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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 ，观
众 在 位 于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的 中 国 园 林 博
物 馆“ 物 上 山 水 ”展
览 现 场 体 验 写 毛 笔
字“山水”。

当 日 是 农 历 大
年 初 二 ，人 们 走 进
博 物 馆 、书 店 、图 书
馆 等 场 所 ，享 受 文
化大餐。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 摄

▶1 月 23 日，在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
区，市民和游客观赏
庆新春歌舞表演。

春节期间，新疆
乌鲁木齐文化活动精
彩纷呈，不少市民和
游客趁着晴好天气，
来到乌鲁木齐大巴扎
景区观赏歌舞表演、
购买特色商品，乐享
假日生活。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1月23日，一名小朋友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
滑冰。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二，人们来到北京“冰立方”冰上
运动中心滑冰、体验冰壶，乐享新春假期。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文化大餐过大年文化大餐过大年

新 华 简 讯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回家团圆，让乡情
乡味慰藉乡愁；节日里的非遗，在赓续传承中焕
发新生；多彩的文化体验，带来全新民俗享受
……癸卯春节的浓浓年味穿越古今，彰显中华文
化新气象，勾勒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时代新图景。

回家团圆抚慰浓浓乡愁

“兔年好运财源广，新春如意富贵来！”除夕
一大早，黑龙江宁安市新立村村民张继芳边给家
门两侧贴上春联，边念叨着上面的美好愿望。门
的中间，还特意把“福”字倒过来贴。“这样福就到
了！”张继芳笑着说。

皑皑白雪之中，张继芳的家被这抹红色衬得
年味满满。

因为疫情，在江苏务工的张继芳和丈夫已有
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今年春节我们就想着无论
如何也要回家，和家人一起才是过年！”张继芳
说。

归家有期，团圆不远。对中国人而言，和家
人团圆，或许是过年最典型的含义。这样的奔赴
一年一次，这样的奔赴千年不变。

“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就像飞出去很久的小
鸟又回到了巢里，感觉非常温暖。”经过7个多小
时的飞行，从迪拜启程的张钦伟一下飞机感觉浑
身是劲。

2001年大学毕业后，张钦伟从广东汕头独自
前往阿联酋迪拜发展。转眼20多年过去，生意也
越做越大，如今已是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的他已
三年没有回家过年。

置办年货、吃年夜饭、祭祖、祈福、走亲戚
……张钦伟此次回乡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
当。“红桃粿、反沙芋头、糖葱薄饼，这些是我们潮
汕人过年要吃的传统小吃，也是我在外想了好久
的家乡味道。”张钦伟说。

年夜饭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浓情的一餐。无论
是热腾腾的饺子、甜蜜蜜的年糕，还是寓意团团圆
圆的炸丸子、年年有余的红烧鱼，都蕴含着家乡的

味道，年味和亲情就这样年复一年传递着。
在辽宁鞍山，市民王聪和家人一边包饺子一

边唠家常。王聪说，饺子上桌后，晚辈还要给长
辈拜年，收到祝福的父母给孩子压岁红包，希望
孩子新的一年健康成长。

守岁、拜年、年夜饭……家家户户的天伦之
乐、欢声笑语，汇聚起来就是九百六十多万平方
公里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世界多地举办的一场场
中国年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的华夏儿女深情表
达着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对乡愁的慰
藉，也让国际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春节的点点滴
滴，共同触摸五千年文明的脉动。

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民俗文化节，数十个
民俗摊位和一场持续三个多小时的文艺演出给
纽约的华侨华人带来节日气氛；在荷兰海牙，吃
饺子、写“福”字、听古筝、观画作，浓浓的中国年
味让观众流连忘返；在智利圣地亚哥，一场盛大
的春节庆祝活动为当地民众奉上了中国武术、太
极、舞龙舞狮、歌舞等精彩节目，现场掌声欢呼声
不断……

一声声“过年好”、一回回拱手礼中，优秀传
统文化代代相传，升腾浓厚的家国情怀。

非遗焕发时代新活力

“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报平安，家家门
前说一段，句句吉祥庆丰年”……大年初一，宁夏
固原市西吉县县城彩旗飘舞，一波波社火队伍走
上街头，身着戏服的春官在喜庆的锣鼓声中为当
地百姓送上新春祝福。

春官送福是六盘山区的一项传统春节民俗
文化活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彩的
表演吸引了不少街坊举起手机用视频记录下来。

千里之外，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一场喜
气洋洋的四川省级非遗客家婚俗表演正在举行。
热闹的场面令当地村民和游客连连拍手叫好。

“希望今天这场融入了客家山歌的婚俗表

演，在为十里八乡的龙泉客家人团聚添喜的同
时，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并记住这一传统习
俗。”客家婚俗传承人赵文义说。

春节里的非遗，是新年的“老味道”，唤起人
们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饭熟咯！打糍粑嘞！”
在湖南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村民粟婷把蒸

熟的乌米饭倒进石臼，卖力地舂了起来。生动的
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加入，一同体验这一当地节
日民俗。

“我们小时候，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打糍
粑。今年过年，我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这种
热闹的氛围。”游客林娟说。

吃乌米糍粑，听古老傩戏。每逢春节，村民
们还会聚在祠堂里观看傩戏表演，以此庆祝过去
一年的收获，祝愿来年风调雨顺。

“高椅傩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
会的发展，傩戏表演也成为旅游项目，用属于古
村的独特方式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高椅乡党
委书记胡长春说，我们将守护好这一文化遗产，
赓续传统文化，振兴美丽乡村。

放眼神州，一项项精彩绝妙的非遗项目助力
节日里的乡村活力迸发。

河北省涉县张家庄一街村，制作跑马花灯的
工人们延续百年传统技艺，忙着赶制节日期间的
订单；浙江省仙居县金竹溪村，400多村民舞起一
条360多米长的板凳龙，一派壮观喜庆；广西罗城
仫佬族自治县思平村，民间剪纸艺人们用一张张
福兔窗花，把祝福通过网络“送”到千家万户……

山川不老，薪火相传。承载民族文化基因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伴着浓浓年味焕发时代新活力。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期间，在西
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的非遗集市和非遗展
演活动上，丰富的非遗技艺吸引了游客驻足观
看、动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欢迎。”泥
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位前站了不少游客，

“通过对传统泥塑的形象和造型比
例进行调整，再结合现代流行元素，
这些泥塑兔变得更加可爱。”

令李俊平欣慰的是，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开始拥抱传统文化，加入
非遗传承队伍，带来创新思维，让传
统技艺更年轻、更有活力。

文化体验成为新年俗

正月初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络绎不绝的
观众。“癸卯金安——二〇二三新春展”上的圆明
园海晏堂兔首，引人驻足观看。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许多人的新年俗。
在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穿着汉服样式蓬
蓬裙的徐恩多认真制作着牡丹蝶袄粘贴挂件。
她要把挂件用作过年装饰。

“春节期间，我们依托馆藏年俗相关文物举
办丰富多彩的展览和体验活动，就是想让观众到
孔子博物馆过个热热闹闹的佳节。”孔子博物馆
副馆长杨金泉说。

辽宁省博物馆“玉兔迎春——生肖系列文化
展”、河南博物院“十二生肖拜大年——癸卯新春
生肖文化”主题特展……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
已有19个省份900余家博物馆策划推出博物馆
过大年相关展览和活动2200余个。

新年俗、新年景、新年味，享受春节的方式越
来越丰富。

在海南三亚，沙滩椰林迎来又一波旅游过年
的游客。据统计，1月8日以来，三亚各湾区酒店
入住率稳定在90％左右。春节前一周，三亚主要
景区日均接待客流 8．24 万人次，同比提升
46％。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震旻
介绍，春节期间，三亚市组织开展新春集市、国潮
燃派对、音乐集市、海旅免税“贺新春、闹元宵”促
销活动等，给新春旅游注入活力。

除了三亚，成都、广州、重庆、昆明、哈尔滨等

地也迎来大量游客。携程发布的一份市场预测
报告显示，春节期间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去年
上涨45％，人均旅游花费同比提升53％。

新春佳节，有人选择动身前往远方，有人以
书香温润心田。

在北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等将除
夕夜营业时间延长至大年初一凌晨一点。大年
初二，中关村图书大厦内开展“新春宫灯DIY”主
题活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张爱军介绍，春节期间，全市将有超过160家
实体书店开门营业，推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系
列主题阅读、非遗体验、民俗文化、直播节目等特
色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朋友奉上丰富多彩的文
化盛宴。

一方银幕，也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陪伴。大
年初一这天，上海的“90后”影迷连城足足跑了家
附近的3家大型影城，看了多部新片。他开心地
说：“选择太丰富，无论全家出动，还是个人休闲，
都能在电影院找到适合的视听享受。”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2》《满江红》《无名》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交换人生》《深海》等多
部影片上映。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也纷纷推出
惠民活动，鼓励市民观影过年。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大年初一春节档首日，
我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13．4亿元。业内人士预
计，春节期间电影票房有望创造佳绩。

吉兔呈祥，癸卯金安。新春佳节，传统在赓
续，乡愁有寄托，精神更富足……神州大地年味
浓郁，满目生机，一幅自信昂扬的崭新图景徐徐
展开。

玉兔奔九州 年味满中华
——从癸卯春节看中华文化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日本禽流感疫情严重

新华社东京 1月 23 日电 （记
者 钱铮）日本农林水产省22日通
报，位于千叶县匝瑳市的一个家禽农
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这是当
前禽流感流行季日本报告的第64起
疫情。截至22日，日本累计扑杀的涉
疫家禽数上升至创纪录的近1180万
只，且这一纪录仍在不断被刷新。

中 荷 合 拍 首 部 青 少 年
题 材 电 影 在 荷 兰 首 映

新华社海牙 1 月 22 日电 （记
者 王湘江）中国与荷兰合拍的首部
青少年题材电影《威武小狮王》22日
在荷兰海牙首映，影片演职人员、荷
中友好协会会员和在荷华侨华人代
表等观看。

中 国 空 间 站 举 办“ 全 球
拍 天 宫 ”摄 影 作 品 展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李国
利 邓孟）春节期间，一场特殊的摄影
作品展在中国人的“太空家园”举办，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对展出的“全球拍
天宫”摄影作品进行了重点介绍。

这是继举办第二届“天宫画展”之
后，中国空间站送给全国人民的又一
份“新春礼物”。

2022年失业保险共释放稳岗红利2713亿元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3 日 电

（姜琳 郭晓蕾）记者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获悉，2022年，人社
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先
后出台三轮“降缓返补扩提”一系
列阶段性、组合式援企稳岗政策
举措，其中仅失业保险就释放稳
岗红利2713亿元。

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内容，也是积极就业政策的有机
组成部分。据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
长桂桢介绍，2022年，我国在延续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一年的基础
上，叠加实施困难行业企业和受疫
情影响中小微企业缓缴失业保险单
位缴费政策，共减收企业失业保险
费1590亿元。2022年全年，各级
人社部门共向787万户企业发放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497亿元。

世界大冬会落幕中国代
表团1金 2银 1铜收官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消息，当地时间22日晚，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美国
普莱西德湖落幕。

过去10天，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
的1400多名学生运动员在12个大项、
85个小项上展开角逐。最终，日本代表
团以21金、17银和10铜的成绩位列奖
牌榜首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本次派出
24名运动员参加了短道速滑、女子冰
壶、单板滑雪项目的比赛，收获1金2银
1铜，在奖牌榜上名列第17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团长张爱
龙表示，大冬会作为一项国际大学生综
合性运动会，不仅仅是一个赛事，更是
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交流、学习的平台。
本届大冬会的竞技水平非常高，各个参
赛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我国运动
员能与国际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完成
非常精彩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运动员们顽强拼搏、自信自强，充分展
示了我国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竞技水平
与精神风貌。

张爱龙说，接下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将高度重视大学生冰雪运动的发展。

下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
2025年1月13日至23日在意大利都灵
举行。

（接 1 版）去年以来，我州围绕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特色农产品资
源优势，以产业振兴为着力点，大
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全面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激发了乡村发展的
内生动力，跑出了经济发展的“加
速度”，让群众吃上了“产业饭”、走
上了小康路。我州不断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群众发展“牛
羊菜果薯药菌花”特色产业，新建
高标准农田32万亩，新建规模养殖
场85家、发展规模养殖户2526户；3
个国际鲜花港进入盛产期，康乐县
优质肉牛集约化养殖基地一期建
成，“东乡贡羊”入选2022年“甘味”
系列十大地方公用精品品牌；食用
菌、蔬菜、中药材、百合、藜麦等特
色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177.2万亩，
牛羊饲养量分别达到 99万头、903
万只，走出了一条符合临夏实际的
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文旅产业优势加快释放

邂逅临夏，一步一景、移步易
景、景随身行，一幅文旅融合的山
水画卷徐徐铺开，“十有临夏”魅力
无限，文旅产业千帆竞进。

我州坚持以全域全季节旅游
发展为方向，以产业提档升级为目
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产业
基础、提升服务水平、强化品牌塑
造、促进融合发展，文旅产业发展
呈现出游客人数激增、乡村旅游火
爆、品牌节会活动高潮迭起、景区
景点知名度显著提升、文旅融合广
度深度不断拓展的良好态势。深
入实施文旅产业深度开发攻坚战，
沿太子山积石山旅游大通道、永靖
县环湖北路、临夏县环库公路全线
贯通，打造了黄河历史文化长廊、
云上河州、星语云端等特色景点，
刘家峡国际滑翔伞营地被评为国
家 4A级旅游景区，折桥湾、松鸣岩
入选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域全季节
旅游格局正在形成。

我州着眼满足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的需求，不断
完善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产品，以
黄河三峡自驾游营地、沿太子山旅
游大通道为主的自驾游线路已经
形成，吸引了州内外游客纷至沓
来。坚持链式开发、业态互融，丰

富自驾游、民宿、露营地、农家乐、
美食街区、夜间经济、康养小镇等
旅游要素供给，全方位开展宣传营
销推介，提升“花儿临夏·在河之
州”旅游形象。开展抓特色、强品
牌专项行动，依托县市旅游资源、
文化特色和产业基础，争创一批文
旅特色品牌；开展抓宣传、强智慧
专项行动，利用一切能调动的宣传
资源，把“十有临夏”融入到“花儿
临夏·在河之州”品牌形象中，集中
展现在文旅宣传推介图文、画册、
视频中，打出一套宣传“组合拳”，
打造“十有临夏”靓丽新名片。

美食品牌打响叫亮

东乡手抓、河州包子、发子面
肠、临夏锅盔……说起临夏的地方
特色美食，许多群众和游客如数家
珍。我州坚持标准化服务、产业化
打造、链条式发展，加强供应链基
础设施建设，建立原材料生产供应
基地，开工建设临夏美食产业园，
拓展美食产业大数据平台，搭建冷
链物流和中央厨房配送平台，构建
从田间地头原材料供应到个性化、
品牌化、多元化餐饮消费全流程产
业链条。发挥美食协会作用，加大
金融信贷、资金奖补、技能培训力
度，加快品牌推广步伐，打造一批
美食街、美食乡村、美食示范店，不
断扩大美食产业规模。

我州成立临夏美食产业发展
中心和行业协会，制定发布美食
标准和经典菜系，创建“河州味
道”餐饮地方公共品牌，发展以牛
肉面为主、覆盖当地特色名优小
吃的临夏美食中式快餐，计划在全
国重点城市打造“河州味道”旗舰
店、标准店和创业店，逐步建立集
培训、加工、配送、连锁经营为一体
的临夏特色美食产业体系；打造

“三统一”品牌门店，制定发布美食
标准体系，成立州美食餐饮协会、
县市和国内多地分会，打造品牌店
756家，目前我州群众在全国开办
的餐饮门店达 2.98万家、从业人员
近 15.7万人。

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让临夏
这片土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
活力，也让我州广大群众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不断收获自信与幸福。

“百亿”产业撑起百姓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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