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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里的元宵节
□杨华明

元宵节是热闹的，盛大
欢乐且充满烟火气；元宵节
是浪漫的，情真温婉且富有
诗意。

节日总是与美食相伴，
北方人钟爱饺子。元宵节的餐桌是饺子的主
场，只不过饺子馅儿由猪肉萝卜变成了韭菜
鸡蛋。人们过年吃了不少油腻食物，正适合
来一碗清淡鲜美的素饺子。不得不说，人们
是懂饮食养生的。饺子形似元宝，吃饺子寓
意抢财。元宵节的饺子要早点儿吃。因此，
元宵节的晚饭早早就开始吃了。

当天空升起一轮圆月，在夜幕下，家家户
户敞开大门，点燃蜡烛放在大门两侧、神龛
前，祥和而庄重，传递着光明与希冀。在烛光
的渲染下，平淡无奇的院子给人不一样的感
觉，平日里是人间烟火，此刻好似充盈着一种
超然之气，没有人间疾苦，只有火焰升腾的希
望。

忙活了一年的人们，在元宵节晚上燃放
一些烟花。哪家放烟花了，总会把人群引过
去。瞬间绽放的烟花璀璨绚烂，点亮了夜空，
也点亮了人们的心，如一声声春雷唤醒着大
地。一家一家烟花看过来，一个村子也转了
大半圈。那时人们一般情况下不在城里买
房，在外打工的也大都回家过年。过年时村
子里的人整整齐齐，非常热闹。

我们这儿有“熬十五”的习俗，说法如同
除夕守岁一样，是为了祈福消灾。当烟花燃
尽，我和小伙伴们拿着压岁钱去小商店买饮
料，就开始“熬十五”了。我们装模作样玩儿
半夜，信誓旦旦要熬一宿。“家里没有足够大
的地方，我们去哪儿熬呢？”“我们去东边的树
林吧！”不知是谁提议。

一片月光里，我们来到树林，一排排树木

如士兵般列队，好像在为我们站岗。人多也
就不觉得害怕了，我们挨着麦秸垛选定了位
置。树林里随处是枯枝败叶，只要有成堆的
麦秸，一堆火便生起来了。我们铺一层麦秸
席地而坐，欢声笑语不断。

夜已深，偶尔有远处的鞭炮声传来，衬得
树林愈发寂静旷远。我们躺在麦秸上了无睡
意，最后总是谈到未来，心中隐隐有对未来的
期待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抬眼望，月如
霜。夜空之上群星闪烁，群星之上是浩渺的
银河。

渐渐地，我身边没有了说话声，只听见火
苗燃烧。因为有火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觉得
冷。我们在树林里待了一夜。睡梦之中，我
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不知谁家公鸡带头，
打鸣声由少变多、由低变高，一会儿就此起彼
伏来，宛如交响乐版的起床歌。天蒙蒙亮，我
们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竟有几分兴奋，像做
了一件不得了的事。那燃了一夜的火堆，仍
星星点点。

元宵节，看花灯。村子里没有像样的灯，
有的长辈用木条做支架，糊上红纸，中间再放
一根蜡烛，一个灯笼就做好了，小孩儿高兴地
提着灯笼玩儿。后来，有人家在大门口挂两
个大灯笼，喜庆又气派。

听说采油厂内有花灯，我们按捺不住内
心的躁动，吃过午饭就结伴而行去看花灯。
当时是中原油田开发的兴盛时期，采油厂办
公区及居住区的楼房突兀地矗立着，周边是
农田和房屋低矮的村庄。油井上方那长年燃
烧的火焰，照亮了大半个夜空，在四周暗淡的
旷野之中显得辉煌壮丽。

八九公里的路程对八九岁的孩子来说
还是挺长的，我们走到半路就累了。我们好
不容易走到了采油厂，可是半天也没找到看

花灯的地方。或许人家并没有布置灯展，大
人们只是随口一说。采油厂内的公园吸引
了我们，假山、喷泉、长廊、亭台，以及大象形
状的滑梯，我们没有见过，新奇地玩儿了大
半天。因为不敢走夜路，所以我们意犹未尽
地赶在天黑之前走回了家，没有看到传说中
的花灯，却以看花灯的名义去了一个不一样
的地方。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如今的元宵节，大街小巷火树银花，一盏盏精
巧的花灯流光溢彩，整个城市就是光影的世
界。灯如昼，人如潮。至此，我才真正走进唐
诗宋词里的元宵节。这一切，孩子们早已司
空见惯，只顾着放烟花，追逐嬉闹。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我不禁若有
所失，岁岁年年，现在孩子们习以为常的事
物，是我年少时走了很远的路也追寻不到的
光影。这绚烂的灯火会成为他们的记忆，就
像我时至今日仍然惦念的那一缕烛光、一抹
月色。

从冬至开始，腊八、祭灶、除夕、初一，直
到元宵节，春节这一宏大的节日才算圆满。
元宵节的圆月、烟花与灯火，蕴含着人们美
好的心愿，唯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寿年
丰。

其实，相较于月光下的元宵节，飘雪的元
宵节更为动人。“雪打灯，好年景。”飘飞的雪
花映着火红的灯笼。俏不争春的梅花，以清
丽之姿凌霜傲雪，以纤弱之瓣于雪中生香，那
是一股幽幽的冷香。这是可堪入画的美学意
境，是让人沉醉不已的东方神韵。白与红，冰
与火，冷寂与热情，天空与大地，少了几分俗
气，多了几许灵气，呼唤着一个愈加生机勃发
的春天。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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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从郑州长安古寨到洛阳龙凤山
庄，从老家莫沟到秦皇岛老龙头，从济源济渎
庙到广东惠州，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孟州市槐树乡龙台村的火龙舞，真
是“火出了圈”，出尽了风头。特别是在洛阳龙
凤山庄，5条龙口吐火焰，翩翩起舞，异彩纷呈，
展现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
队员们舞出了气势，舞出了吉祥，舞出了喜庆，
引得万人空巷。

火龙舞，俗称耍龙灯，也称舞龙，是一项
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活动项目。关于它的
来历，还有一段古老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
前，蜘蛛精跑到了天上，蜘蛛网污染了天河，
玉帝命令青龙处理此事。青龙想一口吞灭正
在天河里嬉戏的蜘蛛精，不料被蜘蛛网罩
住。火龙闻讯及时赶来救援，熊熊烈火从口
中喷薄而出，瞬间就将蜘蛛网烧为灰烬。蜘
蛛精飞入天宫，火龙怕烧坏宫殿，不敢上前再
战。这时，赶来帮忙的白龙、绿龙、黄龙将蜘
蛛精团团围住，才彻底消灭蜘蛛精。玉帝大
喜，就命火龙带领其他龙驻守龙台，播雨浇
田，滋润万物，造福众生。当地群众为了纪念
火龙等龙的丰功伟绩，每年在元宵节前后，锣
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祭祀天地，祈祷来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火龙舞发源于河南省孟州市龙台村，村西
高台处有一座“龙圣祖始庙”，建于殷商时代。
大殿内塑有红、蓝、绿、黄、白五色龙身，村子周
边有5道绵延起伏的丘陵，就像5条翩翩起舞
的巨龙。考古专家在村子附近发现了2处4000
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3处周代以前的
小型陶窑，说明龙台村的文化底蕴十分厚重。

站在“龙圣祖始庙”最高处，向北可远眺巍
巍太行山，向南可俯视滔滔黄河水，是古代皇
帝和达官贵人祭祀天地的重要地点之一。因
此，这里也被世人尊称为“祭龙台”。

“正月十五舞火龙，烟花遍地乐融融。”听
老年人讲，每年的正月十五、正月十六，龙台人
在舞龙之前，组成5条舞龙队伍（近百人），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浩浩荡荡地向“龙圣祖始庙”
进发。到“龙圣祖始庙”后，在场的全体人员整
装肃立，舞龙队伍总头领净手焚香祷告，以鸡
冠之血祭祀。祭祀完毕，龙头率领龙灯拜年，
龙身舞腾，格外引人瞩目，倾注着龙台人对幸
福生活的憧憬。

火龙的制作过程精细而复杂，要选用优质
的竹篾，精心编织成既坚固耐用又轻便灵活的
龙的骨架；然后选用上等布料牢牢地粘在骨架
之上，确保二者紧密贴合、平整光滑；再在龙身
上画龙鳞、龙爪等精美图案，最后点上龙的眼

睛，赋予火龙蜿蜒腾飞的生
动姿态。最关键的一步是，
在龙身上均匀地插上烛火，
使 火 龙 在 舞 动 时 熠 熠 生
辉。因此，每一条火龙都是
龙台人智慧与心血的结晶，
承载着他们对传统技艺的
热爱。

火龙舞不仅是一门传
统技艺，还是一种文化的传
承。现在，龙台人在火龙舞
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
新，从最初的蜡烛发展到以
光电烟雾为一体的现代舞
蹈形式，让火龙舞表演跃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

每年正月初八至正月
十六晚上，在龙凤山庄数千
人的叫好声中，龙台村的火
龙舞表演愈加精彩，众龙舞
动，热闹非凡。只见蓝、绿、
黄3条龙，通体透明、闪闪发
光，龙口喷火，气势恢宏，舞
动中不断展现出“拜龙王”

“摆火阵”“跳龙门”“巨龙
飞”“大盘龙”“龙钻身”等造
型，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火龙拼命舞动，观众掌声如
潮，真是一场酣畅淋漓、蓬勃向上的表演。每
一次舞动，都是力与美的展现，都是烈火与汗
水的交汇。

火龙舞是一项集体性舞蹈，全体队员只有
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火龙舞不仅造型独特，而
且表演套路变幻无穷，活灵活现。特别是5条
龙同时表演，场面非常壮观，时而如灵蛇般盘
旋，时而如游龙般翻腾，点点火花在夜空中犹
如繁星闪烁，引起人们无数赞叹，仿佛真龙再
现，让人叹为观止。

火龙舞承载着中原的文化风范，真实地表
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精彩绝伦的表
演，让观众的心与火龙一起奔腾、飞舞。火龙
舞近些年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1 年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媒体纷纷报道
火龙舞的盛况。

火龙舞，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祈愿，是民
族团结协作的生动体现，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
化魅力和精神追求，是华夏几千年文明历史中
的一个瑰宝。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孟州市创建卫生城市
办公室）

步履坚实佳绩多 新起点上再奋发
——来自新安县人民医院的报告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游新苗 王 双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时光流转，镌刻不凡。
2024年，新安县人民医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以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和河南省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方式改革为契机，在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各项工作“走在前、做示范”，交出了又一张精彩的答卷。

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凝聚
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体系
的主体，承担着维护人民健康的
重要职责，也是卫生健康战线的
主力军，更是党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重要窗口！”新安县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柳杨说。新
时期医院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
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
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在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中，提升医
疗卫生服务质量，更好地维护群
众健康。

在加强党的建设、引领医院
高质量发展方面，新安县人民医
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
党支部建设，筑牢党支部战斗堡
垒，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党
委中心组学习，以党委高质量政
治建设带动党支部建设。同时，
依托主题党日、科务会等时间将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同
部署、同安排、同落实”；党的政

治理论学习教育常态化，通过党
员示范岗、党员亮身份等活动，
促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为年度便民就医系列
改革、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三级医院评审、“医心向党、医路
前行”志愿服务等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坚持文化铸魂，凝聚奋进力
量。2024年，新安县人民医院党
委将文化自信纳入重要工作部
署，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确保医院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
正确方向；在健康科普日、医师
节、护士节等重要节点，利用拍
摄视频、举行表彰活动等方式凝
心聚力，增强医院整体社会责任
感和个人归属感。目前，该院运
营管理的微信“新安医共体公众
号”关注量达到 13 万+，官方抖
音号粉丝量 5.6 万+，获点赞 44
万+，其中《“蓝波接你”救护车》
短视频的播放量高达 1439.7 万
次。在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和洛
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举

办的2024 年健康科普能力提升
培训班上，新安县人民医院的多
条科普视频被作为优秀案例予
以展播。

以党风带政风、促行风。新
安县人民医院党委严格落实“一
岗双责”制度，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贯穿到医院管理
的各个方面，紧盯“关键少数”，
定期对高风险岗位开展廉政风
险点排查，主动规范医疗行为，
降低医疗成本，确保医院清正廉
洁。去年11月，省卫生健康委、
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公布的
2024 年河南省医德医风建设优
秀案例中，新安县人民医院的

《暖心随访，将医疗服务延伸到
家》入选2024年河南省医德医风
建设优秀案例。

稳中求进，优质服务，高质
量发展硕果盈枝

数据是成绩的表达，位序是
跨越的彰显。2024年，新安县人
民医院门诊患者近36万人次，增
长 17.17%；出院患者 3 万余人

次，增长 3.33%；开展手术 8220
例，其中，四级手术占比18.26%、
微创手术占比14.66%，日间手术
占择期手术比例 18.49%。2024
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河南省
DRG 绩效考核，新安县人民医
院的成绩均位列洛阳市15家三
级医院第三名，被正式纳入国家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学科建设稳中有进，“三甲”
创建全面推进。2024年，新安县
人民医院共开展新技术25项，受
益患者共 583 人；呼吸内科-支
气管镜检查伴肺泡灌洗成为河
南省县级特色专科项目；完成1
项市级医学继续教育项目（消化
内科）；成立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成为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推
拿职业学院的教学医院和河南
科技大学的实习医院。同时，该
院三级医院定等评审、五级电子
病历应用、DRG 排名等指标逐
步达标，在洛阳市县级医院中积
极创建“三甲”。

信息化建设实现新跨越，医
保DIP（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
按病种分值付费）支付改革市内
领先。去年3月，五级电子病历
系统在新安县人民医院顺利上
线运行，当年9月，通过“省评”，
目前，正在筹备电子病历“国评”
工作。五级电子病历系统的上
线运行，为三级医院定等评审工
作提供了坚强的数据保障。与
此同时，该院以医保系统重塑、
病案精细化管理、绩效系统改革
联动入手，同向发力、多措并举，
推动医保DIP支付改革工作“走

在前、做示范”。2024年9月，新
安县人民医院负责人在全省医
药 服 务 管 理 工 作 推 进 会 暨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培训会
上，做经验分享。

就医服务“做加法”，就医
流程“做减法”。近年来，新安
县人民医院坚持以“小切口、微
改革”为抓手，不断提高群众就
医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多次代表洛阳市接受河南省

“便民就医少跑腿”服务举措验
收。其中，该院在省内率先推
出的“新生儿出生六件事一起
办”服务，获得群众好评。截至
目前，该院已办理新生儿入户、
医保3000 余人次。因该项工作
突出，省委改革办向该院拨付
专项资金 160 万元用于继续提
升就医环境。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新安经
验”进一步叫响

新安县人民医院是该县紧

密型医共体的龙头单位。2024
年，新安县人民医院再接再厉，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新安经验”
从河南走向全国，进一步叫响。

在高质量推进医共体信息
共享中心建设方面，新安县人民
医院以信息多跑路换来患者少
跑腿，自共享中心成立以来，5名
心电诊断医师完成了县域45万
份心电诊断，7名影像诊断医师
完成了县域50万份影像诊断，解
决了以往县域16家医疗机构“同
一检查重复做，结果不互认”的
问题，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节
约了医保资金。

在积极落实分级诊疗政策
方面，新安县人民医院选派32名
医师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式帮
扶，协助开展新技术、新项目30
个；依托“十大质控中心”体系，
以“中心强”带动“基层强”，基层
胸痛、卒中、创伤救治单元及哨
点建设工作成为省、市典范。目

前，基层救治单元已开展静脉溶
栓130例，稳居全国第一，新安县
医共体北冶镇分院荣获2023 年
河南省胸痛救治单元溶栓引领
单位。同时，该院积极推进胸
痛、卒中、创伤救治哨点验收工
作，打通群众就医“最后的 500
米”，截至目前，已完成胸痛、卒
中哨点212个，其中胸痛哨点52
个、卒中哨点160个。

2025年，新安县人民医院将
持续以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以“国考”成绩达到B
级为指挥棒，以三级医院定等评
审为工作重心，以管理增效为抓
手，以筹划“高质量综合性三级
甲等大学直属附属医院”为规
划，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加快推
进科研创新，全面提升信息化水
平，实施医院精细化管理，推进
医院高质量发展。

（本文图片由新安县人民医
院宣传科提供）

新安县廉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

“暖心随访”，将医疗服务延伸到家泌尿外科手术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