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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从初一到
十五，和林县什八台村的
秧歌队都是忙碌的。确切
地说，今年是他们第一次
正式演出，却收获了意想
不到的欢迎与鼓舞。每天
上午，秧歌队的成员们就
留心着，锣鼓声一响起来，
就是召唤大家的号令，队
员们就会放下手里的事
情，赶紧换上服装到村里
的小广场集合。

一月份，什八台村的
秧歌队成为《北方新报》第
十二届欢欢喜喜过大年大
型公益活动的心愿人之
一，收到了12套秧歌服及

四胡、大鼓等装备支持，队
员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大家早就憋足了劲儿，春
节期间，一定要好好表演
一下。以前，秧歌队没有服
装，乐器只有县里的文化
站赠送的腰鼓、笛子等四
件小乐器。大家就是自娱
自乐，从没有正式表演过。

春节是村子里一年之
中难得人多的时候，在外工
作的青壮年都回来了。往
年，大家都是打麻将、打扑
克消磨假期，今年则多了个
娱乐活动。大家听说了歌舞
队的故事，都很支持他们。
老早以前就有的习惯是，村

里正月搞社火表演闹红火，
家家户户要有钱的出钱有
力的出力，因此今年秧歌队
在村里表演时，家家户户也
三五百地支持他们。

而临近几个村子，听
说了这个秧歌队之后，也
纷纷邀请他们去表演。秧
歌队成员王有喜告诉记
者，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没

有自己的秧歌队，但正月
里闹红火是很多人的故乡
记忆和难舍的情怀，因此
格外受欢迎。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收到了一万多块
钱的支持，这是大家都没
有意料到的。现在他们选
了专人管理这笔钱，准备
用这笔钱买更多的装备，
将队伍进一步扩大。

王有喜说，目前他们
有12名秧歌队员和4名乐
手。而今年正月有更多的
村民想加入，所以秧歌队
准备扩大到30人，并带动
周边村子的人们也建立自
己的秧歌队。王有喜回忆

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时，村里有自己的戏班子，
那时候过大年时扭秧歌、
踩高跷、撂份子、跑旱船、
舞龙等等，可热闹了。但随
着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村里越来越萧条，当年的
那些节目也渐渐失传了。

“如今国家的政策好，农村
越来越生机勃勃，我们不
光要发展经济，也要传承
和发扬传统习俗和文化。
今后，我们要将这些技艺
再捡起来，我们的队伍一
定会越来越壮大的！”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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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快递员”的一天

大年初二早晨6点半，通辽天还未亮，24岁的王帅
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像往常一样出现在申通快递分拣
中心，一天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他需要把负责的河西
片区快递分拣出来，近100件的快递是他今天的工作
量。

早上8点，装好快递，戴上帽子手套，王帅启动电
动三轮车，正式开始派件。现在城市大部分小区都安
装了智能快递柜，这大大提高了快递小哥们的工作
效率，但总有特殊情况。“这个小区有个大姨，快件多
而且每次都要求我送件上门，小区电梯必须刷卡才
能上去，没办法我只能爬楼梯，她家住四楼，还挺费
劲。后来有一次我进她家才发现这大姨坐轮椅，所以
以后只要看到是她的快递，我都不用给她打电话了，
直接送上去。”王帅边往智能快递柜放快递边告诉记
者。从业三年以来，在业务量逐年增长的同时，王帅
负责的快件没有出现一次遗失和破损，对客户的贴
心，对工作的认真，让他换来了2018年“全国最美快
递员”的荣誉，也换来了客户们的谢意和关怀。“快递
送上门，夏天大姨大姐会给拿瓶冰矿泉水或拿个水
果，冬天赶上屋里吃饭，大爷大娘都招呼我一起吃，
我虽然不能收不能吃，但是心里都特别高兴。”王帅
笑着说。

中午12点半，王帅用面包和火腿肠随便对付了顿
午饭就继续开始派件。王帅和记者解释，快递员扫描
拿到自己负责的快件后，就有了送达时限，6个小时内
派送签收率要达到87%，9个小时内是100%，所以要尽
量压缩中午用餐时间。

下午2点，送完1个建材市场、3个学校、4个小区
后，王帅三轮车内小山似的快件终于被清空，但今天
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还需要上门收件。又忙
碌了一个小时后才算收尾。

一天的工作完成后，王帅终于放松了下来，他告
诉记者，每年春节前后快件量都会降下来，虽然不放
假，却是一年中最轻松的时候，他家就在附近的村子
里，今年春节还抽空回家和父母一起过了新年。“年前
抽空给我爸买了双新皮鞋。他的鞋码和我一样，42码，
虽然买了他也舍不得穿，但我就是想给他买！”这个95
后小伙子说。

在内蒙古，像王帅这样的快递员有4.5万人。他们
创造了这个新经济时代的新奇迹，他们是我们在城市
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脚步里有我们的期待，
汗水中有个人的价值。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也是奋进拼搏的追梦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高 慧

2月9日，正月初五，内
蒙古新城宾馆来了几位北
京客人。

吸引这几位北京客人
大过年从北京专程赶到呼
和浩特的是蒙古奶茶。有
20多年传统蒙古奶茶熬制
经验的孙广强已经准备好
了牛奶、茶叶、炒米、黄油
等原料，等待着客人的到
来。

熬茶、扬沸、加料，孙
广强按照传统工序一丝不
苟地熬制奶茶。一边熬，他
还一边向客人讲解着奶茶
文化：“蒙古奶茶饱含主人
对客人最热情、最真挚的

问候。”
蒋思璇是北京市人大

附中西山学校的一名高一
学生，她在父亲蒋力的带
领下参加了这次文化之
旅。她自始至终认真记录
着奶茶的熬制过程。到了
扬沸环节，蒋思璇在孙广
强的指导下舀起锅中的茶
水再倒回去，学得有模有
样。与她同行的朋友也逐
渐参与进来，兴奋写在每
个人的脸上。

蒋思璇说自己一直非
常喜爱蒙古族文化，尤其
对蒙古族服饰和奶茶文化
十分着迷，所以主动向老

师申报了关于蒙古奶茶文
化的主题假期实践活动。
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听说
她要在春节期间来内蒙古
体验奶茶文化时，有两个
同学和另外一位小伙伴也
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同样
对蒙古族文化感兴趣。

“北京和内蒙古相距
不远，近年来草原文化在
北京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了解的人越来越多。”蒋力
说，这次利用春节假期来
内蒙古不只要带孩子了解
奶茶文化，还要去参观内
蒙古博物院、参加各种蒙
古族非遗活动，深度体验

草原文化。
体验活动持续了两个

多小时，孙广强也讲解了
两个多小时，他说，春节是
中华民族共同的节日，在
这样喜庆的日子里，奶茶
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外地
的客人对熬制奶茶的过程
非常感兴趣，其实吸引他
们的是奶茶中凝聚着的草
原文化，这些文化就体现
在一道道传统工序中。”孙
广强说，所以他坚持熬制
原汁原味的蒙古奶茶，这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章 奎

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这对大多数适龄青年来说
是件平常事。然而，在赤峰
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西
山村，有一个贫困户青年
娶新媳妇的事儿，在当地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个
青年叫徐艳昭，村里人称
他“犟骨头”。但是，近几年
村民却发现“犟骨头”变
了，犟脾气不见了，待人和
善了，日子还越过越红火
了。

除夕刚过，记者在驻
村工作队员的带领下来到
了徐艳昭家，一进院，高高
挂起的大红灯笼、红彤彤的
对联、喜庆的窗花映入眼
帘，整齐的3间砖瓦房张灯
结彩。徐艳昭热情地把记者
迎进门，笑着说：“以前我家
不是这样，这3间房子是去
年新修的。过去我懒，再加
上家人身体不好，日子过得

紧巴巴，这两年，家像个家
了，逢年过节喜庆了，过日
子的心气可足了。”

徐艳昭将这样的变化
归功于三件喜事。

第一件喜事儿是娶了
新媳妇。

2017年，37岁的徐艳
昭迎娶了新媳妇。这一天，
他暗自思量，决不能再像
以前一样混日子。

徐艳昭说：“以前我也
想把日子过好，但总是拆
东墙补西墙，人们都说我
不务正业。托亲朋好友给
自己介绍对象吧，女方一
打听我的情况就拒绝了，
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

现在徐艳昭心里踏实
得很，2017年的冬天，家里
摆了几桌酒席，亲朋好友
的祝福和嘱托让徐艳昭和
媳妇王秀兰心里有了底
气。“爸，您就放心吧，我和

艳昭一定好好照顾您，把
日子过好。”婚宴当天儿媳
妇王秀兰的这句话让60岁
的公公热泪盈眶。

刚成婚不久，家里就
发生了第二件喜事———来
了两个好亲戚。

“帮扶队的老王和老
李经常来我家，逢年过节送
油送面，亲戚之间也不过如
此。我们一家都享受精准扶
贫户的政策，还有专人为我
们规划事业……”说起现
在的帮扶政策，徐艳昭如
数家珍。

他口中所说的老王和
老李是喀喇沁旗编办驻村
工作队的王自强和李弘
达，他们对徐艳昭一家可
没少下功夫，没事就来和
爷俩儿唠家常，询问他们
的身体状况、家里的收入
情况，给他们讲扶贫政策，
还帮徐艳昭在村里安排了

保洁员的工作。现在徐艳
昭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
和两位好亲戚商量。

好亲戚的到来，带来
了第三件喜事———致富的
好门路。

西山村大部分农民都
以种植药材为生，2017年，
在喀喇沁旗编办帮扶干部
的鼓励下，徐艳昭将自家
出租的土地全部收回，种
了3亩中药材，还享受了每
亩1000多元的产业补贴。
这下子，徐艳昭可成了大
忙人。他平日在地里干活，
农闲时在村子周边打零
工，每天干劲儿十足。去
年，光药材就收入2万多。

60多岁的父亲对儿子
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这心情一好，身体也跟着硬
朗了，更有了精气神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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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秧歌队要壮大了！

蒙古奶茶引来北京客

徐艳昭家的三件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