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二版）
名词解释

1.旅游“十大工程”： 指 “最
后一公里”畅通工程 、旅游目的
地建设工程、“藏区旅游精品线
路”工程、“最美景观大道”工程、
旅游厕所建设工程、旅游信息化
工程、“景区城市”工程、“旅游乡
镇”工程、“美丽乡村”工程、“最
康巴”系列工程。

2.“三品一标”： 指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
产品地理标志。

3.“两馆”： 指图书馆、文化馆。
4.康巴文化研究院“四大工

程”： 指数字印经院、 格萨尔展
览馆、《大藏经》复刻、德格雕版
印刷博物馆。

5.“先照后证”：指先申领营
业执照后再办理有关许可证。

6. 依法治州 “十大专项行
动”： 指群众普法教育、 取缔非
法民间组织 、 整治非法宗教活
动、遏制反宣渗透活动 、实施社
会治安整治 、 集中力量专案攻
坚、整治违法改拼货车 、查缴大
车非法悬挂“画像”、整顿软弱涣
散组织、“打源破网”专项行动。

7.“一标三实”： 指标准地址
和实际居住人口、 实有房屋、实
际经营单位。

8.“法律七进”： 指进机关、
进学校 、进乡村 、进社区 、进寺
庙、进企业、进单位。

9.藏传佛教 “五二三 ”主题
学教活动：即五热爱两遵守三负
责。 “五热爱” 指热爱中国共产
党、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团结、热

爱人民、 热爱佛教；“两遵守”指
遵守法律和遵守戒律；“三负责”
指对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对
佛教负责。

10.“六打六治” 专项行动：
指打击矿山企业无证开采、超越
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行为，整治
图纸造假、图实不符问题 ；打击
破坏损害油气管道行为，整治管
道周边乱建乱挖乱钻问题；打击
危化品非法运输行为，整治无证
经营、充装、运输，非法改装、认
证，违法挂靠、外包，违规装载等
问题； 打击无资质施工行为，整
治层层转包、 违法分包问题；打
击客车客船非法营运行为，整治
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 、挂靠经
营及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和长
途客车夜间违规行驶等问题；打
击“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违法
生产经营行为， 整治违规住人、
消防设施缺失损坏、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堵塞封闭等问题。

11.全域旅游 “八进 ”活动 ：
指全域旅游进机关、 进乡镇、进
村寨、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
进景区、进军营活动。

12.“新三板”： 指主要针对
中小微型企业的全国性的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平台。

13.“老甘推”：即《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 2009—2012 年公
路建设推进方案》。

14.“新甘推”：即《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 2013—2015 年公
路建设推进方案》。

15.“两高一低”：指高能耗、
高污染、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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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滋烤鱼康定姑咱店
★滋滋烤鱼川湘香

辣味
★滋滋川派豆鼓味

烤鱼
★干锅系列有干锅

排骨、香锅兔
★小吃 ： 滋滋培根

薯条
★特色梅子酒

尝鲜地址：
四川民族学院第六

教学楼对面 530 台二楼
订座电话：2857333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愉馨公寓
温馨舒适
地址：情歌广场

旁西巷子内
单间、 标间、家

庭房
24 小时热水，免

费上网
电话：
0836-7777886
18990481156
周围有网吧、茶

坊、 酒吧、 餐馆、小
吃、超市

康定人家主题酒店
位于跑马山脚下索

道旁
三星级标准设计
经营情景客房、茶餐厅
交通停车便利
订房热线：
0836———7777977

葩姆名卡百姓藏餐
地址：康定水井公寓二楼
订餐电话：0836-6999999

甘孜商讯
《甘孜日报 》

“甘孜商讯” 本着
“方便百姓， 服务
社会” 的宗旨，发
布酒店、 餐饮、招
聘 、租赁 、美容美
发、转让、快递、票
务、维修、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信息。 随着本
报微信客户端的
推出，现隆重推出
“康巴食尚”栏目，
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吃喝玩乐攻略，
敬请关注。

栏 目 热 线 ：
0836-2835718

关注微信平
台 ： 康巴传媒网
“康巴食尚”

【想自己动手建网
站吗？ 上网搜索“蕃网家
园 ”】 蕃网家园突破传
统，管理与设计相结合，
只要您会拖动鼠标会打
字，就会建网站。 登陆官
方网站 www.bwebgarden.
com 注册账号，即可新建
属于您自己的网站 ，同
时提供代理建站一条龙
服务。
详情咨询：13600167890
联系人：才旺群培

欢乐祥和过新春 特别报道

伴随着新年钟声 、鞭炮声 、歌舞声 、
欢呼声……可爱吉祥的小羊终于走进了
人们的生活。 19 日，大年初一，乙未羊年
的开始。 天文学家表示， 由于阴阳历转
化的缘故， 这是自 1986 年以来 48 年中
“最晚”的春节。 且看各地群众喜迎新春
的美好图景。

“冬闲时大家聚在一起， 扭扭秧歌跳
跳舞，既红火热闹又健身。 从腊月二十九
到正月初四，我们的演出日程排得满满当
当， 不光在本村， 还要到附近几个村演
出。 ”伴随着春节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河北
保定市望都县小西堤村文艺队 “老教练”
丁淑萍兴奋地说。

你唱一首传统的山歌，我跳一支自编
的舞蹈，邻里家常的小事也能编成一个小
品，田间地头的农事活动也成了舞台上赏
心悦目的节目……进入 2 月以来，587 台
“乡村春晚”在浙江丽水农村陆续上演。 侨
乡青田县小舟山村，有许多村民在国外工
作 ，今年春节 ，村里首次办起了 “乡村春
晚”，“算算有二十多年， 村里没有这么热
闹了，希望以后每年都有这样的春节过。 ”

边城乌鲁木齐“年味”十足，街头四处
悬挂着红灯笼和中国结。 维吾尔族小伙亚
生江早早出门去给附近店铺配送货物，笑
意挂在脸上，“春节前这几日，生意比平时

好多了，一天能多挣三四百元，最好天天
都这样过年。 ”

“咔嚓！ ”原籍江苏的白领易婷一家与
五羊雕塑一起拍了张喜庆的全家福。 与城
市地标越秀山五羊雕塑合影似乎成了广
州人的新年俗。

对于许多“新广州人”而言，羊城广州
的年俗颇为不同。 原籍安徽枞阳的欧竟第
一次带着父母在广州过年。 他们的第一感
觉是，羊城的除夕夜和年初一“很安静”，
不像家乡从零点开始就已经鞭炮烟花不
断。 他告诉记者，直到除夕下午，才领着父母
去逛了花市，买了一盆水仙和一盆金桔，“不
一样的年味，各有各好，但这样的庆祝方式
更安全、更环保”。

新年第一天，武汉市民熊建和儿子来
到湖北省图书馆过大年。 这位 53 岁的纺
织厂维修工人说，他经常来图书馆，“现在
资讯发达， 但我还是觉得读书更靠谱，而
且读书更能让人静心思考。 ”

对于从事外贸的义乌商人徐辉来说，
2014 年过得不算太如意。 “生意比以前难
做，没赚多少钱，不过我相信今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我还打算开拓一下非洲市
场，过了年就到非洲去考察一下！ ”

过完春节， 四川仁寿县宝马镇决心村
村民何欢准备和同乡远赴青海西宁打工。
“现在西部发展日新月异，打工不能光盯着
发达地区，西部的自然环境虽然艰苦些，可
是咱们四川人不就是能吃苦吗？ 只要能凭
真本事挣钱，哪里有活就去哪里。 ”他说。

福州市民江小雯的这个新年别有一

番意义。 正月期间，江小雯将要第一次体
会到当妈妈的幸福感觉：“昨晚除夕一家
人吃饭看春晚时，老人们都说‘如今生活
水平提高了，这一代孩子成长的条件要比
我们当时幸福得多，明年这时候就又多了
一个胖小子一起看春晚啦’！ ”

（据新华社电 ）

■ 新华社记者 艾福梅

每 到 春 节 ， “年 味 淡 了 ”
“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 ” 的论
断总是不断响起 ，然而 ，正如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一样 ，每个人心中的年
味也不一样 。 年味 ，对许多人
而言，其实就是心中的乡愁。

随着现代人活动半径逐
渐扩大，远离家乡生活已成为
许多人的常态 。 在谈论中 ，我
们总是会听见 “还是老家的年
有意思”“我们那里可热闹了 ，
城里的年就是吃吃喝喝 ，跟平
常没啥区别”。

但说归说 ，十三亿人口依
然在进入腊月之后翘首期盼
着年的到来 ， 我们有理由相
信大家期盼的不仅仅是 7 天
的假期 ，而是更多 、更加深沉
的东西 。

“其实 ，走得再远 ，也忘不
了妈妈做的菜的美味 ，那是无
可替代的家的温暖回忆 。 ”春
节期间，能吃到 “妈妈菜 ”是无
数返乡游子感到最幸福的事
情之一 ，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回
家过年的冲动。

我们千里奔波 ，只为在这
团聚的日子让父母不再形单
影只 ，陪他们静静守岁 ，观万
家烟火———这难道不是年味？

宁夏社科院专家张万静
说，春节之变，或许是社会发展
变迁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而我
们能做的则是留住春节的那份
人情味， 在一家人的团圆中总
结过往，憧憬来年。 的确，回家
是一场痛苦的甜蜜， 年味是一
种感觉，见了该见的人，闻到熟
悉的家乡味，而后再出发，即使
孤独地奔波在新一年的奋斗路
上，我们依然勇往直前！

“三羊开泰”贺新春
———全国各地各界欢度佳节

年味就是心中的乡愁

政府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电 “愿佛祖保佑我们全家
平平安安，也祝愿大家健康快乐。 ”家住青
海省西宁市的藏族老阿妈才让卓玛，大年
三十和自己的“老闺蜜”、汉族大妈王慧珍
一起到位于西宁市中心的金塔寺祈愿。

2015 年农历春节恰逢藏历新年，从农
历腊月二十三开始，前来金塔寺拜佛祈愿
的各族群众络绎不绝。

除上香和点酥油灯外 ，煨桑 （点燃
干枯的松柏枝叶 ）在藏族年俗中必不可
少。 “我们过藏历新年必须煨桑，谁第一
个去煨桑，是一种荣幸。 ”67 岁的藏族老
人更松加说。

青海 570多万人口中，藏族约占 24.5%。
在青海多地特别是西宁、海东等地，由于藏汉
群众世代混居，年俗互相影响，相得益彰。 如
在煨桑、点酥油灯的人群中，也有不少汉族群
众；藏族传统的开锅羊肉、红枣奶茶、“卡
塞”（一种油炸面点）、“古突”（面团肉粥）
等食物，同样受到汉族群众欢迎。 而在不
少藏族群众的新年餐桌上， 同样有饺子、
馄饨、长寿面。

和汉族一样，过年穿新衣也是藏族的
重要年俗，更松加老人的两个孙女：十五
岁的永吉和九岁的央金，早早就盼望着新
年崭新的藏袍。

“新年藏袍颜色是有讲究的， 一般都
是大红色、天蓝色等鲜艳的颜色，上面都
有装饰。 ”更松加说。

除了传统年俗，近年来，许多藏族生
活、文化习俗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被
发扬光大，成为不少都市人日常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元素。
28 岁的玉树籍小伙公保昂江 ，2012

年和几位朋友一起在西宁开了一家名为
“阿妈拉”的藏餐吧，没想到开张后生意火
爆。 特别是过年的“年夜饭”，刚过腊八就
被预订一空，其中三分之二是汉族顾客。

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会说
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说法。 如
今在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中，不少以藏区生
活为题材并吸收了藏族民歌元素，如《回
到拉萨》《坐上火车去拉萨》等。

“藏族歌曲诞生在辽阔的青藏高原，
曲调高亢， 感情真挚， 这也正是它打动
人、吸引人的地方。 ”青海知名藏族歌手
洛桑尖措说。

近年来，藏族锅庄舞成为不少人特别
是中老年人的最爱。 “锅庄舞动作简单，又
是围成圈在跳，可以边跳边聊天，既健身
又娱乐，其乐融融。 ”家住西宁的范贤薇大
妈，如今是小区业余锅庄队领舞。

19 日清晨 ，尽管凌晨才入睡 ，永吉
和央金还是早早起来 ，第一句话就是向
大人问候 “罗色让 ”（藏语 ：新年好 ），并
且和全家一起高呼 “扎西德勒 ”（藏语 ：
吉祥如意）。

随后永吉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出了全
家新年第一餐的照片，餐桌上既有藏族传
统的奶茶、 糌粑、“卡塞”， 也有汉族的蒸
饺、包子。

“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在同一天，感
觉气氛特别热烈，希望所有人都能在新的
一年，和和美美，快快乐乐。 ”永吉说。

农历春节恰逢藏历新年———

“扎西德勒”遇到“恭贺新禧”

据新华社电 “欢欢喜喜过
大年”。 19 日是农历正月初一，
农历乙未羊年春节 。 春节是中
华民族全年生活的首个重要节
日 ，民间俗称 “过年 ”或 “过大
年 ”。 那么 ，“春节 ” 为何又叫
“过年”呢？

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
介绍说， 过年的风俗源远流长，
古代民间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 南
北朝时代，甚至把春节泛指为整
个春季。 辛亥革命以后，逐渐改
用阳历，为了区分农历 、阳历两
节，人们把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改
称春节。

那么 ， 春节为什么叫过年
呢？ 由国庆解释说，在远古的神
话传说中，“年”是一种怪兽，每
逢除夕 ，它一来 ，百草不生 ，万
物蒙灾。 为了美好幸福的生活，
人们扶老携幼纷纷逃离 ， 以便
躲避“年”的伤害。同时，将屋里
屋外布置红火一新，张灯结彩 ，
放鞭炮 ，守岁 ，这样 ，“年 ”就过
去 、远离了 。 因为 “年 ”惧怕红
色、火光、炸响。

另外 ，春节从起源上
来看 ， 是由古代的丰收
祭祀活动演变来的。 《说
文解字 》中说 ：“年 ，谷熟

也。”由于一年分四季，春生、夏
长 、秋收 、冬藏 ，谷物多少意味
着年景的好坏，因此，“过年”的
意思就是祈盼 、 庆祝五谷丰登
粮满仓。

此外 ，“年 ” 还是时间的单
位，一年 365 天 ，春夏秋冬周而
复始，称为一年。 大约在西周时
期，年就由谷物成熟之义引申为
表示时间的词了， 并且，“年”和
“春”常常联系在一起。 古代民间
习惯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生产，
人们习惯将春天看作是一年的
开始 ， 有谚语 “一年之计在于
春”， 说明春季对人们的意义重
大，既是一年之始 ，又要力争有
一个好的开头。

由国庆表示 ，自古以来 ，人
们都强调春节作为一年开端的
意义。 《尚书·大传》中说：“正月
一日为岁之朝 ， 月之朝 ， 日之
朝 ， 故曰 ：‘三朝 ’， 亦曰 ：‘三
始’。 ”意思是说，正月一日是一
年的开端，一月的开端 ，一日的
开端。 一年之计在于春。 新年的
意义就在于告别过去 ， 为新的
一年而努力奋斗。

“春节”为啥叫“过年”
民俗专家细说缘由

年俗文化

2 月 19 日，腰鼓艺人在山东台儿庄古城运河大庙会上表演安塞腰鼓。 新华社发

2 月 19 日，拉萨西郊安居苑的藏族同胞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相互敬献“切玛”、
敬献哈达，共同庆祝藏历新年。

2 月 19 日，一名老者用藏族传统说唱方式赞美幸福生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