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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辛璇）春节将至，采
办年货是家家户户节前的一项“大工
程”。在商场超市的购买渠道之外，赶
大集也是许多市民的选择。集市上，
瓜果蔬菜、水产海货、春联字画等商品
琳琅满目，采买的人们熙熙攘攘，年的
味道更浓了。

提到赶大集，不得不说西青区辛口
镇的当城大集。当城村与河北霸州交
界，此地的大集由于人多、货品多，有
“津西第一集”的美誉。每逢农历二、七
开集的日子，千余户商户、近万种商品
让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目不暇接。

去年的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让当
城村也受到了影响。在各级部门的领

导、帮助下，灾后重建深化细化，村民们
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大集上的生意
怎么样？”“不错不错，大家平安度过灾
情，过年了，都希望来年红红火火，所以
红色的衣服卖得特别好。”服装摊主杨
文义告诉记者，作为赶集专业户，每到
年集他更加忙碌。下了集杨文义也没
闲着，一边查看库存冬衣的数量，一边
盘算着“加集”的出摊时间。

过年了，买肉的人也不少。村民
刘俊义在集上经营肉摊，经过排酸的
肉当天早上拉到集上，他和家人割肉、
装货，忙得脚不沾地。不多时，一千多
斤肉便销售一空。“估计下周的集，肉
还会卖得不错，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刘俊义说。
当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高

祝军告诉记者，过了腊八，进入年集，
商户多，赶集的人更多。“年集上的商
户能达到1200余户，除了日常用品，
坚果糖果、对联吊钱等充满年味的货
物也是热卖商品。在原来农历二、七
开集的基础上，我们还在腊月二十三
和腊月二十八这两天‘加集’，方便大
家备好年货，高高兴兴过大年。”

西青区当城大集年前增加开集次数

“加集”备年货 欢喜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史莺）今天是北方小
年。为了把浓浓的年味带给养老院的
老人们，昨天，红桥区咸阳北路街养老
院和街道幸福社区的工作人员们早早
就准备好了。
“二十三，糖瓜粘。小朋友，你也

拿个糖瓜吃！小年啦，要把甜甜蜜蜜
粘住！”室外温度跌破冰点，养老院里
却温暖如春，85岁的穆大爷拿着香甜
的糖瓜，和孩子们边说话边笑弯了
眼。寻声望去，养老院里的新春氛围
拉满。“福至敬老院 老少同乐迎新春”
的大红色横幅旁，彩色的灯笼高高挂
起，精美的窗花贴上窗户，迎春的福字
映在门前……社区志愿者和孩子们的
加入，让本就喜气洋洋的养老院更有
了家的味道。大家围坐在桌前，吃糖
瓜、包饺子、写福字、贴窗花，互道祝
福，沉浸在亲情的氛围里。
“我们志愿者特地一早买来新鲜

食材，今天的饺子准好吃！”“闻起来
就香！”住在养老院的姚英老人和年
龄、名字都相仿的76岁幸福社区志
愿者王英一见如故，两位老人有说有
笑，揉面、擀皮、包馅……老人、护工、
志愿者们个个动作麻利，孩子们在大
人的指导下也包得有模有样。不一
会，一个个皮薄馅儿大的饺子就整齐
地排列在盘子上。伴着热气，饺子出
锅。热气的腾腾饺子，让空气中处处

弥漫着年的味道。
吃过饺子，社区书法爱好者登台

献艺。只见他们铺纸研墨、泼墨挥毫，
将美好的祝福化作一副副吉祥如意的
春联、一张张笔墨饱满的福字，送给现
场的老人、孩子和养老院的工作人
员。“国泰民安逢盛世，风调雨顺颂华
年。祝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这是用
金墨写的龙字，祝大家身体健康、龙年
大吉！”咸阳北路街书法爱好者李世利
举着刚刚写好的对联说。正值龙年本
命年的尹世华大爷拿着对联爱不释手
道：“手写的春联漂亮、工整，一会我就
贴到房门口，有意义也更有年味儿！”

“能和社区的孩子们、志愿者一起
过小年，老人们心里高兴。他们的到
来就像一股暖流，给我们的养老院注
入了活力。”咸阳北路街养老院院长杨
淑珍说。一抹“志愿红”，温暖一座
城。不止是养老院，志愿者用平凡善
举传递光和热，温暖着整座城市。就
拿红桥区来说，如今94325名注册志
愿者、958个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大
街小巷，一项项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一个个志愿服务品牌的建立，让“有时
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在全区
成为一道风景。

本报记者 张立摄

平凡善举传递爱心 志愿服务温暖人间

福至养老院 情暖夕阳红

本报记者 王绍芳

“这些酱货怎么卖？”“早就听说武
清的果仁、辣子及熏鸡酱货等特产非常
好吃，这次来一尝，果然名不虚传。这
不得赶紧多买些带回老家。”日前，在河
西务“乐购武清 欢乐大集”年货节现
场，摊主们被本市和外地游客围了里三
层外三层，刚刚购买了两大袋武清特产
的江苏游客李先生对记者说。
“这黄米炸糕真好吃，给我来10

个。”市民李阿姨一边排队买炸糕，一
边告诉记者，“没想到年货市集开到了
家门口，价格还实惠，真是太贴心了。
希望这样的活动每年都可以开展。”记

者在现场看到，年货节现场秩序井然、
购销两旺、热闹红火，处处洋溢着浓浓
的节日气氛。除了杨村糕干、果仁、炸
辣子、豆腐丝、酱货等美食，还有颇具
特色的上马台魏家堡灯笼、折纸、糖
画、曹子里绢花、崔黄口地毯等。

在杨村街首届年货节，人们赏花
会、品美食、购年货。福苑小区广场人
潮涌动、热闹非凡，舞龙、高跷、穿花篱
笆等精彩的非遗民俗花会引来人们的
阵阵欢呼声。“真热闹啊，年味一下子
就上来了。”家住福苑小区的侯爷爷激
动地说，“听说泗村店镇太子务村的大
集马上也要开，到时候还可以看马戏
和灯光秀，真是太好了！过两天外地

亲戚来，我一定要带他们去逛逛。”市
集上热气腾腾的茶汤，一会工夫就卖
出了上百碗，商户笑得合不拢嘴。“我
想要个孙悟空！我要一条龙！”面人摊
位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仅东西种类
多，价格还实惠。”李女士买了大包小
包的年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悉，武清区各社区链接社会资
源，组织相关单位将物美价廉的干货、
粮油、特色农副产品等千余种商品搬
到居民家门口。2月4日，具有300多
年历史的太子务大集将全新展现，届
时市民不仅可以欣赏文艺展演、马戏
团表演，还可以赶大集、尝特色美食、
观特色灯光秀。

武清区年货市集有特色人气旺

好吃又好玩 引来八方客

本报记者 岳珊

“每到过节的时候我们特别忙，有时候
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在宁河区芦台街道
曹庄子村花卉种植大棚内，种植户高兰英
正在对各类花卉进行采摘、剪枝、包装，供
应春节鲜花市场。春节临近，花卉销售迎
来高峰期。

近年来，宁河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在
冬季因地制宜培育种植各类附加值高的经
济作物，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冬闲人不
闲”，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记者在花卉种植大棚不远处的草莓设
施农业大棚里看到，农户们正忙着打理草
莓，力争在春节前抢鲜上市。每逢春节假
期，这里也会吸引大量游客，在品尝新鲜草
莓的同时，体验采摘的乐趣。
“设施农业的发展让我们在冬季种上了

黄瓜、西红柿、草莓，让‘冬闲’变成‘冬忙’。”
芦台街道曹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付克查说，发展设施农业让村民尝到了甜
头，未来还将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齐心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设施大棚内
也是一派忙碌景象，种植户刘小军种植的
西红柿品种为得乐思1号，由于营养丰富、
口感好，深受消费者喜爱。“我们这个地属
于盐碱地，种出的西红柿口感好。这里的
西红柿不打农药，施的是农家肥，四个月果
子成熟。”刘小军说，西红柿每斤可以卖到
10至12元，15亩大棚每年的销售额可达
50万元。

除了西红柿，齐心庄园还从福建引进
了特色食用菌——赤松茸。这一品种适合
在5至1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生长，经济价
值很高，每斤可以卖到20元左右，15亩的
食用菌一年能卖到75万元左右。食用菌
技术员林瑞举说：“园区的水盐碱度在0.7
左右，适合食用菌生长，土地很肥沃，温室
大棚也可以控制温度。”

依靠“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截至
目前，宁河区共有设施农业基地120余个，
占地面积27000余亩，设施大棚5700多
个。近年来，宁河区立足资源优势，把发展
特色种植业作为产业振兴、农民增收的重
要抓手，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民
群众发展温室大棚种植，以产业化、规模化
的发展模式提高效益，一座座大棚已成为
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宁河区立足资源优势
发展特色种植业

农业大棚里
挖出“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天津轨道
交通集团获悉，农历甲辰龙年生肖纪念票
今起发售。

作为本轮十二生肖纪念票的最后一套
作品，2024年甲辰龙年生肖纪念票整体以
“祥龙迎春”为主题，票面描绘了巨龙腾驾
于祥云之上的景象，寓意着吉祥如意、万事
顺遂。本套纪念票含票卡两枚，可在轨道
交通线网范围内使用，每票可乘车两乘次，
售价99元/套，限量发行2000套，使用有效
期截至今年12月31日。

乘客可前往天津地铁5号线张兴庄
站、月牙河站、靖江路站、成林道站、直沽
站；6号线红旗南路站、天津宾馆站、金钟
河大街站；10号线屿东城站、龙涵道站、环
宇道站、财经大学站，以及5、10号线换乘
站昌凌路站的客服中心购买该纪念票。

地铁“甲辰龙年”
生肖纪念票发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