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国内新闻
2025年1月2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飞飞 美术编辑：陈静

本版摘自新华社

北京的冯女士近日在网上预订了春

节期间去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门票。“最

近听说民族文化宫会举办各种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览，看介绍有糖画、珐琅掐丝、

剪纸、兔爷儿等，感觉很有趣，想带着孩

子去亲身体验，近距离感受我们的传统

文化瑰宝。”她说。

去大理学扎染、去自贡看花灯、去新疆

喀什做土陶……据美团旅行数据显示，自

2025年1月1日起，“春节旅游”整体搜索量

同比上涨328%，其中“非遗”相关搜索量同

比增长174%，尤其是“非遗体验”和“非遗

手工”的搜索量分别增长了168%和321%，

大同、扬州、泉州、景德镇等“非遗目的地”

城市的机票预订单量均翻倍增长。

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游客可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清苑传统制香技艺和北京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点翠。来自美团平台的数据显

示，今年1月1日以来，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搜索量同比上涨

235%，其“非遗手工艺体验票”已售出近千

张，大量来自北京、杭州、天津、上海、宜

昌、大连等各地游客喜欢搜索此馆。

一位来自杭州的朱女士表示，“今年

过年打算带家人去北京过年，网上看到

中国工艺美术馆的非遗手工艺体验活

动，就提前预订了票，想带家人一起去体

验一下”。

2025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

消费的若干措施》、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

展司于1月至2月举办2025年全国春节

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措施，给人们带来实惠便利的文旅体

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让旅游过

年、过文化年成为新年俗，为人民群众春

节假期美好生活赋能添彩。

中国多地围绕非遗推出了市集、演

出、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文

化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的节日文旅消

费选择。“竟然能在酒店里面学习非遗红

桃粿制作技艺，孩子玩得很开心”“在火

车站候车时，参与了铁路局举办的剪纸

体验活动”“中国人有自己的‘拉花’——

福建省级非遗茶百戏，不愧是老祖宗留

下来的手艺”……游客在网络平台上写

下了这样的留言。

年货是春节生活的必备品，也是春节

文化的核心要素。买年货，对中国人来

说，是一种集体仪式和情感共鸣，年的变

迁就藏在年货的变迁里。今年，很多体现

传统文化内涵的商品成为年货热销产品。

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

期间，各类传统木版年画类产品深受消

费者青睐，其中“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搜

索量同比增长192%，年画类产品在重庆

的销量同比增长超 9倍，在浙江、福建、

江西、广西等省份的销量同比增长也均

超 3倍。而承载着非遗工艺的蜀绣、湘

绣、粤绣、鲁绣等绣品也成为畅销的新年

货，其中色彩清雅、针法活泼的苏绣产品

销量同比增长253%。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种消费现象反映了当代社

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回归，也体现了

更多消费者愿意以一种更传统、更原汁

原味的方式来迎接新春。

配乐是《最炫民族风》、服装是大花

袄、发型是爆炸波浪卷、鞋子要穿低帮小

皮靴……新春将至，和煦的冬日暖阳下，

新疆莎车县各乡镇“村晚”分会场火热开

演，欢快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说是“村晚”，但基本都在白天举办，

既暖和又方便。一大早，莎车县艾力西

湖镇拜什库都克村文化广场便被观众围

得满满当当，镇上的威风锣鼓队正在广

场中央表演。“好看！”场上队员整齐划一

的敲打动作，配合默契的队形变换，引得

人群掌声阵阵。

这两年艾力西湖镇的产业发展越来

越好，辣椒、巴旦木种植，蛋鸡、肉鸡养

殖，纺织厂、服装厂务工等各类特色产业

和就业机会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大家伙口袋富了，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

越来越高。

如今，艾力西湖镇每个村都有石榴籽

文艺小分队，每周三的巴扎上都有文艺演

出。“一听要搞‘村晚’，大家热情高涨，最

后的16个节目是从20多个村里筛选出来

的。”艾力西湖镇党委书记薛帅说。

广场舞、民族舞、歌曲独唱……节目

类型囊括天南海北，观众的掌声从不吝

啬，“好多节目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现

在都是我们老乡自己演。”观众买买提吐

尔孙·卡地尔笑着说，每个节目他都想拍

下来发朋友圈。

艾力西湖镇的表演还没落幕，县城里

喀赞其街上已经人头攒动。作为莎车县

知名美食街区，为迎接新春到来，喀赞其

街举办了丰富的节日活动，不少群众纷纷

走上街头感受传统习俗、品味特色美食。

而在莎车县乌达力克镇的“村晚”分

会场，喜乐欢快的氛围更加浓厚。随着

喀群赛乃姆歌舞表演登台亮相，大家伙

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广场中央。

喀群赛乃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族赛乃姆的一种，

是在维吾尔族手鼓、都塔尔、笛子、艾捷

克、热瓦普、弹拔尔、唢呐等民族乐器伴

奏下表演的传统歌舞。“现在我们组织培

训赛乃姆传承人、开办赛乃姆艺术班，国

家都有专项的经费，很多年轻人也愿意

学、愿意看，我们要把喀群赛乃姆一代一

代地好好传下去。”表演者阿卜杜赛麦

提·阿卜杜拉说。

看完乌达力克镇的“村晚”，日头已

经西斜，见记者即将返程，同行的工作人

员忙问：“还要不要再去别的活动现场看

看，还有各种比赛呢？”“不了不了，回去

整理整理素材。”“没事没事，明天县里还

有演出！天天都有。”对方笑着说。

莎车县，这座南疆喀什地区的古城，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发展的步伐越来

越快。新春将至，热闹喜庆的“村晚”成

为莎车县各族群众讴歌新生活，歌唱新

时代的活力舞台，也焕发出了这片古老

土地上的勃勃生机。

依靠社交平台上“济南郊区赶集攻

略”的指引，济南市民彭娟牵着女儿的小

手融入莱芜区寨里大集的人流中。她

说：“大集承载着乡愁。想起小时候牵着

父母的衣襟赶集，满眼的好奇与期待，这

也成为我内心最温暖的乡村记忆。”

阳光普照，薄雾尽散。春节前的寨

里大集人头攒动，绵延几公里的集市上，

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叫卖声此起彼伏，讨

价声不绝于耳。寨里镇镇长郑超说，寨

里大集早在明嘉靖年间的《莱芜县志》中

就有记载，被誉为莱芜地区“八大集之

首”，每逢农历三、八之日开集，吸引周边

四五个乡镇群众前来，高峰时人流量可

达数万人次。“集市分服饰、花鸟、蔬菜瓜

果、宠物等八大功能区，人流和商品汇

聚，形成一曲美妙的市井乐章，十足的烟

火气令人沉醉。”

我国大集历史悠久，古书中“日中为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就生动描绘了集市的繁荣景

象。但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化突飞猛进，

诸多农村大集式微，特别是大批农村居

民市民化后，城里人与赶集的乡愁相隔

日远。

伴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山

东因地制宜推出了黄河大集、运河大

集、海洋大集等乡村集市品牌，除销售

特色商品，还在大集上举办年俗节庆、

电商直播、民间艺术展演等活动，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让城里人重温那份热

闹的乡愁。

赶乡村大集，寻传统年味。源于汉、

兴于唐，延续至今的济南南部山区仲宫

大集热闹非凡，周边一些空地停满了城

里来的车辆。在面塑手艺人张祥伟的摊

前，随着他的巧手翻飞，齐天大圣孙悟空

的卡通面塑横空出世，引得众多孩子齐

声赞叹。他告诉记者：“我是跟长辈学的

这门手艺，连续多年在仲宫大集摆摊。

大集上人多热闹，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很

喜欢，我也很高兴。”

“大集充满生活气息。在这里，可以

放慢脚步，和摊主讨价还价，这是线上购

物难以替代的体验。”驱车20公里，35岁

的冯静带着 5岁的儿子来到仲宫大集。

她告诉记者：“时隔 20 年，再逛乡村大

集，儿时的记忆纷纷涌上心头。尤其是

孩子生活在城里，赶集也是让他感受一

下乡村的传统年味。”

喧嚣的仲宫大集上，用手机、单反相

机拍照和录制视频的年轻人随处可见，

有的一边赶集一边和直播间的网民互

动。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

会长张继平说：“乡村大集正不断吸引越

来越多的城市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赶

集既是一种新奇体验，也是一把触发童

年回忆的‘钥匙’。在抖音、小红书等社

交平台上，去乡村大集‘打卡’的分享和

各类赶集攻略层出不穷。”

古老的乡村集市，也成为展示传统

文化的载体。在枣庄台儿庄古城的运河

大集，鲁南皮影戏精彩亮相；聊城市东阿

县黄河大集上，黄河大秧歌受到群众热

捧；青岛市即墨区海洋大集里，即墨大鼓

书博得满堂喝彩……记者在山东多个乡

村大集上看到，特色食品制作、传统地方

戏曲，以及吹糖人、捏面塑等代代相传的

老技艺，仍散发着新魅力。

“乡村大集不仅是一个买卖场所，更

是一种文化延续，一种生活态度。”中国

旅游协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旅游产业研

究院院长王德刚认为，乡村大集这个承

载着无数代人记忆的地方，正以它独有

的方式讲述着过去与现在，成为连接城

市与乡村的情感纽带。

乙巳蛇年新春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

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年味越来越浓。知

名学者、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团圆、祈福和迎春

是春节最为关键的三大主题，寄托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情感。

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阖家团聚是亿万

中国人的梦想。冯骥才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梦

想，才有了独特的“春运现象”。临近过年，中国

所有的城市、乡村，都变成了情感磁场，把出门在

外的人吸引回家。

“春运的人潮所期待的，正是‘年文化’的精

神核心——阖家团聚。从这一点上来说，年是抚

慰人们乡愁的最温暖的日子。”冯骥才说。

当大大小小的“福”字愈来愈多地映入眼帘，

不用问，自然是春节来了。

冯骥才说，传统农耕社会，一年伊始、万象更

新，是对未来所有美好期待的开端，祈福便成为春

节不可缺少的仪式。小到家庭幸福、平安健康，大

到社会富足、国泰民安，都是中国人的“福”。

春节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迎春。春节处在

大自然冬去春来的时日，古人用辞旧迎新四个字

表达对大自然一种很深切的情感与敬意，告别去

岁的生命时光，迎接天地新的馈赠。

冯骥才说，春是新一轮农耕生产的开始，是

未来一年生活的象征，广义的春是新生活的开

始，所以，迎春也称作迎新。

人们在春节，呼唤春、期待春、迎接春，因而

称门联为“春联”，称酒水为“春酒”。“迎春，体现

了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传统哲学精神。”冯骥才说。

春节的文化底蕴深厚且斑斓。“团圆、祈福和

迎春还衍生出春节的其他主题，如祥和、丰收、平

安、富贵等等，它们也都是人们生活中最切实的

愿望。”冯骥才说。

2024年我国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超1亿亩，包括造林6669万亩、

种草改良 4836万亩，其中，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3683万亩。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超过 25%，森林

蓄积量超200亿立方米。

这是记者1月26日在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视

频会议上了解到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按照

“北方扩绿、南方提质”的思路，我国扎实稳步推

进国土绿化，美丽中国绿色成色更足。聚焦打好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全年安排中央投资

320 亿元，实施 287 个项目，建设 58 个保障性苗

圃，完成建设任务超5700万亩。

我国还加快城乡绿化美化，大力推进身边增

绿行动。各地积极建设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打

造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目前已建成国家森林

城市 212个。截至目前，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 43.32%，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5.65
平方米，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2.01%。2024 年，

全民义务植树进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阶段，已

建成各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2530个，

发布各类尽责活动6.1万场。

这位负责人还说，将持续科学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编制出台国土绿化空间规划、项目

作业设计和落地上图管理规定，加快珍贵树种培

育，全面完成好年度1亿亩国土绿化任务。

1月25日，“世情万象——明清画境中的众生

百态”展览在天津博物馆启幕，76件（套）明清绘画

精品在展览中亮相，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

的繁荣，也为中国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艺

术理论与表达形式都上升到新的高度，绘画内容

在继承传统题材的基础上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本次展览由天津博物馆和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联合推出，汇集了两馆馆藏明清绘画精品76
件（套），不仅有备受瞩目的《万笏朝天图卷》和唐

寅《韩熙载夜宴图卷》，还有一批首次展出的天津

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如黄璧《耕织图册》、朱瑞青

《人物图册》、长荫《行乐图卷》等。此外，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极具地方特色的绘画作品也纷纷

亮相，如谢彬《村斗图轴》、朱肇裔《群盲行乐图

册》、朱伦瀚《指画牧牛图轴》等。

本次展览分为节序同风、百业兴荣、时世变换

和适心娱情四个单元，对明清绘画中所反映的这一

时期的岁时节俗、劳动生产、生活和休闲娱乐四个

方面内容进行解读。展览将展至2025年5月5日。

近日，“中国雪乡”正值冰雪旅

游旺季，景区内银装素裹，街上人

头攒动。

今冬，“中国雪乡”景区对街

道、酒店、商店、文化展览馆、换乘

车站等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新修建

奇趣森林登山栈道和雪源大街沿

河商业街等游玩区域，进一步丰富

旅游业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游玩选择。开

园以来，游客络绎不绝，日均入园

人数 1.5万人，单日最高入园人数

超过2.7万人。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中

国雪乡”景区坐落于长白山脉张广

才岭与老爷岭交会处、龙江森工集

团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施业区，

山高林密，拥有“夏无三日晴，冬雪

漫林间”的奇特小气候，雪期长达

约 7个月，是我国冬季冰雪旅游的

热门打卡地。

中国蛇年春节消费兴起“文化热”

赶集去！重温那份热闹的乡愁

白天的“村晚”扮靓多彩乡村

“中国雪乡”：
白雪“燃”情
冰雪点“金”

图为在“中国雪乡”景区，游客在雪韵大街游玩（无人机照片）。

76件（套）明清绘画精品
亮相天津博物馆

2024年我国完成
国土绿化面积超1亿亩

团圆、祈福、迎春……
春节主题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