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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日，是兔年的大年初一。凌晨4时50分，天色漆黑，滴水成冰。当市民
们还沉睡在甜美的梦乡中时，60岁的市公交一公司1路、2路循环车驾驶员张建军
就已经起床，洗漱完后他对着镜子认真整理了仪容仪表，再过2个月他就要退休
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大年初一的公交车了。这是他连续29年在工作中度过新
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站好最后一班岗，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
　　发车前进行油、水、电三检后，他又对轮胎、螺丝等细节进行了再三检查，尽力
把每一个安全细节做到万无一失。早上6时40分，打扫完驾驶区域卫生，张建军呵
着白气准时把“老伙计”陕B11858D纯电动公交车开至站牌，打开前门开始等待新
年第一天的乘客……
　　1989年，张建军来到公交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这一干就是34年。为了跑好大
年初一的车，多年来张建军坚持大年三十晚上滴酒不沾，因为身上肩负的不只是自
己的安全，更是千千万万乘客的安全。张建军说，正是有了家人的理解和乘客们的
信任支持，才让他有了一直坚守岗位的动力。
　　“这是我最后一次开大年初一的车，心里着实有些不舍。站好最后一班岗，把
新年出行的旅客们安全送达是我最大的心愿。”张建军乐呵呵地说。

　　有句歇后语“外甥打灯笼——— 照旧（舅）”，讲的是中国传统年俗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舅舅给外甥送花灯。现如今，独生子女多，舅姨姑伯越来越少，送花灯的
重任自然落在外公外婆身上。娘家给出嫁的女儿送去花灯，寓意着“添丁加福”
的美好心愿。
　　大年初五，记者走进位于耀州区七一路的灯市，看到各种造型别致、色彩亮
丽的花灯层层叠叠、摆放有序、布置整齐等待销售，整个灯市红红火火，透着喜
庆。许多市民在灯市转来转去，精心挑选适合心意的花灯。
　　以兔为主角的传统花灯和电玩灯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一位买主告诉记
者：“孩子属兔，我们专门挑了这个手工兔子灯送给她，希望她快快乐乐，健健康
康成长，也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能大展宏‘兔’！”“女子年前才结婚，我和
老伴准备给她挑一对大红纱灯送过去，再买个‘小兔子’，希望她的小日子红红火
火，前‘兔’似锦。”“正月初六、初八、初十、十二，只要是十五之前的双日子，都有
很多人来买灯笼。咱们这边讲究女儿结婚第一年，娘家必须送一对大红纱灯。”
摊主笑着说。记者了解到，除了传统花灯外，今年带兔图案的灯在市场上卖得很
火爆，价钱在30元左右。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记者了解到，这送花灯的风俗，我市四区一县就
略有不同。就拿耀州区来说，在新婚头年一般得送一对大红纱灯。花灯讲究大、
红，挂在大门口房檐上，寓意和和美美、喜庆吉祥，女儿也倍有面子；等来年有了
小孩，得送一种竹草编织的“火罐”和“富贵”灯，寓意红红火火、长命富贵；男娃还
要送“带腿”的，如马灯、狮子灯、老虎灯等，女娃一般送去石榴、荷花等花灯。这
些花灯做工精细、别出心裁，凝聚着中国民间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对来年生活的美
好期许。

“老公交”的新年心愿———

把好“方向盘” 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袁欣

灯笼红 年味浓
本报记者 吴洋凯

  “正月十五闹花灯”，这两天，耀州区药王东路的
灯笼市场热闹非凡，售卖灯笼的商户已经将各式各样
的灯笼摆满摊位。除了流行的电子灯笼、传统的大红
灯笼外，民间手工艺人扎制的玉兔、老虎、骏马、金鱼、
石榴等动物、植物造型的各色灯笼也分外抢眼，让前
来选购灯笼的人们挑花了眼。
            本报记者 张欢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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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原晓康）2022年，
铜川市委党校围绕弘扬照金精神、铜川高质
量全面转型发展和党员干部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认真贯彻“小切口大文章，紧贴铜川
实际，以解决问题和高质量取胜”的精神，精
心组织科研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
进行研讨交流，积极参加决策咨询，科研咨
政工作不断落实落细落地，2022年共完成科
研咨政成果75项，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展大调研工作。校领导带领教学科
研处负责人和教师调研安泰集团环保产业
发展、印台区老年养护院医养结合模式和非
公企业党建经验，加强校区合作、校企合作，
把安泰集团教学科研基地打造成为市委党
校教学科研咨政一体化推进的样板，全面安
排大调研活动，对教学专题和立项课题都提
出调研任务，制定调研方案并严格落实。
　　完成省政府参事室重点调研课题。组
织教师申报省政府参事室重点调研课题《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源头
化解矛盾纠纷解决信访问题的经验做法》，
课题组精心调研、深入研究、认真撰写，全面
完成课题任务，成果通过了结项验收，实现
了市委党校课题研究的新突破。
　　完成咨询调研课题。调研报告《“打造
全国知名红色教育高地”的调研与思考》获
得市委领导肯定。教师参加《铜川市地震应
急预案》专家评审会，提出专家评审意见被
市政府采用。教师参与《铜川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立法咨询，咨询意见被市人大
立法采用。《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 助
力铜川市立法工作》研究报告入选市人大立
法资料汇编。
　　完成全省党校系统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推荐《壮大集体经
济的盘子，撬动乡村振兴的轮子》《“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
的这一面”———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实践与启示》等课
题申报全省党校系统研究中心2022年度立项课题，获批立项，
按期完成研究并上报成果。
　　完成校级立项课题。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教学重
点，按照“缩小课题题目聚焦核心问题，配齐图书资料强化理论
学习，深化实地调研集聚基层智慧，认真研讨分析精炼思想观
点，精心撰写文章深化成果转换”的工作思路，年初组织教师积
极申报，研究确定《弘扬红色照金精神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以铜川市耀
州区为例》《文旅融合视域下推动铜川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等
11项校级课题，启动课题研究。2022年年中召开立项课题工作
推进会，检查督促课题进度。2022年年终组织专家评审验收，
评定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
　　完成市委政研室2022年度调研课题。推荐《关于铜川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韧性社区建设的调查》《对铜川市乡村产业
振兴工作的探析》为市委党校承担市委政研室2022年度调研课
题，并开展深入研究，已完成上报。
　　参加全省党校系统理研会。年初组织全校教师参加全省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36次理论研讨会征文，围绕“陕西高质
量发展”主题撰写提交论文20篇，其中《“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
百姓的这一面”———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实践与启示》
获一等奖并作大会交流，《单位人才培养中的情感要素及其融
入策略》获二等奖，《浅析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及其
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哲学密码》《社会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用技术治理推进基层治理实践的思考》获
三等奖。2022年12月组织教师参加全省党校系统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征文，市委党校提交的论文《建设西部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引领铜川高质量发展》获二等奖。
　　编印《铜川干部教育研究》校刊。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和二十大精神，省、市党代会精神，精心组稿编印，
拓展教学科研园地，扩大党校交流窗口，在全省党校系统和市
内有关单位交流。全年编印校刊《铜川干部教育研究》4期，刊
发理论文章6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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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袁欣）玉兔报新春，艺术著华章。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文艺的光
荣使命，加强文化供给，春节期间，铜川市演艺中心“云剧场”在
线上为市民带来了优秀剧目展演，让市民朋友在春节期间足不
出户也能品味丰富的文化盛宴。
　　2023年春节“云剧场”节目内容有：除夕——— 1月21日《照金
这片天》上；春节——— 1月22日《照金这片天》中；初二——— 1月23
日《照金这片天》下；初三——— 1 月24 日《白雪公主》上；初
四——— 1月25日《白雪公主》下；初五——— 1月26日《和韵铜川晚
会》上；初六——— 1月27日《和韵铜川晚会》下。
　　据了解，大型综合文艺晚会《和韵铜川》凸显了铜川本土
文化，将千古药王、妙善观音、青花牡丹等文化元素融合其
中，借助戏曲、说唱、器乐等表演形式，为市民们奉献了一台
浑然一体的艺术大餐。整台晚会分为《古韵》《清韵》《丰韵》
《秦韵》四个篇章，伴随着悠扬的钟声，晚会以音乐情景剧《千
古药王》开场，展现了药王悬壶济世的高尚医德，表达了人们
千古悠悠颂药王的情怀。情景诗朗诵《铜川赋》赞美着大美铜
川，英才辈出，各类舞蹈倾情演绎了铜川的特色文化、陶瓷文
化之美。

市演艺中心2023年春节

邀市民“云上”观剧

“阳康”人群需科学锻炼　  　新华社发 程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