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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新市，物阜民丰，百业兴隆。
举起杯、聚个餐、守好岁，传统在赓

续；赏新片、买非遗、去旅行，年俗更新
潮。好一个年味儿十足的开年市，好一个
烟火气升腾的中国年！

跟随百姓欢度春节的步履，新华社记
者深入大江南北，在浓郁年味儿里感受人
文与经济交融共生之和、相得益彰之美。

活力中国年：年味充盈市场

一桌年夜饭，不尽团圆情。
龙头造型的行运金龙包、用粉色小龙

点缀的豆茸酸奶糕、寓意“盆满钵满”的
盆菜和“步步高升”的年糕……广州酒家
今年的年夜饭，饱含吉祥的好意头。

“与往年相比，今年顾客预订年夜饭
周期更早、速度更快、态度更积极。”广
州酒家龙津西路店店长杨洪强说，“今年
的年夜饭套餐去年 12 月起就被订满了。
多款成品、半成品年菜的线上销售情况也
很火爆。我们还联合广州博物馆等文博机
构开展春节民俗体验活动，餐桌更添‘文
化味’。”

从全家上阵采购食材制备年夜饭，到
选择在饭店享受年夜饭，再到根据群众需
求提供更有滋味更有内涵的年夜饭，中国
人的“舌尖文化”与“舌尖经济”相辅相
成。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除夕，
我国部分重点大型连锁超市即时零售销售
额同比增长约20%。年夜饭等服务消费火
热。除夕当天，重点电商平台在线餐饮销
售额同比增长40.8%。

吃饱喝足，上街接福。大年初一一
早，北京王府井商圈已经人头攒动。在王
府井工美大厦前，披上龙年新衣的“冰墩
墩”化身“龙墩墩”，威武喜庆，吸引不
少人拍照打卡。

来自湖南的陈女士一口气买了三个
“龙墩墩”毛绒玩具，她兴奋地说：“初一
买‘龙’，新年一定会龙马精神！”

乘着贺岁东风，“龙墩墩”再次跻身
文创界“顶流”。自2023年12月7日正式
开售以来，各线下门店累计销售“龙墩
墩”系列产品约60万件。

良渚博物院的龙首玉颜镜、中国邮政
以甲辰龙年生肖邮票图案为主题的文创冰
箱贴、华为的龙年典藏版耳机……龙，赋
予创作者灵感，丰富消费者选择。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
祎看来，中国生肖经济火热的背后，是基
于生肖的文创和品牌营销与现代国潮消费
趋势相结合，通过创新融入多样化的文化
元素，从而激发的消费新活力。

祖国东北，一条由传递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火炬人群组成的“巨龙”格外
醒目。2月 17日，“十四冬”将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开幕。

“我们推动冰雪产业与文化、体育、
旅游深度融合，力争实现旅游拉动消费升
级，促进冰雪经济提质提效。”呼伦贝尔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杨红说。

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内蒙古冰
雪旅游迎春“绽放”。据内蒙古文化和旅
游厅统计，春节假期第一天，全区接待国
内游客 390.97万人次，是 2023年同期的
5.66 倍，实现旅游收入 26.88 亿元，是
2023年同期的7.61倍。

旅游团圆、休闲过年，大好河山成为
人们欢度新春佳节的壮丽背景。

在新疆喀什古城，彩灯高挂、福字盈
门，民族风情与春节装饰相映成趣。来自
甘肃的游客张格兴奋地说：“走进其中，
买买逛逛，才能真正体会到‘新疆是个好

地方’的人文之美。”
据统计，春节假期前四天，喀什地区

共接待游客 86.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5.90%；实现旅游收入 7.09亿元，同比
增长216.52%。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春节
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数以亿计的中
国民众在春节假期内返回故乡、探亲访
友。春节期间人们外出聚餐、购物、旅行
的意愿会大幅提升，假日消费需求充分释
放。

年味浓厚，市场红火。古老春节，为
开年经济铺就深厚的文化底蕴。

人文中国年：产业赓续文脉

这个春节假期，游人纷纷走进拥有
2500多年历史的江苏苏州平江路，感受
古城之春、体验国风新年。

花灯缀满小桥，红绸映照流水；红色
的货摊随着古街巷绵延，香囊福袋沁人心
脾……顺应人们需求，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推出新春年味市集等一系列活动，让市
民、游客在江南年俗中领略传统文化魅
力。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三天，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累计客流量超过 40 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传统文化的生命张力在实践中。”苏
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俊认为，彰显江南
文化特色的文旅新业态、文化新场景、文
创新产品，不仅赓续佳节传统，而且让中
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交
相融合，实现了春节文化和现代经济和谐
共生。

当文化浸润经济，传统年俗更有寄
托，新年俗也在不断酝酿。

在陕西延安，春节期间，延安红街、
南泥湾红色小镇等红色文化主题街区游客
接待量屡创新高；《延安保育院》《再回延
安》等红色演艺项目一票难求。丰富多彩
的活动，将红色文化与春节文化紧密结
合，为群众送上节日文化大餐。

“趁着假期，我特意带全家人来延安
游玩，在这里不仅能感受到厚重的红色文
化，也培养了孩子的家国情怀。”来自陕
西汉中的游客王建华说。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从延安，到西
柏坡；从中共一大纪念馆，到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中华大地上，一个个“红色
地标”的璀璨光芒，在万家团圆之时更显

夺目，吸引人们纷至沓来。
以经济“活化”文化，春节经济也在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辽宁辽阳，非遗民俗游园大庙会上打
铁花引来阵阵叫好；四川成都，武侯祠成
都大庙会上传统花灯讲起现代故事；江西
南昌，第二十届绳金塔庙会让古老历史文
化街区“活”起来……传承千百年的老手
艺、老行当，在这个春节生机勃发。

来到 2024天津市第二届西岸非遗·
老字号年货节，近百家中华老字号品牌、
津门老字号品牌、非遗项目令人目不暇
接，市民游客逛市集、买年货、赏非遗，
热闹的市场烘托出浓浓的年味儿。

天津市市级非遗项目王氏手绘盘丝传
统服饰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郁从霞说：

“我们在这里展示非遗项目和非遗产品，
老人们看到了非遗的创新，孩子们领略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非遗年货
节，我们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更
重要的是实现了非遗文化的传播。”

自信中国年：新春孕育希望

球场内，队旗招展、芦笙悦响、锣鼓
喧天；球场外，灯笼高挂、游人往来，一
派热闹的过年景象……大年初四，在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甲辰龙
年的“村超”拉开大幕。

“这是‘村超’赛事在2023年盛夏火
爆‘出圈’以来，榕江人在春节期间迎来
的首个大型‘文体嘉年华’，吸引了上万
观众。”现场解说员、榕江人杨兵自豪地
说，以“足球运动”和“民族文化”为鲜
明特色的“村超”，不仅增添了节日氛
围，还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鼓舞着
人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努力奋斗。

过去一年，“村超”系列赛事全网浏
览量超 580亿次，累计吸引游客 733万人
次，有力带动榕江酒店、餐饮、特色产品
消费。

“开门红”赢得“满堂彩”。人文之美
正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改革创
新中传承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
需要。

突破 70亿！2月 16日，2024年春节
档票房再度传来捷报。

观影过年已经是许多人习以为常的文
化活动。来自杭州的 65岁影迷王爱虹和
家人春节期间到上海省亲，就特地安排了

全家人“影院休闲一日游”。“大家一起看
了《第二十条》《飞驰人生 2》，马上要看
《热辣滚烫》，特别开心。”王爱虹说。

数据显示，2月 10日至 11日，48小
时内就有超过 130 万人次在上海购票观
影，上海成为春节档起步阶段全国观影人
次最多的城市。各大院线开足场次、加排
零点场，满足观众的多元需求。

“今年春节档佳片多、人气旺，尤其
是国产喜剧影片品质不断提升，观众好评
如潮。”UME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卢瑛
预计，电影票房还将进一步冲高。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
数据也显示，2月 1日至 29日，各大票务
平台在售演出项目数量 2200余个，场次
超8500场。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文化消费在春
节期间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最重要的是
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

“不远千里来泉州，除了想体验簪
花，更想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深厚文化内
涵，也为节后复工好好放松精神。”来自
武汉的游客朱林轩选择到泉州古城过年，
享受“慢”下来的假期。

文化兴盛、经济繁荣，这是泉州的真
实写照——它是拥有世界遗产点 22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4 处的人文之
城，也是GDP破万亿、拥有九大千亿产
业集群的繁荣都市。

2023 年，泉州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
客 8652.97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53.9%；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
达 1002.40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68.9%。人们在此享受千年古城烟火气
息，城市也在“双向奔赴”中更新发展。

“深度挖掘本地文化遗产资源和传统
民俗，泉州将通过举办非遗年货节、元宵
灯会等民俗活动，力争再现宋元泉州繁华
盛景。同时，还推出发放文旅消费券、折
扣减免等惠民措施，让人们有获得感、幸
福感，更好满足人们对‘世遗之城’的向
往。”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
家说。

龙腾虎跃、鱼跃龙门。透过新春中国
经济这扇窗，人们见证人文与经济交相辉
映的开年图景，品读着“发展为了人民”
的中国实践。

这个春节，我们感受高质量发展的人
文价值，自信满满开启新一年。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在年味儿里感在年味儿里感受人文经济魅力受人文经济魅力
新华社记者

2024 年 2 月 11 日
晚，人们在济南市趵
突泉公园观赏花灯。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2月17日，正月初八，春节假期的最
后一天，也是整个假期出行返程的高峰。
南来北往，东行西进，人们收拾好行李，
离开家乡，踏上返岗的路途。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相关信息显示，受
返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持续高位运
行影响，预计当日 14时至 18时为出行集
中、易发生拥堵缓行时段，高速公路峰值
将达到 6520万辆，是春运期间路网平均
车流量的 1.75倍左右。同时受寒潮影响，
近日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
气，中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雨雪天气，给
公路出行带来不便。

“大客流叠加恶劣天气等不确定因
素，给春运服务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带来
较大压力。”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采
取积极措施，全力
做好路网调度、运

输组织、安全
应急、疏堵保
畅等工作，切
实保障旅客安

全、有序、温馨出行。
为应对新一轮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

范，湖北交通加强重点路段监测预警，加
大事故施救调度力度，不断完善应急响应
流程；充分运用交通信息技术，密切关注路
网运行情况，综合调度各方资源；同时加强
车辆引导分流，坚持“远端引导、近端分流”
工作原则，通过广播、电子显示屏、地图导
航等引导司机避开拥堵路段等。

为进一步提升春运期间外地师生回沪
返校的出行体验，上海市交通委依托交通
生活数字化转型“出行即服务”平台，组
织“春运回沪返校定制专线”，提供2月16
日至3月5日期间从虹桥长途汽车站开往6
个方向27所高校校区的定制专线。返校师
生根据已完成预约购买的线路，抵达虹桥
枢纽指定上客点，核验后即可乘坐专线。

为确保务工人员安心返乡、舒心返
岗，辽宁阜新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就业群
体和企业用工需求，全力打好政策服务

“组合拳”，提前筹划、精细安排，建立
“节前送、节后接”运输模式，在企业放
假、复工日组织 16辆大巴车开展“点对

点”专车直达运输服务，专车从家门口直
达厂门口，助企稳岗复工。

春节假期进入尾声，铁路返程客流持
续攀升。从铁路12306预售票情况看，北
京、上海、广州、郑州等城市客流较多。
为此，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地区
各大车站主动对接所在站区管委会，实时
共享客流数据信息，动态调整公共交通运
力供应；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在京
沪、广深、徐蚌、合阜等热门方向增开旅
客列车 410列，对 187列动车组列车实行
重联运行；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开行
夜间高铁 56 列，增开去往焦作、周口、
太原、南京等方向的旅客列车 15列……
各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及时在热门
线路区段增开旅客列车，落实便民利民惠
民措施，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身穿红马甲的
“小红帮您”工作团队穿梭在熙熙攘攘的
返程人群中。耐心解答旅客的问询，为首
次乘机的旅客提供指引，为无陪伴的儿童
办理登机手续……团队用精细化的服务，
为南来北往的旅客带来出行的便利和返程

的舒心体验。
琼州海峡迎来春节返程高峰。为最大

限度保障过海需求，海事部门协调推动秀
英港 7、8号泊位应急使用，每日最大可
增加发班 34艘次；指导运营企业调派全
部客滚船参与待渡车辆抢运，提高船舶周
转效率，最大限度满足各个港口运力需
求。此外，海事部门密切关注海峡寒潮大
风和冬季浓雾气象预警，提醒客滚船和企
业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实现分港区、分航
区、分时段精准化交通管理。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春运返程高峰到来

各地各部门切实保障返程出行平安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2月16日，旅客乘车抵达江苏南京
站。春节假期临近尾声，各地迎来返程
高峰。新华社发（杨素平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 白瀛）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
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第三季）将于 17日起在
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
绍，节目以创新手法生动解
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
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
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旨
在推动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
记的丰厚学养，彰显习近平
文化思想蕴含的伟大真理力
量、实践力量，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
识和理解。

12集节目分别以“江山
就是人民”“九万里风鹏正
举”“为有源头活水来”“万
紫千红总是春”“风物长宜
放眼量”“天容海色本澄
清”“时代前进的号角”“不
负青山不负人”“铁马冰河

入梦来”“雄关漫道真如
铁”“明月何曾是两乡”“长
风破浪会有时”为题，聚焦
人民至上、党的领导、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统一
战线、共同富裕、全面依法
治国、文化建设、生态文
明、强军之路、国家安全、
命运与共、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等话题。

据介绍，每一集节目都
将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
短片”“文化经典释义”“思
想理论解读”“写在祖国大
地上的思政课”“元气满满
的中国故事”“经典诗文诵
读”六个环节，构建起古今
相通、情景交融、深入浅出
的思想理论启迪和真挚情感
传递的平台。节目由十位思
想解读人和四位经典释义
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中引用典故的出处背
景、历史故事，分析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将播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7
日电（记者 朱文哲） 17 日
上午，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组委会全体会议暨代表
团团长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举行。“十四
冬”组委会副主任、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郑宏范在会上表示，“十
四冬”各项筹办工作已全部
就绪。

郑宏范介绍说，“十四
冬”共设 7 个赛区，目前北
京延庆、河北崇礼两个异
地办赛地区和内蒙古赤峰
喀喇沁赛区，以及呼和浩特
市群众比赛项目已经全部完
赛。“内蒙古在5个赛区布局
了 4 个室内冰场、3 个滑雪
场、1 个室外群众比赛冰雪
场地，各场馆场地基础设施
改造升级工作全部如期完

成。”
郑宏范表示，借助承办

“十四冬”契机，内蒙古举
办“冬运惠民”系列赛事活
动共 240 余场次，直接参与
25万人次，辐射带动健身爱
好者近 300 万人次。各赛区
在场馆、机场、火车站、接
待酒店、旅游景点设置“十
四冬”主题倒计时装置、冰
雕雪雕、宣传板等，充分展
现浓厚的办赛氛围和鲜明的
地域特色，营造了全民参
与、全民共享“十四冬”的
浓厚氛围。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
会后首次举办的全国冬季项
目综合性体育赛事，是历届
冬运会中标准最高、规模最
大、项目最全的一届，也是
内蒙古首次承办全国大型综
合性运动会。

“十四冬”各项筹办工作
已全部就绪

（上接1版） 2月 15日，新华
社客户端刊发 《锦绣中国
年·舌尖上的春节》，聚焦商
丘古城特色美食，成为“爆
款”。更有众多网红大咖通过
线上直播，体验来商丘古城
逛庙会、赏民俗、寻年味的
乐趣。

游走商丘古城，除了各
具特色的门头匾额，路边小
摊位也挂出了颇具文化味的
书法招牌，众多的手工艺品
店和特色小吃摊人气旺盛。
在这里，你可以尝正宗的麦
芽糖、买过年才有的琉璃蹦
蹦、玩儿时最爱的打陀螺游
戏，也可以在古城的街巷找
到那些百年非遗，感受不一
样的人间烟火。

初步统计，商丘市 2024
年春节团拜会暨“龙腾中国

年·出彩新商丘”春节联欢
会，在各大新闻网站和头部
网络平台传播推广，网间触
达累计 5.69亿次，点赞评论
转发互动量 累 计 2.76 亿 人
次。春节假期，商丘古城
网上网下火爆出圈，各大
主流新闻网站和头部互联
网平台持续关注商丘，网
间 触 达 累 计 7.35 亿 人 次 ，
点赞评论转发互动 1.87亿人
次。自媒体聚焦春节期间
的商丘古城、华商广场、
汉梁文化公园等，阅读量累
计 1483 万次，点赞量 21.73
万次。

龙腾盛世，龙行龘龘。龙
年春节的商丘文旅文创融合
出圈，“古城风、现代味、人间
色、烟火气”的商丘古城势头
正劲！

（上接1版）对于每一个人来
说，振奋龙马精神，就必须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做好
自己的事情。应履行好在工
作岗位上的职责，坚持重实
干、做实功、求实效，以蛟
龙入海的干事创业劲头营造
龙翔九天的事业发展局面，
以个人步步向前推动城市发
展步步向前。

大 美 商 丘 ， 气 象 万

千 ； 同 心 致 远 ， 未 来 无
限。新年新起点，我们要
将龙马精神转化为强大动
力 ， 用 更 加 坚 定 的 信 念 、
更加坚韧的意志、更加勇
敢的担当，在各自平凡的
岗位上不懈奋斗，以实干
实绩迎接春暖花开、万紫
千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商丘实践新篇章添
砖加瓦、增光添彩。

振奋龙马精神
共创美好未来

古城风 现代味
人间色 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