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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5月4日电（记者 周润健）“却是石榴知立
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北京时间 5月 6日 2时 19分将迎来
立夏节气。初夏时节，风暖昼长，草长莺飞，蝉鸣蛙叫，万
物并秀，正所谓“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
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放介绍，尽管距离气象意义上
的夏天还有一段时日，但人们习惯上将立夏作为“夏之
首”。此后，我国各地气温明显升高，降水量和下雨的时间
也明显增多。

立夏，意味着春天谢幕。“春去也，乱红舞”，眼看着明
媚的春光将逝，人们不免有惜春的伤感，于是摆酒饮宴送
春归去，称为“饯春”。有诗云：“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樱
笋饯春归”。

“青梅煮酒斗时新”。立夏时节，江南的梅子开始成
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沉
甸甸的梅果，散发着清香，酸酸甜甜的，正是初夏的味道。

青梅之韵，古圣先贤、文人雅士自然不会视若无睹，除
了“青梅煮酒论英雄”和“望梅止渴”这样的经典故事外，也
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不胜枚举，如“郎骑竹马来，绕床
弄青梅”“中庭自摘青梅子，先向钗头戴一双”“不趁青梅尝
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其中，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
初夏午睡起》饶有趣味：“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
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慵懒的午睡后，
闲看窗外儿童嬉戏，唇齿之间还留有梅子的回酸，既惬意，
又怡人。

立夏时节一部分作物收割，春熟的果树已挂果，面对
大自然的馈赠，在我国江南地区有“立夏尝新”的习俗。萧
放介绍，尝新，也叫“尝鲜”，就是在立夏之日品尝时鲜食
物。民间有俗语：“立夏尝三新”。“三新”也可以说“三鲜”，
有地三鲜、树三鲜和水三鲜之分。至于“三鲜”的具体内
容，江南各地并不一致，但大同小异，如南京一带以螺蛳、
河虾、鲥鱼为水三鲜，苋菜、蚕豆、豌豆糕为地三鲜，樱桃、
青梅、香椿芽为树三鲜。

“‘夏浅胜春最可人’。夏日午后，不妨邀约三五好友
到山野闲坐，幕天席地，赏绿肥红瘦，看云卷云舒，感受初
夏的曼妙与美好。”萧放说。

燕子衔春去 薰风带夏来

明日2时19分立夏

据央视等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文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利民学苑一栋31层高
的楼因有租户在3层擅自拆除承重墙，而出现多
层墙体开裂，200户左右居民受此影响无法回家
居住。5月1日，松北区城市管理和行政综合执
法局通报称，4月28日，该局接到关于利民学苑
小区一房屋存在擅自拆改房屋承重墙的举报，
立即到达现场，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对当
事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对拆
改的墙体进行安全支护，组织专业机构进行安
全鉴定，制定拆改墙体恢复方案，下一步将依法
依规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现实生活中，业主装修商品房时，根据个人
喜好或装修公司的设计改变室内格局、砸墙改
窗等情况比较普遍，但像上述新闻中这种擅自
拆除承重墙并带来如此严重影响的情况，尚属
罕见。大规模改动室内格局、破拆承重墙，这种
破坏式、拆楼式装修，不仅严重危及其他楼层的
质量，而且可能破坏建筑结构的稳定性，甚至可
能导致楼房坍塌等危及不特定人员生命的严重
后果。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在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禁止未经原设计单位
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
案，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这种破坏式装修，轻则要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重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承担刑事
责任。比如，一些业主在装修改建过程中，无视
邻居的合法权益，擅自破坏排水管、排线管，打
穿地板，导致周边邻居无法正常排水、用电，其
应依法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破坏承
重墙这种拆楼式装修，则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财
物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此前，相关案例都
曾发生。

在类似的野蛮装修事件中，施工方难辞其咎。业主或
租户可能会因为追求美观舒适而对安全重视不够，进而对
房屋进行随意拆改，但施工方显然具有比业主更充足的施
工经验，对于房屋哪些部分不能轻易拆改，也应作出客观、
及时、专业的判断，尤其是当雇主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甚
至违法要求时，其更应果断拒绝，而不能为了蝇头小利不
加阻拦。从这个角度来说，与业主相比，施工方的主观恶
意和法律责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此之外，对房屋所在建筑实施物业管理的单位也往
往负有一定责任。通常，物业会向装修房屋的业主收取相
应的押金，对房屋装修期间施工车辆和人员、装修材料的
进场及具体拆改行为作出监督与指导，为哪些区域和部分
不能拆改划出红线。如果物业怠于履行这一职责，仅是收
钱了事，显然是一种失职失责，甚至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毫无疑问，楼房的安全涉及诸多业主的生活乃至生
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野蛮装修、随意拆除承重墙的行
为都不应更不能发生。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家
庭的事，而是涉及公共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对类似的事
情，方方面面都应抱持一种零容忍的态度。 （史洪举）

4月30日，游客在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游览参观。
王姿颐 摄

5月2日，宝鸡市太白山景区内游人如织。
廉文涛 摄

“五一”期间，游客在铜川照金景区游玩。 王兆鹏 摄

5月3日，西安汉城湖景区举行武帝巡游表演，让游客欣赏“礼仪之美”“汉服之美”。 袁景智 摄

4月30日，渭南市临渭区双创古城，金甲开道，鼓乐齐鸣，身着华服
的女子们翩翩起舞，邀请来自八方宾客入城共游。 牛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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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卫）从“盛唐密盒”机智问
答、与“李白”斗酒对诗，到沉浸式体验、民
俗展演、旅游演艺……今年“五一”假期，陕
西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项目，旅游人气高
涨，各大景区迎来人流高峰，古都西安更是
成为国内最具旅游热度的城市之一。

“盛唐密盒”、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这些以沉浸式体验、多元业态融合为
代表的西安文旅新场景，让西安旅游知名
度、“西引力”剧增，带动了文旅消费新热潮。

“五一”假期，大唐不夜城、西安城墙等
景区人山人海，有的景区上午 10时就已发
布客流爆满、停票限流的通告。

在大唐不夜城，高颜值、沉浸式、文艺
范儿的体验，不断创新的文旅“新玩法”，使
这里成为西安旅游的“顶流”。为平衡客
流，大唐不夜城将所有演出调至白天，以减
少夜间客流量；当客流达到 5万人次时，启
动单循环游览模式。

华清宫《长恨歌》演出增加至每天四
场，场场爆满。

在西安城墙景区，“盛唐天团”IP形象全
新升级，一系列有内涵、有趣味的精彩活动
让游客深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食嗨吃、
换装推本、唐风雅集、微缩长安、情景演艺、

文化盛宴等六大沉浸场景为核心，凭借沉
浸式“唐潮”之旅火爆出圈，带领游客领略
大唐长安的市井文化。

游客在西安北院门、永兴坊尝遍三秦
美食，在易俗社听秦腔赏国韵，在老菜场体
验市井烟火……西安可谓处处有活动、处
处都精彩。

陕西各地、各景区也纷纷推出独具特
色的文旅演出和各种活动。“五一”假期，汉
中文旅系统精心组织了羌文化特色实景演
艺等 130多项线上线下活动，推出深度游、
近郊游、踏青游等 8条精品旅游线路，丰富
旅游市场供给。

黄河壶口瀑布近期水流落差加大，气势
雄伟壮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留念。“五一”
期间，景区还举办非遗文化展和民俗巡演，
让游客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

渭南少华山景区推出第二届华服礼乐
会。游客不仅可以感受浓浓的国风古韵，
免费体验凝结时空的“子弹时间”，还可以
在藏龙云海广场享受一场视觉盛宴——经
典舞蹈《踏歌》《只此青绿》《飞天琵琶》《唐
宫夜宴》。

5月 3日，携程发布的《2023年五一出
游数据报告》显示，“五一”假期，用户飞行
距离达四年巅峰，出游半径较去年同期增
长 25%。国内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 9
倍，较 2019年增长超 2倍。北京、上海、成
都、杭州、广州、南京、重庆、西安、武汉和深
圳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十大城市。

在陕西，西安城墙、华山、西安钟楼、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华清宫、大雁塔、兴汉
胜境、秦岭野生动物园、大唐芙蓉园、瀛湖
风景区成为排名前十的热门景区。

陕西旅游市场强劲复苏

本报讯（崔春华）笔者 5月 3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五一”假期，我省各大商圈商业
氛围浓郁，假日消费市场大幅升温。商务
部门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全省 570家零售餐
饮样本企业节日期间销售额 18.1亿元，同
比增长 17.2%。其中，商品零售额 17.1 亿
元，同比增长 16.1%；餐饮收入 9265 万元，
同比增长 43.6%。

各市（区）监测企业销售额均实现正增
长。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延安、榆
林、汉中、安康、商洛等市和杨凌示范区节

日期间销售额分别增长 17.4%、11.8%、
12.6%、5.1%、18.5%、19.8%、15.4%、25.7%、
6.7%、15.2%、35.8%。

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五一”假
期，全省商务系统紧抓节日消费旺季，积
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商旅融合促消费活
动。西安市商务局依托支付宝数字生活
服务平台，开展涵盖全市餐饮、商超、零售
以及公共出行领域的“乐享生活·嗨购西
安”西安春季促消费活动。宝鸡市商务局
围绕“乐购宝鸡 约惠初夏”活动主题，持

续开展 40余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系列
促销活动。同时，各地积极组织发放消费
券，有力带动大宗商品消费增长。节日期
间，全省 20大类商品中，19大类实现正增
长，其中汽车类、石油制品类、服装类、家电
类、化妆品类分别增长 9.6%、11.4%、17.8%、
32%、21.3%。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旅游热度持续
上升，带动酒店餐饮等实体消费客流大幅
提升。各大酒店的团餐、婚宴、生日宴及
亲朋聚餐业务大幅增加，大型商贸综合体
内火锅、轻餐和地方特色餐饮成为年轻人
消费首选。全省监测样本企业餐饮收入
9265万元，同比增长 43.6%。

生活必需品供应量充足、价格稳定。

全省商务系统提前部署生活必需品保供
工作，坚持假期市场运行值班和信息报告
制度，强化节日期间市场运行监测分析，
做好趋势分析和预测预警，密切关注市场
动态，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品类丰
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节日生活需求。全
省 12 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数据显
示，节日期间，粮食类、食用油类、肉类、禽
类、蛋类、蔬菜类、水果类、水产类 8大类生
活必需品日均批发交易量分别为 985.1吨、
240.2 吨、451.6 吨、100 吨、91.9 吨、21209.9
吨、4006.7吨、71.8吨，交易量与节前基本持
平，库存量充足。8 大类生活必需品批发
价均在 3%范围内小幅波动，生活必需品价
格平稳。

全省消费市场大幅升温

时光一年又一年，
怀念一天又一天；
看见梦桃的姐妹们，
大姐的身影就在她们中间！
……
4月 25日晚，咸阳市纪念“赵梦桃小组”

命名 60周年诗话报告剧《永远的梦桃》在市
民文化活动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

这台剧目背后凝结着剧组主创、演职人
员及幕后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和付出，更是凝
结着编剧徐宗德先生的追梦心血与汗水。

“五一”小长假，笔者走访了徐宗德先生，
与他一席长谈。

徐宗德是陕西省职工音协副主席、咸阳
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艺术创作创新工作室
成员，更是市域文化圈一位“名家”“多面
手”。他作词的《秦川鼓潮》《握手》等作品先
后 50余次获全国及省市级大赛奖项；歌曲
《喜喜喜一九九九》被中央电视台拍摄MTV，
少儿歌曲《冬瓜和南瓜》入选全国义务教育课
程教科书；为《关中男人》《黄土女女》《爷爷的
牛背梁》等 10余部电视连续剧、电影创作主

题歌；多年来，在省市近百台大型文艺晚会中
担纲总导演和主创。

“梦桃和梦桃小组的事迹太感人了。创
作《永远的梦桃》对我来说，既荣幸又有压
力。因为赵梦桃是咱咸阳的一张亮丽‘名
片’，是咸阳几代人的记忆和骄傲；而赵梦桃
小组又是全国纺织战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
能否高质量完成市上交办的任务，深感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说起《永远的梦桃》创作过
程，徐宗德感叹道。

尽管对赵梦桃和梦桃小组先进事迹谙熟
于心，徐宗德还是抽出一周多时间，走访了西
北一棉社区、咸纺集团一分厂、赵梦桃纪念馆
等地，与梦桃生前好姐妹、历任梦桃小组组长
及新组员面对面交谈，掌握了不少新素材并
搜集到大量相关图书资料，一连多日足不出
户、挑灯夜战，拿出初稿，后经多方征求意见，
几易其稿，完成剧本。

《永远的梦桃》分为深深的记忆、精神的
力量、金梭的梦想三幕，三幕三台阶，由初心
到不忘再到展望，循序渐进、耐人回味。通
过弘扬“梦桃精神”的歌舞情景小剧“我们要
当梦桃式班组”、故事写真“誓言绽放的桃
花”、情景组合“传承”“接过梦桃的金银梭”
等 13个精彩节目，深情表达了咸阳人民对
赵梦桃的无限思念、对梦桃小组的无比热
爱，唱响了“学梦桃、做梦桃，争做最美奋斗
者”的时代强音。

演出现场，台上台下气氛热烈、高潮迭
起。人们在时光回眸中，被屏幕里赵梦桃那

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感动着；被台上一声声“梦
桃大姐，我们想你”思念着；被一个个“梦桃精
神 代代相传”的动人故事震撼着……观众
的一次次掌声、一滴滴泪水、一束束桃花，就
是对这台诗话报告剧最大的褒奖。据统计，
当晚，咸阳演艺集团线上直播“吸粉”40万人
之多，创下了咸阳观看晚会之最。

“作为一名职工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是要
职工写、写职工，才能接地气、冒热气；职工
演、演职工，才会情切切、意绵绵。”徐宗德说。

在访谈中，笔者领悟到《永远的梦桃》之
所以好评如潮，大获成功在于60年来，“梦桃
精神”代代相传，梦桃小组桃花朵朵、依然嫣
红，这个先进集体、光荣团队厚植人心；在于
中省市各级领导和组织的关心关爱及相关部
门的通力合作，从策划到实施，从排练到演
出，精心谋划、凝心聚力；在于剧本出新出彩，
通过艺术穿越时空之手法，与梦桃相聚、对话
梦桃小组；还在于剧组主创、演职人员及幕后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排练最后一周的冲刺
阶段，所有演职人员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反
复排练、力求最好。颇为吸睛的是，该剧总导
演杨春，导演赵淑红、石兰兰均出自“梦桃精
神”的发祥地——西北一棉。

弹指一挥六十年，
已是一片桃花潮；
金梭织出霞万朵，
朵朵云霞是梦桃！
如今，“梦桃精神”的传人们，在用心用情

用力演绎着《永远的梦桃》…… （张翟西滨）

金 梭 织 出 霞 万 朵
——访诗话报告剧《永远的梦桃》编剧徐宗德

本报讯（段承甫）近日，笔者从宝鸡市人社局获悉：今
年以来，宝鸡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2.23万人，完成年度
任务的84.97%。

宝鸡市通过市县镇村四级联动机制，按照“人社+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工作模式，召开亲情恳谈会，分享就业创业
经验，激发外出务工热情；深化苏陕劳务协作，加强与市内
外企业的劳务协作并不断扩大协作范围，多渠道收集岗位
信息，以“外输内补”方式实现充分就业；开展各类招聘活
动，为有就业意愿的群众推荐就业信息，为外出务工人员
和用人单位搭建对接平台。截至目前，宝鸡市各县（区）线
上线下共举办招聘会185场，提供就业岗位14.75万个。

为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宝鸡市人
社部门摸清劳动力培训意愿，组织开展“定点式”“定向式”

“定岗式”实用性短期技能提升培训。今年以来，宝鸡市共
开设培训班142个，培训农村劳动力5690人。

宝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2.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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