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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5家单位入选2024年
江苏春节“村晚”示范展示点

本报讯 （记者 张晨晨 通
讯员 冯春红）近日，江苏省文
旅厅公布2024年春节 “村晚”
示范展示点名单，我市云台山
景区云台街道渔湾村、赣榆区
柘汪镇文化站等5家单位成功
入选省级示范展示点。

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
兴，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去年我市按春季、夏
季、 秋季、 冬季四时节令将
“四季村晚”与文化惠民活动
相结合，推动“村晚”活动常
态化开展。 全市举办渔湾欢
乐城开业暨连云港全域旅游
嘉年华、“山海之约” 四季村

晚巡演等村晚活动近百场
次，线上直播20余场次，线上
线下参与群众逾30万人次，云
台山景区成功入选2023年度
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形成了逐级落实、 上下联动
的良好局面。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以5
家省级示范展示点为龙头，在
全市范围内精心策划组织实施
“龙飞凤舞闹新春巡 弋花重
海州城”春节村晚、“辰龙迎新
春、园区过大年”等一批反映农
民精神面貌、乡村振兴新气象
的群众文化活动，唱树文明新
风尚，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市外办面向日本堺市
举办线上中国文化讲座

本报讯 （记者 伏广进 通
讯员 张益益 闫晓璐） “孙悟空
的老家花果山真的太美了，有
机会我一定要去打卡拍照。”
“连云港名字很美， 原来取自
于连岛、 云台山和港口”……
近日，市外办举办了一期线上
特别讲座———连云港·堺市中
国文化空中教室，参加人员纷
纷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到连云
港探寻山海美景，品尝当地美
食，沉浸式体验港城人文。

我市与堺市于1983年缔结
友城， 去年正值两市结好40周
年。结好以来，两市在经贸、教
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开展了精
彩纷呈的交流合作， 取得丰硕
成果。去年以来，我市派团专程
赴堺市访问， 组织专业演艺团
队在堺市进行演出， 开展青少
年线上交流活动等， 不断加深

两市市民相互理解， 增进彼此
友谊。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一
座城市蓬勃发展的底气，是跨
越山海对外沟通的桥梁。去年
以来，市外办依托国际友城平
台，通过开展“演出团队快闪日
韩友城”“图书漂流中亚友城”
“日韩中学生英语连线”“中亚
友城青年组织港城行”“国际友
城青少年绘画作品大赛”等多
姿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针对
不同国家特色，打造多样“港城
人设”，塑造立体丰满的城市形
象，提升文化辨识度。“今后，我
们将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通过友城平台积极探索
实践更多人文交流项目，讲好
港城故事，推动中国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市外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

张全广

10年义务为乡亲放映
红色电影500场次

虽是深冬时节，但赣榆区
下口村社会福利院会议室里
却是温暖如春。 新年伊始，张
全广携带100多斤重的放映设
备来到下口村社会福利院，义
务为老人放映红色经典电影
《铁道游击队》。

张全广是城发集团青源
水务公司党支部副书记，10年
前，他回农村老家时，在和乡
亲们聊天中得知，许多老人很
怀念过去的黑白电影，对老电
影里的经典片段都念念不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想
到了自己收藏红色经典电影、
放电影的爱好，就决定为群众
免费放映红色经典电影。

刚开始，张全广还担心没人
捧场， 通过村广播通知后，没
想到刚布置好，好多人带着孩
子就围过来看电影。看到这么
多人来看电影， 他心里很高
兴，信心十足。

在张全广的放映排片表内，
绝大多数是红色电影，拷贝有
200多部，如《南征北战》《狼牙
山五壮士》等。“红色经典影视
作品陪伴我们这一代人长大。
小时候，我曾梦想长大后参军

入伍，可惜未能如愿。为了弥补
遗憾，我只放红色主题的电影，
让更多人学习英雄故事，记住
党的恩情。”张全广说。

一面白色的幕布、一部放映
机、一台音箱。后来，他又到福
利院、社区、学校放映，只要有
时间，哪里有需求，就去哪里义
务放映红色经典电影。“从我刚
上小学时看的《闪闪的红星》，
到我参军入伍前看的《红光》，
放映的很多电影我都能说上名
字。”谈起张全广放映的红色经
典电影，退役军人韩宝军回忆
满满。

连续10年的坚持与奉献，他
已义务为养老院、乡村、学校放
映电影500多场次。如今，十里
八村的人几乎都看过张全广放
映的红色电影，不少年轻人在
红色经典影片的影响下报名参
军。“红色，最能代表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底色。传播红色思想，
讲好英雄故事，我就是想干点
力所能及的事。通过放映红色
经典电影，让人们记住历史、记
住英雄，我觉得很有意义。”张
全广说。10年坚持义务放映红
色经典电影，这其中的花费均
来自他的工资，时至今日，张全
广依然乐此不疲。

海州区2024年
“全民阅读春风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魏吉珂 通
讯员 陈敏 王雅萱）1月14日上
午，海州区2024年“全民阅读
春风行动”启动仪式在朐阳街
道园林村举行。该活动由海州
区委宣传部、 海州区文联、海
州区阅读办主办，朐阳街道办
事处、清风读书社承办。仪式
上，清风读书社爱心阅览室揭
牌，清风读书社向园林村农家
书屋赠送3000册图书以及电
脑、电视机、饮水机等爱心物
资，并向受助儿童捐赠书香大
礼包。仪式结束后，分区域开
展了 “春风送书香 悦读唱海
州”———清风读书社阅读活动
和 “翰墨春风送福联”———海
州区书协写送春联两个主题
活动。

2023年，海州区在用好15
个城市书房、4个小镇书房、94
个城区阅读空间、102个农家

书屋、1家区图书馆、79家图书
馆分馆、104个职工书屋、66个
初高中小学图书室构建的蛛网
型书香阵地的基础上，大力提
升小镇书房、农家书屋星级标
准，以政府主导、单位共建、社
会力量参与的模式推动乡村阅
读基础不断夯实。锦屏镇、浦南
镇小镇书房，花果山官庄社区、
大浦社区、新村村，宁海街道海
河村、黄圩村，浦南镇汪新村，
朐阳街道园林村等农家书屋相
继建成并投入使用。

海州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倡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
“全民阅读春风行动” 中来，关
爱城乡基层儿童阅读，助力青
少年健康快乐成长，组织开展
全员参与、内容多元、形式多样
的读书活动，构建更加完善的
全民阅读体系，营造全民读书
的浓厚氛围。

500余位艺术家、22个精品项目、30场演出

2023年度“连云港城市戏剧节”正式收官
本报讯 （记者 张晨晨 通讯员 王美

丽）2023年12月30日晚，伴随着亲子音乐
会《环游世界之动物乐章》的圆满落幕，
“连云港城市戏剧节” 正式收官。 据悉，
2023年7月至12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广旅局、市总工会、市城建控股集团和北
京保利剧院共同主办， 连云港大剧院承
办的 “连云港城市戏剧节” 正式拉开帷
幕。本次戏剧节以“戏剧点亮城市”为主
题，以“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为主旨，以
500余位艺术家带来的22个项目、总计30
场演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余人
次走进剧院， 成为我市一个独特的城市

文化品牌项目。
“自2019年底正式运营以来， 我们

已举办四届城市话剧节，本次戏剧节则
是在以往城市话剧节基础上的第一次
全面升级。” 据连云港大剧院相关负责
人付新介绍，本次戏剧节共包含三大戏
剧主题。其中，“精品剧目系列”为观众
们重温了经典；“舞台剧目系列”展现了
新一代演员和艺术家的创新精神与戏
剧作品的表达内核；“惠民亲子儿童剧
系列” 将亲子互动和戏剧表演完美结
合，让家长和孩子们感受沉浸式的艺术
美育体验。“这些剧目让港城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走进戏剧殿堂、感受戏剧魅
力，让他们在文化和艺术的氛围中感受
生活的美好。”付新说。

除精彩绝伦的精品戏剧节目的轮番
上演， 戏剧节还为市民游客们带来14场
创意无限、内容亲民的配套性文化活动：
杨丽萍特别出演舞剧《孔雀》2022版主创
分享会；儿童剧后台探班；杨立新、文章
主演话剧《钟馗嫁妹》主创见面分享会；
莎士比亚读诗会等， 为观众们提供了了
解戏剧行业和艺术创作的机会， 也让观
众们与演员和导演面对面交流， 可以更
深入地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和思考。“我

们不仅从活动中学到了更多关于戏剧但
不限于戏剧的知识， 还能与艺术从业人
员互动，增进彼此的理解和认识，收获满
满！”一位市民说。

“随着本次戏剧节的成功举办，我们
看到了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和生命力。”
付新介绍道，“2024年， 我们还将举办新
一届的城市戏剧节， 借此引进更多大家
喜闻乐见的经典戏剧， 比如天津人艺版
经典话剧《雷雨》、爱尔兰国宝踢踏舞《舞
之韵》等，还将邀请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
来连演出， 持续为市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带来更积极影响。”

春节近了 年味浓了

大花果山推出春节文旅大餐
西游主题庙会、元宵烟花秀、马面裙表演、非遗特色民俗大联欢将悉数登场

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喝完一碗热
乎乎的腊八粥后， 我们距离甲辰龙年
的春节更近了。连日来，大花果山景
区相继敲定了涵盖西游主题庙会、元
宵烟花秀、马面裙表演、非遗特色民
俗大联欢等节日文旅活动，通过扮靓
节日氛围、增添趣味性和参与性的主
题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市民的假
期生活。

走，逛西游庙会去

都说今年文旅行业特别卷。 也许
为了印证这个观点， 花果山景区早早
开始春节营销策划活动。 在目前已经
敲定的系列主题活动里， 我们首先想
跟大家推荐的便是从2月10日启动，持
续到2月24日的西游主题庙会。也就是
说，这场庙会可从正月初一，一直可以
逛到正月十五。

“我们把庙会的地点定在景区游
客中心到山门广场，相当于是上山的
必经之路。这样一来，游客停车后，经
过闸机口检票后就可以开始逛庙会
了。” 花果山景区营销负责人刘智告
诉我们。 当春节假日叠加西游庙会
后，人们对于花果山景区的好奇心便
更重了。而为了满足这份好奇，景区
对庙会活动进行了深度的策划，以
“赏民俗、品美食、悦佳节”为关键词，
设计推出新年许愿墙、 舞龙舞狮表
演、非遗民俗展示等，通过不同的场
景、不同的参与体验来唤起新年乐趣、
提升港城年味。

逛庙会时， 我们可以吹糖人、糖
画， 那段儿时的回忆是不是瞬间涌入
心头？我们还可以看抖空竹、皮影戏、
斗蛐蛐儿， 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 我们也可以在市集上买一串
糖葫芦，边吃边逛；吃饱了，便可以到
游戏区，玩一下古装戏里投壶、套圈等
传统游戏……除了好吃、好买、好玩儿
的，西游人物巡街、马面裙表演、烟花
秀、 接财神等丰富的文旅主题活动也

将穿插在这场庙会中， 集合港城文旅
精华给游客难以忘怀的旅游体验和节
日感受。

品，藏在渔湾的年味

记得儿时， 每逢腊月各家各户都
开始张罗着忙年备节。时光荏苒、日月
如梭， 当流水般的光阴又一次将我们
拽到了春节的门口， 我们如何找回当
初的那抹关于年的记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渔湾有了
自己的答案。2月3日，也就是农历腊
月廿四， 坐落于云台街道渔湾村的
渔湾景区将开启首届年猪节。 在渔
湾， 准备好的年猪会被戴上红绸缎，
伴随着热闹的民俗表演，在乐队的伴
奏下巡游。据说，当天还会有神秘嘉
宾闪现，与现场游客亲密互动。喜欢
民俗活动的市民可以带上家里的小
朋友，让孩子在节日期间感受浓浓传
统文化，将书本上的年味“拽”到生
活中来，增添孩子对于传统文化的感
受和兴趣。

过年要吃年糕吧， 在渔湾欢乐
城，拥有着好手艺的师傅们用古老
的方式， 做着最正宗的打年糕，从
洗米 、蒸米 ，到把米倒入石臼里捶
打 ，当一锤锤打在糯米上 ，发出糯
糯叽叽的声音时，我们会突然意识
到，年味除了闻、除了吃，还可以听
得到。

在渔湾，年猪节主题活动里除了
年糕、大肉包，豆腐也必不可少。一直
以来，豆腐的“腐”与幸福的“福”谐
音。这样一来，豆腐就有了祈求幸福、
美好的寓意。所以，想要寻年味可以
去渔湾，撸起袖子推起磨，开启一场
与味蕾的奇妙邂逅，为新的一年讨个
好彩头。

看，大花果山更好玩了

新年新气象。新的一年，景区也将
有全新的变化。

先说说西游氛围的营造吧， 我们知道
的三元宫、 水帘洞都是花果山景区的
热门景点和必打卡地， 为不断提升游
客满意度和体验感， 今年将对三元宫
停车场提档升级。 改造后的三元宫停
车场区域除了将铺设沥青路面， 设计
镂空挡墙，拓宽游步道，还将整体改造
升级周边商铺，新建“彩色如意”，营造
景区新网红打卡点， 增加该片区游客
承载量。

处在景区核心区域的五圣广场
唐王坝，是景区的门面，也是游客进
出景区的必经之路。为进一步丰富景
区娱乐业态，丰富沉浸式体验，花果
山景区拟规划建设可容纳500人的综
合演出剧场，并优化该区域的环境，
对现有建筑进行整体复古改造提
升，更加彰显西游文化特色，满足游
客购物需求。

此外， 值得期待的还有南入口
内，集文茶旅融合 、研学体育赛事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旅游综合服务
区。事实上，随着大花果山景区框架
全面形成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面
对日益增长的游客量，大花果山景区
南入口的停车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
南云台林场拟在悟空大道入口处新
建具备高承载力的生态停车场。建成
后， 停车场可容纳社会车辆1969辆、
景区公交车232辆、 旅游大巴公交62
辆，缓解游客停车难之外，还将提升
景区旅游服务能力， 带动周边相关
旅游服务产业， 实现大花果山景区

综合开发与可持续
发展。

第二届连云港月牙岛新春灯会点灯
市民可免费畅享视觉盛宴

本报讯 （记者 魏吉珂 通讯员 王雅
萱 陶祥）“让我们一起倒计时，5、4、3、2、
1，上灯了！”1月18日晚18时18分,伴随着
激动的倒数声，海州区月牙岛现场所有
花灯在同一时间被点亮，地爆球、冷焰
火、舞龙舞狮齐上阵，拉开了第二届连云
港月牙岛新春灯会的帷幕。据了解，本届
新春灯会以“百鸟朝岁万花迎春”为主
题，旨在延续春节文化习俗，丰富市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夜间景观，同时
为市民提供一个免费欣赏精美花灯的好
去处。

上灯仪式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
到了隋朝时，每年以灯为媒，宴请各国使
节。唐代中期已成定俗，唐玄宗曾于正月
十五重开宵禁，点灯千盏，三夜不息，成
为一时之盛。灯代表着光明与智慧，丰富
多彩的花灯不仅传递出文化的意涵，也
为新年增添了一份喜气，凝聚着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天上繁星地下灯，灯星交映满园明。
月牙岛上的花灯如璀璨明珠般点缀在绿
意盎然的景致中。今年的花灯共设置了
34组，设计新颖独特，以月牙岛的生态环
境以及特色鸟类作为策划的内核，将生
态美融入花灯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叠
加现代科技手段，呈现出美轮美奂的视

觉效果。漫步岛上，市民
们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
斑斓的梦幻世界，感
受着花灯带来的无
尽魅力。

“在北岛入
口就近看到了
展翅欲飞的凤
凰，一路走来树
上也挂满了灯
笼，年味很足。”市
民刘先生说，今年印
象最深刻的花灯就是
主灯“大过龙年”，以一
条巨龙盘旋在群山之间，
配合着机械传动， 活灵活
现。 现场的十二生肖主题花灯围满了拍
照打卡的市民， 大家在各自的生肖花灯
旁期许新一年的美好。

据了解，月牙岛始终坚持将生态、环
保的理念贯穿生态治理全过程， 牢固树
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
念，春有百花齐放，夏有绿意葱茏，秋有
粉黛遍野，冬有候鸟飞翔。自开园以来，
已先后成功举办除夕夜烟火秀、 消夏文
化节、 中秋焰火文艺晚会等重大节庆活
动。同时，承办省大运河小铁人三项系列

赛、月牙岛杯篮球赛、千人健
步走等体育赛事，已成为各
种竞技赛事、 家庭聚会出
游、 市民锻炼休闲的绝
佳去处。

“市民们可以在
晚上闲暇之余，携
家人朋友一同前

往月牙岛， 欣赏各

式各样的花灯， 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连云港月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明月表示， 月牙岛新春灯会活动将持
续至二月底， 为了让更多市民共享这场
视觉盛宴，灯会对市民免费开放。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
本届新春灯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为市民
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也
展示了城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 徐黎一 刘东

配配图图为为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