我们体
会到了强烈的幸福感、亲切感、自豪
感。”

大王村苏延正老人有感而发：
“活动有重点、有意义，尤其是让老
年人感到很幸福。我也会继续发挥
余热，为村里建设贡献力量。”

李涧村村民杨六九说：“这些活
动宣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丰富了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增进了干部

与群众间的感情。”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幸福

了，全家就幸福了。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
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
文化。”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
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
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
迎着和煦的春风，大王镇正朝

着这些目标在努力。开展向“身边的
榜样”学习活动、表彰“最美大王
人”、创建孝亲敬老新时代文明实践
品牌……共同建设“厚道大王、乐善
之乡”。

记者 景斌

德孝之风润大王——

““孝顺孝顺孝顺孝顺，，一孝百顺一孝百顺””

“ 逝 者 如 斯 夫 ，不 舍 昼
夜。”站在禹王台太空舱门口，
看着奔流不息的母亲河，市民
李茹感慨地说。

前不久，李茹一家三口来
到黄河岸畔的禹王台太空舱，
踏青赏景，乐享春光。“伴着虫
吟进入梦乡，迎着朝阳睁开眼
睛，出门即景，一望无垠的母
亲河，缓缓东流……”置身禹
王台，就连学理出身的李茹，
也情不自禁地落笔成诗。

在李茹看来，这一切都太
美好了。母亲河的不舍细流、
博大胸襟，让她整个人都精神
多了。毗邻此地的就是大禹
渡黄河风景游览区，那里流传
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至今都影
响着一批又一批参观的人群。

相较大禹渡，禹王台的资
历算是“年轻”的。这个由西建
集团投资建设的度假休闲湾项
目，自 2022 年“五一”运营以
来，就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别致
的民宿设计、出新的观感享受，
屡屡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的打卡
点。

为了把游客“留下来”，承建方还增设了黄河
露营轰趴、黄河夜宴嘉年华、围炉半自助烧烤、蚕
蝇帐篷酒店、电音狂欢等娱乐项目。“让游客沉浸
式感受大禹风采、体验大河文化。”有关负责人
说。不可否认，该项目的建成，极大地丰富了大禹
渡的周边业态，强化了文旅宣传，创新了旅游体
验，以旅游带动服务业，促进了文旅融合。

李茹告诉记者，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抽时间放
空两天，对身心是大有裨益的。而且，还能感知厚
重的大河文化，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

眼下，春光大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活动的
好时机。何不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到禹王台去
度假呢！ 记者 景斌 杨洋

面中多彩世界，手中万物乾
坤。近日，《2024中国诗词大会》与
观众如期见面，会上亮相的闻喜花
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闻喜花馍传承至今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深受百姓喜爱。这些
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花馍，寄托
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也表达
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热切期盼。

透过央视镜头，全国观众都知
道了我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
闻喜花馍。

“花馍”就是人工用面做成的
各种样式的馒头。在闻喜，有句话
叫“人生十件事，花馍总相伴”。毫

不夸张地说，人生的每个重要节
点，闻喜人都会蒸出不一样的花
馍，婴儿满月蒸鼓鼓馍，结婚蒸龙
凤呈祥花馍，老人过寿蒸桃馍……
除了灵巧的双手，牙签、梳子、剪刀
等，都是用来制作花馍的工具。

在录制节目时，闻喜花馍传承
人朱雪冰一边操作一边讲解，并为
诗词大会专门制作了一个花馍。

朱雪冰说，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些花朵多么美
丽，这些小动物多么欢乐，它们代
表了人们对春天的热烈期盼、对美
好生活的殷切向往。“各位选手，你
能不能用诗词的元素，为这个花馍

起一个名字呢？”
问题出来后，两支队伍竞相作

答。一支队伍给出的名字叫“春意
闹”，取自诗句“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寓意“国家的发
展欣欣向荣，百姓的生活蒸蒸日
上”。另一支队伍，起的名字是“丛
中笑”，取自毛泽东的《卜算子·咏
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寓意，“花馍中的两条龙，就像
是在万花丛中笑了，给大家带来满
满的祝福”。

那么，你觉得哪个名字更好一
些呢？

记者 景斌

▲▼近日，临猗县东张镇芦底村举行一
年一度的城隍庙会。村民们敲锣打鼓、文艺献
演，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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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非遗文化 传承手上功夫

闻喜花馍荣登央视《2024中国诗词大会》
民俗文化 美好祈愿

▲以文化人

▲长者荣光

▲敬老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