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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巳如意！申遗后的首个春节这样过
关注亚冬会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当乙巳新春款款而至，赶春运、互

拜年、共团圆……熟悉的年味儿扑面而
来。

中国人庆祝千百年的节日，如今又
有了崭新的注脚——一个多月前，“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传统节日”到“文化遗产”，从
“中国年”到“世界年”，乙巳春节的年味
儿，更懂人们的心意。

“和”的向往，更如意——
过年回家，回家团圆。春节期间丰

富多样的活动，寄托着中国人对“和”的
向往。

据交通运输等部门预计，2025年春
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到90亿人次，总量将创历史纪录。

“流动的中国”见活力，也见实力：
今天，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达到
600万公里，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加速布
局，“家”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换来更
快捷、更易得的团圆。

充满仪式感的团圆饭，也有新味道。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节前各地大型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生活必需品库存充

足，价格总体平稳。越来越多重点商超
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通配送到家服
务。

美团数据还显示，“年夜饭预订”
“年夜饭餐厅推荐”相关搜索量月环比
提升 256%，年夜饭线上预订量同比增
长305%，“非遗美食”需求激增。

从全家囤货到随买随吃，从自己
做到下馆子，从吃家常菜到吃各地特
色菜……品尝着越来越美味、越来越省
心的团圆饭，中国人的和文化流淌在餐
桌上。

“美”的追求，更丰富——
“青城双姝”重现《白蛇传》故事，华

彩神州系列灯组恍若仙境下凡……1月
17日晚，2025年“非遗贺新春·点亮中国
灯”蛇年灯会灯彩展示主会场活动在四
川自贡启动，汇聚全国 15个省市 27项
灯会灯彩非遗代表性项目。

古老的赏花灯、逛庙会、闹社火习
俗里，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始终如一；先
进的声光电技术加持下，春节之美呈现
越来越丰富的表现形式。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重点推进10项
“非遗贺新春”系列活动，其中不少都与
新技术、新创意相关：“文脉颂中华”春
节非遗宣传推广活动开展线上集中宣

传展示；“我的家乡年”视频直播活动让
各地群众在网上分享和感受家乡年味；

“非遗贺新春 AI中国年”春节非遗文化
传播活动以科技赋能非遗传承和传播。

更有创意、更广范围的春节民俗活
动和非遗实践，让年味更浓，让生活更美。

“新”的时尚，更蓬勃——
新，是年的定语。

“准备看什么新片？”“春晚上的新
歌听了吗？”“走亲戚穿哪件新衣？”新年
的选择，如今更多了。

观影已成为新年俗。据国家电影
局统计，大年初一票房为18.05亿元，观
影人次为 3515.12万，创造了新的单日
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

旅游也是过年新时尚。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除夕当天

全国各地主要景点的客流量较假期前
一天上升了四成多，尤以主题乐园、人
文古迹等适合家庭出游的景点客流量
增幅最大。除夕夜吃完团圆饭，全家一
起逛景点成为不少市民的守岁新选择。

越来越多新年俗正在成长：逛大
集、买潮玩、抢红包……在年轻人“花
式”过节的时尚中，非遗国潮、春节年俗
焕发新的蓬勃生机。

“潮”的味道，更出圈——

近日，“新春有礼 一起过节”——
2025年中国文创新春海外推广活动在
全球多地拉开帷幕。以春节文化主题
文创产品为桥梁，这一活动向海外友人
寄送承载中国精神内涵的文创好礼、发
出节日问候。

在全球多个角落，外国朋友沉浸于
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之中：阿联酋迪
拜，专业模特试穿起马面裙；西班牙格
拉纳达，中外友人一起品茶论道；沙特
阿拉伯利雅得的“新春大集”上，文创展
示的非遗魅力吸引当地观众驻足……

当“China Travel”成为 2024年全球
热词，升格“世界年”的春节引起更多人
瞩目。

携程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入境游市
场进一步增长。近1个月，海外游客“灯
会”“京剧”“川剧变脸”等非遗类项目门
票订单同比增长超 6倍，预计非遗体验
项目还将迎来更高增长。

始终和美、永远新潮，春节因此辉
光日新。

怀着最美好的期盼，向着新的春
天，愿我们的生活“巳巳”如意、我们的
文化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 徐
壮）

如果要谈中国的冰雪运动，就
不能不提黑龙江。在中国的东北
角，冰雪以其慷慨之情滋养着这片
富饶的黑土地，结出累累硕果——
在我国获得的22枚冬奥会金牌中，
有13枚与黑龙江运动员有关。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即将到
来，让我们看看“雄鸡之冠”傲然的
冰雪运动成就。

花样滑冰被誉为“冰上芭蕾”，
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的赛场上，
隋文静/韩聪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
彩的比赛，并站上最高领奖台。

隋文静和韩聪都来自哈尔滨。
在这个有“冰城”美誉的城市，花样
滑冰写下了璀璨的历史。

从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成立
花样滑冰队开始，一代代教练员、运
动员生动演绎“薪火相传”。时间倒
回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赛场上，一
位老者在场边静静注视，他叫姚滨，
是中国第一代双人滑运动员，也被
人们称作中国花样滑冰的“教父”。

几十年的执教生涯，姚滨带出
了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张丹/张
昊三对世界级双人滑组合。其中，
申雪/赵宏博获得2010年温哥华冬
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为中国
花滑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
破”。包括姚滨本人在内，他们都来
自哈尔滨。

不仅是花样滑冰，来自哈尔滨
的张虹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获
得速滑女子1000米金牌，这是中国
队在冬奥会速滑项目上的首枚金
牌。随后任子威、张雨婷等一批哈
尔滨健儿也在北京冬奥会等大赛上
为中国队摘金夺银。

传承，在黑龙江的冰雪运动发
展历史中，是极富标志性的词语。

七台河，位于中国东北边陲，寒
冷的冬季为那里开展各种冰上运动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冬天到倭肯河看看，就知道为
啥七台河出冠军了，下至四五岁，上
至六七十岁，全是在河面上滑冰
的。”一位网友这样说。

从杨扬2002年为我国实现冬
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到王濛成为
冬奥“三冠王”，一代代人的接续努
力让七台河成为中国短道速滑运动
的培养“摇篮”。不过，这座以煤炭
资源著称的城市能成为“冠军之
城”，离不开一个人。

他就是七台河功勋教练——孟
庆余，被称为七台河市短道速滑事
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从小热爱滑冰，这位采煤工人
在20世纪70年代的滑冰比赛中脱
颖而出，被调入市体委，成为七台河
市的滑冰教练并开始着手组建速滑
队。

从四面透风的露天场地，到挂
着霜的墙壁，条件的艰苦并未阻止
他和队员们的训练步伐。1991年，
师从孟庆余、入选国家队的张杰和
队友在世界大冬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接力比赛中夺冠，成为七台
河走出的首位世界冠军。此后，杨
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这四位冬
奥冠军，无一不是孟庆余的弟子。

不幸的是，2006年孟庆余因交
通事故，猝然离世，赵小兵、张杰、董
延海、张利增……一批由他亲手选
拔和培养起来的优秀教练员、运动
员，接过他手中的秒表，继续执鞭冰
场。

在黑龙江，几乎每个城市都有
自己的代表性运动，即使这项运动
有时并不能给运动员带来冬奥会金
牌。

在齐齐哈尔，你常常能在路上
看到拿着冰球杆的人，这座城市因
为火热的冰球运动氛围，被誉为“亚
洲最佳冰球城市”。

齐齐哈尔是我国开展冰上运动
较早的城市之一。齐齐哈尔冰球队
自20世纪50年代建队以来，累计获
得数十个全国锦标赛、联赛冠军。
从2017年开始，齐齐哈尔将每年1
月份第一个整周的星期六定为“齐
齐哈尔冰球节”，并连续多年每年举
办夏、冬两季“冰球季”赛事。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体育基础
设施逐步完备，冰雪赛事品牌影响力
不断提升。齐齐哈尔市冬季运动项
目中心4座标准滑冰馆对市民开放，
200多块室外天然冰场，吸引男女老
少驰骋冰面、一展身手。

“齐齐哈尔人对冰球的热爱是
与生俱来的。一到冬季，齐齐哈尔
的各大室内冰球场地几乎都被各级
别比赛占用，为了保证训练，一些球
队不得不‘转战’室外，搞得室外场
地也得提前预订。”齐齐哈尔市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说。

一项运动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完
备的人才培养体系。齐齐哈尔市组
建了100余支中小学冰球队，为冰
球运动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了广阔的
舞台。

“在黑龙江省几乎每个城市都
有自己独具传统和优势的冰雪运动，
这些年我们积极提倡‘一市一品’或
者‘一市多品’，比如伊春的冰壶、鹤
岗的高山滑雪、鸡西的越野滑雪。”黑
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庄士超说。

历经七十余载，黑龙江省冰雪
体育事业筚路蓝缕、开拓进取。人
们相信，2025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亚
冬会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的冰雪运
动发展。

（新华社哈尔滨1月30日电 记
者 王君宝）

看诞生于西周的飨
宴“周八珍”在光影中“摆
盘上桌”，学习传统用餐
礼仪，再动手做一个独一
无二的非遗花馍……日
前，在位于陕西西安的陕
菜文化体验博物馆里，15
名西安的小学生经历了
一次生动的“陕菜巡游之
旅”。

素来对历史感兴趣
的董毅阳对照研学手册，
学得格外认真。“以前只
听过‘周八珍’，没想到现
在吃的烤乳猪、烧里脊都
源自它，如果过年再看到
这些菜可不只是觉得好
吃了，更懂得了其中的历
史文化。”董毅阳说。

陕菜已有 3000 多年
历史，美食与“食礼”对中
华饮食文化产生着深远
影响。2021年，中华老字
号西安饭庄打造陕菜文
化体验博物馆，通过文化
展览、科技体验、研学活
动等方式讲述陕菜文化
的前世今生，至今已接待
游客50余万人次、研学万
余人次。

“如今人们对饭菜的
期待不仅是美味，还有文
化。自寒假开始到春节，
博物馆以非遗美食里的
新年文化为主题开展研
学活动，接待量有了明显
提升。”该博物馆工作人
员陈妙楠说。

走出西安饭庄，“老
字号非遗市集”的摊位
上，黄桂稠酒、葫芦鸡、传
统蒸碗、特色糕点等地道
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众多

消费者采购新春菜肴。春节期间，西安饭庄、五
一饭店、德发长、同盛祥等多家老字号设置非遗
美食摊位，有的还组织了写福字、投壶、对诗、做
元宵等趣味年俗活动。

据陕西省商务厅数据显示，陕西共有中华老
字号品牌 33个，陕西老字号品牌 101个，涉及食
品加工、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领域。
陕西省老字号协会秘书长杨潇表示，很多老字号
企业本身也是非遗传承单位，近年来，它们愈发
重视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让产品既作
为消费品走进群众生活，也成为文化符号与人们
产生情感链接。

在“福至长安 乐购双节”2025西安市新春年
货大集上，一抹亮眼的橙色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
目光。皮影元素的秦兵马俑、大雁塔、钟楼、城墙
等西安的文化地标在冰峰汽水橙色的罐身上勾
勒出美丽画卷。自 2023年起，每逢春节，中华老
字号品牌冰峰汽水联合陕西文化企业、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推出特色“春节罐”，将罐
身作为展示陕西文化的“广告牌”，随消费者带往
全国各地。

2025 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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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
旅”，提升产品供给能力，丰富消费业态和场
景。

“老字号品牌挖掘与创新文化展示方式，积
极融入文旅产业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消费增长，
更是文化自信的滋养。”杨潇说。

（新华社西安1月29日电 记者 蔡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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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鸡之冠”的冰雪荣耀

（上接第1版）跨境物流通道加
快建设。中欧班列累计开通发运线
路 12 条 ，累 计 发 运 班 列 176 列 ，
2024 年同比增长 151%，班列始发
数量提升至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全面加强与二连浩特、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等口岸合作，成功开行全
国首列经阿拉山口出境 JSQ 班列。
打通 TIR 国际道路运输线路，开通
呼和浩特——乌兰巴托——伊斯坦
布尔、呼和浩特——莫斯科全货运
包机航线，首次实现国际货运航线常
态化运行。开通“天津港——呼和浩
特”海铁联运集装箱班列，落地内蒙
古自治区首单“区港联动”保税加工
业务。

合作交往更加密切。与蒙古国
乌兰巴托、俄罗斯乌兰乌德、美国兰
辛、白俄罗斯戈梅利等8个城市缔结
友好城市，与 20多个外国城市建立
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互派青少年友
好交流访问团组近百批、千余人次。

今年，呼和浩特市聚焦建设区域
开放型城市、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枢纽
节点，将进一步推动布局优化、加快平
台扩展、发展新型业态、深化人文交
流，争取在2025年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突破245亿元，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
累计注册企业超240家。继续全力推
动面向俄蒙欧“对外开放圈”，以开放
破发展之题、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
势，为首府开放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呼和浩特全力推动
面向俄蒙欧“对外开放圈”

中国年世界年 携手同庆

“春联一贴，年味儿就浓了！”除夕当天，塞尔维
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综合部负责人吴一带着塞
籍员工一起贴春联装扮项目营地，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

“多瑙走廊”是塞尔维亚东部地区重要的快速公
路项目，由中国山东高速集团承建。项目雇用的塞
籍员工大多学习了简单的汉语。

火红春联映衬下，项目营地迎来除夕夜的“重头
戏”——包饺子。调馅、和面、擀皮、下锅，动作一气
呵成，项目桥梁工程师莎拉·塔迪奇和同事们学得起
劲，饺子包得有模有样。“恭喜发财！蛇年大吉！”端
着自己包的刚出锅的饺子，塔迪奇用中文向同事送
出新春祝福，“能和中国同事一起过新年，体验春节
传统习俗，太兴奋了！”

当“一带一路”遇上新春佳节，“中国年”正成为
“世界年”。中国海外建设者也在世界各地播撒下和
谐和睦的种子。

“春节可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克罗地
亚塞尼风电项目员工扎克利娜·钱贝尔对记者说。
今年是钱贝尔与中国同事一起过的第六个除夕夜。
暖黄灯光倾洒工地，热气腾腾饺子上桌，中外员工欢
聚一堂，共同举杯，祝明天更美好。

作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项目的样板工
程，中国北方国际承建的塞尼风电项目自 2021年 12
月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发电 12.6亿千瓦时，为当地
居民提供了便宜且稳定的电力供应，还给当地合作
企业带来可观收益，为解决克罗地亚全国的能源问
题作出重要贡献。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春联福字映入眼帘。在万
里之遥的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最南端，中国援建的
格林纳达国家板球场维修项目生活区洋溢着喜悦欢
乐的新年氛围。

“海外过年同样年味十足！”项目组施工经理许
素星告诉记者，与中方人员共度新春佳节的格林纳
达朋友对中国美食和中国文化都非常感兴趣，大家
一起包饺子、写春联、尝美食、演节目。“很多人很快
学会了用筷子，团圆饭气氛十分融洽。”

家国情赤子心 无悔坚守

“想家确实是想的，虽然过年没能回家，但爸妈
都理解我、支持我。”除夕当天，身在刚果（布）的廖志
康和往常一样忙着项目安全排查。

作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刚果（布）国家四号
路项目的建设者，廖志康忙完一天的工作，算好时
差，在北京时间新年钟声敲响时拨通视频电话，为父
母送上新春祝福。

国家四号路项目是刚果（布）最大港口城市黑角
市的重点工程，对改善当地交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正是深知当地民众对这条路翘首
以盼，廖志康选择在春节坚守岗位。“这不仅是责任，
更是对项目的热爱。”

一路跨越山海，一路风雨兼程。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许多中国海外建设者寒来暑
往坚守一线，怀着对事业的热爱，用青春和奋斗绘就
着共同发展、美美与共的丝路画卷。

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项目位于诺维萨德的调
度指挥中心，已经 6年没回国过年的项目副总工程师
杨冠岭春节期间照常值班。除夕和大年初一那天，
他早上 6点多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开会、现场协调、

回驻地处理邮件。
“这里与国内有 7个小时时差，有时忙完想打个

电话，家人已经睡下了。”杨冠岭说，夜深人静时，还
是会想家，“但看着项目一天天平稳推进，心里就非
常踏实”。

思念，无碍坚守；奉献，更显赤忱。
在伊拉克工作多年的中国绿洲石油公司生产管

理部经理王晖已想不起上一个全家团圆的春节是什
么时候，却对项目油田所有生产数据谙熟于心。

作为伊拉克战后首个对外能源合作项目艾哈代
布油田的作业方，中国绿洲石油公司 2009年起便来
到这里。油田生产不分昼夜，为伊拉克最大热电厂
提供燃料，确保设施安全运行是王晖的主要职责。
用他的话说，“我们是在守护这里的万家灯火”。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重要时刻，王晖却选
择和我们坚守一线，这令人钦佩！”艾哈代布油田生
产管理部主管哈迪·奥贝德说。

舍小家顾大家，常坚守勇担当。十多年来，中国
海外建设者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持续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从理念化为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

中国梦世界梦 美美与共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
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
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为有抱负、敢作为
的中国青年提供在海外奋斗成长的广阔舞台。

哈萨克斯坦里海沥青厂改造项目工程技术部主
管周祖灿来自贵州，去年 6月刚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硕士毕业。这是他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参与的第一个海外项目。今年春节，他和 170多
名同事一起冒着严寒，坚守在项目一线。

由中国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里海沥青
厂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建设的第一个大型石化项
目，为哈公路建设提供了大量道路沥青。去年 5月，
中信建设启动在原厂址基础上的改造升级工程。

在周祖灿看来，沥青厂为当地道路建设提供了
材料保障，也为铺设中哈互利共赢之路添砖加瓦。

“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外建设者，能为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贡献力量，我深感荣幸。这是挑战，更是成
长的机遇。”

通过一项项新成果、一个个新项目点亮全球共
同发展之路，身在海外的中国建设者们生动践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除夕夜，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简称“马东铁”）
项目综合管理部员工杨志超组织中马两国员工一
道，将从国内带来的红灯笼高高挂起，期盼这份红彤
彤的暖意能为乙巳蛇年带来好运。

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马东铁项
目是中马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设
计全长 600多公里，被视为连通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

“陆上桥梁”，建成后将带动东海岸地区经济发展，并
极大改善沿线地区互联互通。

看着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杨志超和同事
们坚信，这条凝结了汗水和努力、通向未来的铁路，
将成为中马两国建设者共同的骄傲。

岁聿云暮，万象更新。中国海外建设者不断挥
洒汗水、激扬热情，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美好
愿景播撒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广阔大地上，
与各国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
跑出加速度，深刻诠释着同球共济、命运与共的理
念。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 于荣 闫洁）

别样团圆 家国情深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年

万家灯火，辞旧迎新。

在这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有这样一群中国海外建设者，继续奋战在

全球各地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用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以实际

行动促进中外务实合作，共同迈向更美好未来。

文化中国行

1月29日，人们在昆明市海埂大坝喂食红嘴鸥。
当日是大年初一，众多市民与游客来到云南昆明的海埂大坝、海埂公园

等地，观赏越冬的红嘴鸥，欢庆新年。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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