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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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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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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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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坐船游览江苏苏州平江路水巷。

游客在西安市美食文化街区回民街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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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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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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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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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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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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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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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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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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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中国年：年味充盈市场

人文中国年：产业赓续文脉

自信中国年：新春孕育希望

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记者冯家顺）记者 16 日

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大年初七，各地陆续迎来返

程高峰。截至 16 日 19 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

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死亡 3 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除部

分城市进城方向因流量饱和造成车辆缓行外，未接报

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从公安部交管局监测的 73 条高速公路 700 个重

要通道节点流量看，交通流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29.5％；从监测的 53 条国省道 300 个重要通道节点

流量看，交通流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37.1％。明天

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车流客流将继续攀

升。公安部交管局对假期返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进

行再强调再部署，努力为群众平安返程创造良好道路

交通环境。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 月 17 日至 22 日，受寒潮天

气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幅降温，新疆、内蒙古、

黑龙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华北东部、黄淮大部、华

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将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

影响。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要始终把交

通安全放在第一位，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路况信

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线路，切勿为赶路而超速行驶

和疲劳驾驶。（完）

春 节 假 期 第 七 天
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6日电（记者李典 恩浩 张睿）

16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三个大项上产生 7

枚金牌。其中短道速滑首个金牌日产生的三金中，吉

林、黑龙江、山东队各入一金；重庆选手王强和河北选

手褚源蒙在各自项目上收获个人第二金。

短道速滑赛场又见“兔子战术”。在男子 1500 米

决赛中，出发后位居队尾的吉林队孙龙在出第一个弯

道时突然从外道加速，远远超过其他选手。当比赛进

入到后半程，其他选手相继开始加速，孙龙的速度也并

没有减慢，依旧保持接近半圈的领先优势，最终以 2 分

12 秒 116 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山东队的李文龙摘

得银牌，北京队选手马威获得季军。

在 2000 米混合团体接力中，由李文龙、公俐领衔

的山东队凭借最后一圈的绝地反超获得冠军；吉林队

获得银牌；拥有刘少林、刘少昂、曲春雨的天津队摘

铜。此外，藏一泽为黑龙江队拿下女子 1500 米金牌。

雪上项目方面，当日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各产生

两金。在冬季两项公开组比赛中，前一日夺金的河北

队选手褚源蒙继续保持火热状态，夺得女子 10 公里追

逐赛冠军，也是个人在凉城赛区的第二金。辽宁队选

手程方明夺得男子 12.5 公里追逐赛冠军。

同样迎来连胜、成为“双冠王”的还有越野滑雪名

将王强。在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 15 公里（间隔出发自

由技术）比赛中，曾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越野滑

雪世界杯等大赛的王强继 14 日拿下冬运会重庆历史

首金之后，当日又以领先第二名 24 秒 3 的绝对优势再

次强势夺冠。

“我希望在明年的亚冬会上能够获得金牌，也希望

在 2026 年冬奥会上获得一枚奖牌。如果整体顺利的

话，我会继续滑下去。”王强说。

在越野滑雪公开组女子 10 公里（间隔出发自由技

术）比赛中，黑龙江选手陈玲双拿下个人首个全国大赛

冠军。

当日，冰球青年女子组开赛，北京、辽宁、四川队分

别战胜各自对手，取得“开门红”。冰壶赛场，吉林队和

福建队暂时以四胜一负的战绩领跑公开组混双积分

榜。蔡雪桐、刘佳宇、张义威等名将顺利晋级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公开组决赛。

17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迎来开幕式。

“ 十 四 冬 ”精 彩 纷 呈
三个大项上产生7枚金牌

2 月 16 日，旅客在湖北武昌

站准备出发。春节假期临近尾声，

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新华社发

▷游客在新疆

喀什古城景区汗巴

扎夜市游览。

游客在福建省泉州古城西街游玩。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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