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9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开展了“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现场写福字共庆新春佳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 200余名群
众参加。 本报记者 肖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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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短评
一锅锅饺子汤圆中升腾着团圆的味道，一

桌桌家乡饭菜中浸透着团圆的欢喜，一个个春
晚节目里弥漫着团圆的气息，“噼噼啪啪”的爆
竹中萦绕着团圆的声音，福瑞成祥的窗花里映
照着团圆的色彩……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
题，也是最浓的年味。

相聚团圆便是福。中国人历来珍视全家
欢聚、共享天伦，没有什么能抵得过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的团圆。不管彼此多么忙碌、路程多
么遥远，团团圆圆过大年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
质朴的向往，是始终不变的亲情守望。阖家团
圆、共度良宵，既是传统习俗的延续，也是心灵
归宿的追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年夜
饭；一起守岁看春晚，耳边烟花爆竹的声响连
绵不断；一起说说话、叙叙情、聊聊未来，其乐
融融的温情足以抚慰一年的辛劳。家人亲朋
喜相聚，欢声笑语里洋溢的是日子越过越红火
的幸福憧憬；千家万户共此时，万家灯火映照
的是家国安宁的祥和图景。

有家人，有陪伴，就是团圆。有人不远千里万里回到乡村，
只为团圆；有人拖家带口逆流而上来到城市，也为团圆；有人携
手出游饱览山河，同是团圆；有人相约影院共赏贺岁大片，亦是
团圆……时代在变，年俗在变，团圆的地点和形式也在变，但团
圆的内核没有变，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的渴求没有变，彼此
珍视彼此奔赴的真情没有变。如今，“反向过年”、旅游过年、

“南北互跨”等打开春节团圆新方式，映照出中国年的幸福新成
色。这些新风潮、新趋势，更生动地彰显了团聚的喜悦、团圆的
幸福，也更体现了中国家庭生生不息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团团圆圆过新年，元气满满再拼搏。春节是团聚时刻，也
是蓄力时机。团圆过后，我们会把新的目标铭记于心，把努力
付诸行动，用勤劳和智慧继续各自的事业追求，让未来生活更
加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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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雅楠 何梦舒

中共中央、国务院27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2025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
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
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我驻外人员、华侨华人、留学生纷

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满
力量、激励人心，将以蛇行千里的劲头，
坚定信心、开拓进取，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共同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发展成就鼓舞人心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
力稳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国防和军队建设都取得新进步”“推进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走 深 走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总结过去
一年取得的各领域建设成就，让海外中
华儿女深感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振奋。”
在欧洲生活20多年的希腊华侨华人总
会会长邹勇说，“过去一年，祖国在各领
域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下转第2版

接 续 奋 斗 共 谱 新 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五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激励海外中华儿女共奋进

□本报记者 康丽娜 通讯员 刘虎威

1月 27日，当城市已被浓浓的年味笼
罩，国家能源集团胜利能源公司煤炭生产
现场依旧一片繁忙景象。

国家能源集团胜利能源公司作为蒙
东区域内煤炭的重要供应源，承担着为周
边多个电厂提供“口粮”的重任，保供任务
十分艰巨。每天都有大量的煤炭通过胶
带机输送，再由火车专列运往各地用煤客
户，公司春节期间预计日输送量超 50万
吨，全力保障区域能源供应。

胶带机是煤炭运输的关键环节，其稳

定运行至关重要。而在寒冷的冬季，胶带
机稳定运行面临着诸多考验，如滚筒结
冰、皮带跑偏等。胶带机巡检工的工作就
是要及时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确保胶带
机的正常运行。

38岁的王补兵和28岁的李宏宇分别
是胶带机的主巡检和副巡检。1月27日，
正值夜班，室外最低气温接近零下 35摄
氏度，他们与上个班的人员完成详细交接
后，便迅速投入工作中。

王补兵和李宏宇的工具包里，必备的
是手电筒、测温仪和便携式故障检测仪。
他们沿着胶带机线路开始巡检，李宏宇打
着手电筒，仔细查看胶带表面是否有磨

损、撕裂等情况，王补兵则用测温仪测量
着滚筒、电机等关键部位的温度。每走一
段路，他们都要停下来，用检测仪检查胶
带的张力是否正常，听听设备运行是否有
异常声音。

在巡检过程中，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
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遇到一些难以
察觉的问题，两人还会凑在一起，仔细研
究判断。一趟巡检下来，他们要步行近
15公里，弯腰查看设备上百次。

“这个冬天特别冷，设备故障概率也
比平时高，我们得多留意着点。”王补兵
说。“看到胶带机正常运行，煤炭能顺利送
出去，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大家暖暖地

过春节有我们的一份努力。”李宏宇笑着
说道。

像往年一样，今年王补兵和李宏宇的
春节也将在岗位上度过。对他们来说，节
日坚守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干我们这行
的，过年过节都一样，保障能源供应才是
最重要的。”王补兵朴实地说。

寒风呼啸中，胶带机不停运转，将煤
炭源源不断送往目的地。为了高效完成
春节期间能源保供任务，该公司还有900
多名像王补兵和李宏宇这样的一线工作
人员默默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不畏严
寒，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为千
家万户送去温暖与光明。

为了千家万户的温暖与光明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南繁科研基地，
阡陌纵横、碧波荡漾。

大年初一早晨6点多，刘志雄就穿好工作服、带上遮阳帽，
来到基地玉米试验田开始了一天的授粉工作。

这是刘志雄在南繁试验田里的第21个春节。
每年 10月中旬，该院玉米研究所研究员刘志雄和团队的

育种人员就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进行南繁育种。“我们在
这里开展优质玉米品种的选育，今年在这里分两批播种各类玉
米材料1万多份，包括自交系加代材料、复配新组合材料、群体
选择材料等。预计4月初，经过筛选、脱粒、晾晒等程序的玉米
材料就会被打包邮寄回内蒙古。”刘志雄说。

海南气候独特、土壤肥沃，热量和光照充足，非常适合农作
物生长。每年冬春，众多科技人员汇聚于此，从事各种作物繁
育工作，南繁由此得名。

一粒种子，为什么要南北“奔波”？
“一个品种的育成如同孩子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南

繁可以大大缩短这个时间。用传统方式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
需要8—10年，通过南繁加代可缩短至4—5年，加速了育种过
程。”刘志雄介绍。

育种是一个周期长、环节多的过程，通常需要经过多年的
观察和选育才能获得稳定的新品种。 ■下转第3版

南繁试验田里的第 21个春节

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电 （记者 梅刚）
1 月 29 日大年初一晚，
2025 年北京广播电视
台春节联欢晚会成功举
办，内蒙古艺术剧院歌
舞团参演的歌舞节目
《千里情缘》在全国观众
面前华彩绽放。

该节目由来自全国
多个院团、学校，由汉
族、蒙古族、维吾尔族、
苗族、藏族等多个民族
演员组成演出团队，用
歌、舞、乐向全国观众呈
现奋进向上、和乐安康
的生活场景。其中，在
歌曲《祝酒歌》中，内蒙
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的 8
名舞蹈演员，身着婚礼
服饰和民族盛装，踏着
欢 快 的 舞 步 惊 艳 登
场。在节奏明快的音
乐声中，舞蹈演员们将
婚礼服饰、民族服装进
行了有机的结合，婀娜
多姿的舞蹈，充分展示
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
深和北疆文化的丰富
多元。节目尾声时，蒙
古族、维吾尔族、苗族、
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歌
唱演员齐唱歌曲《最炫
民族风》，将整场演出
推向了高潮。观众在
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感受
热气腾腾的年味。

“为了更好地演绎
这场原创舞蹈节目，我
们在内蒙古和北京两地
进行了近十天的紧张排
练。在此期间，舞蹈演
员们反复推敲每一个动
作，打磨每一个眼神，力

求将民族韵味与情感完美呈现给观
众。”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编导组
编导兼舞台总监耸立克说，大家的
努力与付出，让北疆文化的光芒闪
耀舞台。

“演员们用歌舞展现了中华文
化的多姿多彩，也展现出人们快乐
幸福的美好生活，令我十分向往。”
观众李佳看完节目心潮澎湃，决定
来一场内蒙古之旅。

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青年舞
蹈演员杜古尔·欧登高娃说：“此次
演出是一次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让我在舞台实践中增长了见
识。今后，我将继续带着这份热爱
与坚持，把更多好作品送到观众面
前，为传承北疆文化贡献力量。”

近年来，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
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打造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舞蹈作品。舞剧《骑
兵》、舞蹈《信号美满》《金步舞冠》
《风之马》《心灵之光》等节目在国内
外屡获大奖；音乐《敖包相会》《各族
人民心连心》《万马奔腾》等作品蜚
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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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1月29日大年初一早晨，人们穿戴一新走
亲访友，沉浸在喜庆团圆的节日氛围中。

此时，驻守在祖国最北疆的锡林郭勒
边境管理支队洪格尔边境派出所的辅警额
力很和王利娜也收拾妥当，带上自己精心
绘制印刷的海报，前往辖区牧民家拜年。

苏尼特左旗洪格尔苏木是典型的边疆
牧区，地广人稀是这里最显著的特点。

近几日连续降温降雪，让道路变得异常
难行。这不，一行人赶了1个多小时的路，终
于到达距派出所50多公里之外的陶木伊拉
勒特嘎查牧民斯琴巴特尔家。

“叔，过年好，我们来给您拜年啦。”
“好好，过年好，快进屋里……”
显然，斯琴巴特尔和爱人乌仁琪琪格

与前来拜年的几位民警都是老熟人。
“额力很，今年过年你又没回家呀？记

得去年大年初一你还来我家拜年了。”
“是呢姨，我们所里总共22位民警，每

年轮流回家过年。像我这样的本地人离家
也近，就坚守在工作岗位了。”

几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您看，我们还给您一家带了新年礼物

呢。”额力很边说边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将海报
取了出来：“这个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后面
是界碑，春联上写着守护边境你我他。创作
的主要目的是以漫画这种喜庆的表达方式，
提升大家守边戍边的意识。”

原 来 ，额 力 很 和 王 利 娜 都 有 绘 画
功底。 ■下转第3版

守 护 边 境 你 我 他

大年初一，北京管道内蒙古分公司鄂尔多斯作业区的丁进浩
正在检查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春节期间，丁进浩与同事们坚守岗
位，为首都供气安全筑起坚实防线。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1月29日，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游人如织。当天是大年初一，
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宽巷子等地迎来大量游客，人们游览观光、品尝美食，感
受春节假期的惬意时光。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游人如织 守护能源动脉

□本报记者 赵曦

农历除夕，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张灯结彩，年味浓浓。
院里的117个孩子在期盼中迎来了乙巳蛇年春节。
一大早，福利院儿童食堂的职工们就开始忙碌起来，精

心挑选食材，热火朝天地切菜、洗菜，为每一道年夜菜肴精
心准备。

同时，大红的对联、福字、中国结，各种糖果、干果、水果等
传统年货，一应俱全。8点多，孩子们也加入其中，帮忙布置餐
台、整理桌椅，挂上新春的装饰，儿童福利院到处洋溢着欢乐祥
和的节日气氛。

模拟家庭的高妈妈已经连续在福利院陪伴孩子度过了好
几个除夕，她的心中最牵挂的就是这里的孩子们。

高妈妈说：“能陪伴孩子们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是我最大
的快乐。”

■下转第3版

117个孩子的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