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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榜

本报记者 卢珊

——大同日报新媒体“飞鸟翔集·贺年”专题策划记录

大同日报·抖音号

大同市云冈区新春灯展大庙会迎
来“老朋友”——纯手工超大传统
木炭铜火锅

8～9 日，大同市将出现降雪、弱降
温天气

大型歌舞剧《北魏长歌》惠民演出
观众热情爆棚

大同日报融媒·微信号

正月十五，凤鸣元夕日，团圆欢庆时

玉兔庆新春，古城纳吉祥，“大同兔”
送上兔年鸿运

开始缴费！2023 年度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及补充养老保险~

大同 IP 系列专题 | 易钗而弁，巾帼
不让

大同日报·头条号

大同年 大不同！2023 新春系列活动
人气爆棚、盛况空前

单板滑雪将上演速度与激情！省运
会首项赛事今日在大同打响

278.8 万人大同古城看红火品年味！
第十一届春节文化庙会圆满落幕

2022 年，大同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排名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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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货菜就是炒什锦菜，将绿豆芽、
菠菜、韭菜、蒜黄、肉丝、红萝卜丝、豆腐
皮丝或腐干同炒。然后摊一张鸡蛋饼
盖在菜上（盖盖物），再在上面放两个喜
蛋。喜蛋便是用吃色染成红色的煮鸡
蛋 。 色 泽 鲜 艳 的 货 菜 ，金 黄 色 的“ 盖
物”，两个红色的“枕头”，这个春饼配菜
将色、香、味尽于其中，别有一番风味。

老大同人立春俗语老大同人立春俗语““炒货菜炒货菜、、
盖盖物盖盖物、、戴枕头戴枕头””是啥意思是啥意思？？

儿时的柳哨儿时的柳哨

春天是赏柳的好时节。悠悠的柳
条自自在在地垂下来，装点着春天的风
景。随着柳条透绿，可以试着做一做柳
哨了。我儿时的小伙伴，是一个做柳哨
的高手。看一看柳枝，他就知道哪一根
做出来的柳哨，声音好听，能够吹出连
音。只要春来，总会想起童年的柳哨，
或浑厚，或高亢，一声一声，直抵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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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买元宵的经历让我难忘。
那年，大概是已经上了高中，院里人告
诉我四牌楼东街口上卖元宵，我妈就让
我去买元宵。买元宵的人那叫一个多，
排了好几行队，排出好远。商店当地放
着两个滚元宵的家具，确实是现滚现
卖。做元宵的速度赶不上卖得快，排了
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排进了店里，还不
断有人插队，人们都挨得紧紧的，我第
一次感觉到被人挤得脚不沾地滋味。

四牌楼东街口上的元宵店四牌楼东街口上的元宵店
我被挤得脚不沾地我被挤得脚不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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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年味里的中国传统国色之绛红
明黄篇

飞鸟贺年主题有多“炫”

何以为家

2023 年春节，“发现大同·飞鸟翔集”依
照栏目惯例制作春节特辑，这一次，“家”成
为了策划团队选定的主题。2023 年春运于
1 月 7 日开始，2 月 15 日结束，共计 40 天。
进入 1 月份，返乡的归途就开始热闹了起
来。农历癸卯兔年春节，没有了“非必要不
返乡”的无奈，多数在外奔波的游子终于可
以如旧燕归巢般久违地回家过年，很多家
庭实现了期待已久的团圆。

很多人穷其一生奋斗打拼都是为了一
个“家”，对于人类来说，家是遮风避雨的港
湾。而鸟类的“家”——鸟巢，则是一个为
了繁殖而搭建的临时场所，当鸟宝宝掌握
飞行本领之后，鸟巢便失去其作用。虽说
并非永久性建筑，但多数鸟儿的“家”材质
丰富、造型精致，并且兼具保温和防护作
用。本期“飞鸟特辑”便从材质和构造两方
面详细科普常见鸟巢，并配发飞鸟翔集特
约摄影师过往投稿中亲鸟喂雏主题的摄影
作品，图文并茂，这篇《旧燕归巢，游子回
家！今天就来说说“家”》应运而生。

春节特辑

说起“喜庆吉祥”，你会想到哪种鸟？
都说老虎是百兽之王，那么鸟中之王又是
什么？你知道鸟儿的“家”有多少种吗？根
据灯谜谜面，你能猜出几种鸟的名字？

在牛年、虎年、兔年的春节期间，大同
日报新媒体“发现大同·飞鸟翔集”栏目已
连续三年推出特别策划“飞鸟翔集春节特
辑”——牛年，《吉祥的鸟儿来贺春》选择了
12 种寓意喜庆吉祥，并且生活在大同、生活
在我们身边的鸟儿，结合 12 句描写飞鸟报
春的古诗词，为网友们送去别样的新春祝

福；虎年，推出以“百兽之王”老虎联想到的
鸟类之最《虎年谈“大王”，鸟中谁是“王”》；
兔年，以“过年回家”为切入点，制作鸟巢科
普《旧燕归巢，游子回家！今天就来说说

“家”》。在刚刚过去的兔年元宵节，结合猜
灯谜的传统民俗，策划团队收集了 10 个通
俗易懂的鸟类谜题，制作了元宵节特辑“飞
鸟 X 灯谜”《花好月圆鸟儿俏，灯中谜底弄
倩影~》，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猜谜推文，
为网友送上别样的元宵节祝福。

2023 开年，两篇节日特辑打响了“发现
大同·飞鸟翔集”的头彩，而大同鸟儿的精
彩话题还将继续推送。鸟类保护需要每个
人的力量，学习与鸟类相处的正确方式，让
爱鸟、护鸟成为日常习惯一直以来都是专
题栏目团队想要传达给读者和网友的心
声。正如“发现大同·飞鸟翔集”开栏语中
所 说 ——“ 广 阔 的 蓝 天 才 是 鸟 儿 永 远 的
家”。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过年，就是一道召唤游子归家的
命令，除夕守岁、亲人团聚。鸟儿们
当然也有家，它们的巢也是阖家团圆
的地方吗？自古以来，吉祥鸟总是被
写进诗歌、绘入画中、编进谜语里，尤
其是新春佳节，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角
色。兔年春节，大同日报新媒体“发
现大同·飞鸟翔集”分别于大年初一
和 正 月 十 五 推 出 节 日 特 辑《旧 燕 归
巢，游子回家！今天就来说说“家”》
和《花好月圆鸟儿俏，灯中谜底弄倩
影~》两条推文，被网友点赞。

“中国年 大同味”短视频大赛抖音平
台话题播放量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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