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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清晨，在位于黑河之畔的临泽

县枣乡路旁，草木葱郁、溪水潺潺。干

净整洁的健身步道宛如丝带，顺着溪水

延伸至城南公园。拉伸肩膀、动态热身

……居民刘丽君新的一天便从这里开

启。“我家就住在附近，每天早上来这里

跑步健身、看看风景，感觉特别美好。”

如今，走进临泽，体育公园、健身步

道、足球场等运动场地随处可见；市民

游客沉浸式体验各项比赛活动，享受运

动快乐；乡村群众健身赛事如火如荼，

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幅幅全民健身

新画卷，生动展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1987 年 ，临 泽 县 被 原 国 家 体 委 命

名 为 全 国 体 育 先 进 县 。 此 后 ，临 泽 县

先 后 2 次 获 评 全 国 群 众 体 育 先 进 单

位。2022 年，临泽县被国家体育总局

表彰命名为全国第一批全民运动健身

模范县。

近年来，临泽县以创建全民运动健

身模范县为引领，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大力推进

健康临泽建设，全县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初具规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基本形成，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培育成

效明显，青少年体育工作不断加强，“体

育+”深度融合发展有效推进，全县体育

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良好

局面。

健身就在家门口

临近傍晚，很多市民纷纷来到临泽

县全民健身中心，或在智慧健身房挥汗

如雨，或在各球馆切磋技艺。在全民健

身智慧服务平台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

着各场馆客流数量、场馆饱和度、时段

客流排名等信息，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便

捷、高效的场馆健身服务。

“今年以来，仅县体育馆、全民健身中

心、游泳馆 3个场馆就接待健身群众 14.5

万人次。”临泽县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易多

叁说。

在智慧健身房里的一台智能体测

一体机旁，几位群众在排队免费领取健

康体质报告。“我们的健身教练通过参

考健康体质报告里的具体数值，为大家

制 订 个 性 化 的 训 练 计 划 ，做 到 科 学 健

身。”负责运营的临泽县鸿健文体旅游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勇说。

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以全民

健身促进全民健康，近年来，临泽县累

计投资 1.8 亿元，先后建成临泽县游泳

馆、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田径跑

道足球场、流沙河景区体育公园、绕城

健身步道等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更好满

足群众多层次健身需求。

如今，一处处健身场馆、一条条健

身步道、一项项赛事，见证着临泽县体

育事业的不断进步。

全县 7 个镇、71 个行政村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率先完成全省“一

村一场”“一镇一中心”“一县一馆”建设

目标；

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4.36

平 方 米 ，城 市 社 区“10—15 分 钟 健 身

圈”、镇村“30 分钟健身圈”初步建成，有

效破解了“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

广泛开展智慧足球进校园、智慧体育

进社区、全民健身线上赛等活动，让群众享

受更加科学、有效、便捷的健身服务……

在沙河镇化音村党群服务中心前，

悬浮地板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和

各项休闲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围

在一起举行各种文体活动。“我们利用

节假日举办各类比赛，在丰富群众精神

文 化 生 活 的 同 时 ，还 提 升 了 乡 村 凝 聚

力。”化音村党支部书记宋鸿利说。

篮球场边围满了村民，加油声、呐

喊声此起彼伏。与健康相伴，同美好生

活 同 行 ，临 泽 县 用 心 用 情 发 展 群 众 体

育，回应群众期盼。

赛事活动多姿多彩

临 泽 生 态 马 拉 松 、青 少 年 航 模 大

赛、中华垂钓大赛、西北五省武术邀请

赛……精品赛事接连举办，运动健儿们

纷至沓来，成为临泽县推动全民健身运

动，打造特色文体旅名片的强力引擎。

在去年举办的第二十三届“我爱祖

国海疆”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航海模

型教育竞赛中，航模制作、水上竞速竞

相展示。选手们通过精湛的操控技巧，遥

控着各式花样的模型船逐浪前行。

“在比赛中感受到这项运动的独特魅

力，也向其他选手学到了很多创意设计和

制作技巧。这次在临泽比赛收获很多。”

来自嘉峪关市的参赛选手尚宇森说。

“和大家同台竞技，既增长了见识

又开阔了眼界。”临泽县职教中心参赛

选手贾轩说。

近年来，临泽县积极引进高水平体

育赛事，让“在家门口观赛参赛”成为群

众的日常，为主动融合赋能城市发展添

动力、开新路。

届次化连续举办三十三届元旦环

城 赛 跑 、二 十 四 届“ 健 康 杯”职 工 篮 球

赛、九届校园足球联赛，全县每年举办

县级全民健身比赛活动 12 次以上，赛事

规模不断壮大，影响力与日俱增；

连续举办八届临泽生态马拉松赛，

荣获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金牌赛事”

称号。

为更好普及健身活动，全县还累计培

训评聘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861名，城

市社区平均每 100人、镇村平均每 400人

拥有1名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积极发挥

“传帮带”作用，为群众提供科学合理的健身

指导服务，以全民健身推动全民健康。

如今，临泽县大赛、小赛、活动不断，

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体育活动，享受健身

快乐。

“体育+”带来新体验

今年，一场千人徒步活动在张掖世

界地质公园举行。从空中俯瞰，七彩丹

霞宛若披上五彩霓裳，重重叠叠的色彩

洒满墚塬，美不胜收。

一队队徒步爱好者穿行在绚烂多

姿的彩色丘陵间，畅享户外运动，欣赏

自然风光。“我们一到这里就被色彩艳

丽的七彩丹霞所震撼。漫步其中，来一

场亲近自然的徒步，让我们感到心旷神

怡。”来自兰州的徒步爱好者陈明说。

近年来，临泽县将全民健身密切融

入城市发展，丰富体育内涵，提升产业

升级，打造“体育+”深度融合，更好引导

群众能健身、会健身、健好身。

——“体育+旅游”深度融合。依托

特色旅游文化资源，在教育、旅游、休闲

等生活场景中植入健身元素，建设临泽

生态马拉松专用赛道，培育打造“枣乡

临泽”四条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六大体

育休闲旅游节点，举办“红色骑行”“彩

虹奔跑”“徒步露营”等主题户外活动 28

场次，参与活动 12 万人次。

——“体育+康养”深度融合。依托

得天独厚的气候、区位、温泉、饮食等优

势，投资 8.7 亿元规划建设彩虹谷·康养

庄园、西游主题运动小镇、流沙河体育公

园水体验馆、金沙湾沙漠旅游度假营地

等体育康养休闲项目，拓展健身休闲，拉

动体育消费。

——“体育+研学”深度融合。依托

德源农庄青少年农作实践基地、红桥庄

园青少年户外运动营地、靠山大营户外

运动营地，广泛开展徒步露营、青少年

冬夏令营、农作实践体验、体能拓展等

活 动 ，打 造 青 少 年 户 外 素 质 教 育 基

地。

——“体育+会展”深度融合。精心

筹办临泽生态马拉松产业高峰论坛、户

外运动嘉年华等展会活动，依托乡村特

色旅游资源开发徒步露营、体能拓展、

团建联谊等运动休闲产品 20 多个。据

易 多 叁 介 绍 ，这 些 活 动 共 吸 引 休 闲 健

身、观光旅游 3 万多人次，拉动体育消费

近 3000 万元。

阳光、步道、绿地、场馆相生相融，

群众的获得感切实增强，正持续转化为

推动“枣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今后，临泽县将持续改善体育健身

设施，推动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不

断增加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让这座位于

河西走廊中部的西北小城，日益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临泽：推动全民健身 尽显“运动范儿”侯洪建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 日 清 晨 ，哈 尔 滨 西 开 往 上 海 虹 桥 的

G1202 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制作

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关于月亮的诗

句……这几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列车上举办庆中秋

主题活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节传统习俗，

让节日氛围感“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一份份

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站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是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着团圆

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天人头

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1000人次，比平

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补货。”店长陈天宝忙

得脚不沾地。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

用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馅的月饼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店，店长

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方特色，新增了青

花酒香麻辣牛肉、玫瑰奇亚籽、枣泥核桃三种

新口味月饼，口感软糯，深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精彩纷呈

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 米水上花

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新区礼嘉天街北

岸湖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巨型月亮”灯光

装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步，情

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合影。“阖家团

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会让节日氛围更浓厚

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了山西古

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星宿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月、赏月

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很多游客既可以在

山上赏月，也可以泛舟在湖上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15 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赏月航

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诵诗歌，月亮刚好

出现在舷窗边。我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听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立马有了回家团

聚的感觉。”李女士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第 12年执

飞“赏月航班”。她说：“一轮明月照见五湖四海

的旅客，我们一起望月怀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静寂千年。

今年 6 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

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又一次将月壤采

回国内。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作：

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 吨月壤或可满足 50

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制月壤砖……未

来，在月球上建房子也许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出，吟诗逛

展……全国各地“花样”过中秋，赓续传统文

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城，200 余

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中约七

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文化。“中轴线之

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精华，“北京文物”

展现老北京胡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 万片羽毛、800

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明亚克力”材料，

大型手工羽毛彩灯“凤舞九天”充满祥瑞，为

大家送上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声声、裙

袂飘飘。“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中国’，

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生和外国友人一起来

重庆游玩，神秘的川剧变脸、浑厚的川江号子、

技艺考究的盖碗茶，让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已坐满了

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点，烟火气慢慢升腾。

十 余 天 前 ，超 强 台 风“ 摩 羯 ”在 这 里 登

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支

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总队的第一批电力工人。

他已连续奋战十多天，不顾炎热，不分昼

夜。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是

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坚持，让群众过上亮

堂的中秋节。”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阳华容县，团

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备了十桌饭菜，每桌十个菜

品，鸡、鱼、肉等主菜已经备好，就等大家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望大家在

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团洲乡敬老院院长

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重新粉

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换新。杨巧珍

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餐饭，就很幸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用实际行

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室外

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所所长

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入户检查。“这几

天我们外出检修得穿棉服、戴手套了。节假

日里不能因为用电问题影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的生活蒸

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长明不熄，再苦再

累也值得。”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明 月 共 此 时，家 国 同 奋 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新华社记者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

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友情的

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的惬意；

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祝

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群

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着小家团

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求。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金风送爽，桂花飘香，又是一年中

秋时。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二仙掌村村

民张小女已备好粗月饼，只待皓月当

空，将其与苹果、葡萄、石榴等水果摆放

在农家小院的方桌上，燃香敬拜。之

后，她会将“大团圆”月饼切成小块，分

给赏月的家人们。

“每年八月十五都拜‘月婆婆’，希望

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张小女说。

赏月、拜月、吃月饼——72 岁的张

小女从小就这么过中秋节，如今这些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节（泽州中

秋习俗）的重要内容，在晋东南、豫西

北、冀南等地广为流传。

这些传承至今的习惯是中秋习俗

流传千年的精华。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月亮崇拜及

祭月密不可分。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

录》记载，八月十五中秋节正是七月孟

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三秋之半，故得

“中秋”之名。

月到中秋分外明。早在唐朝时赏

月之风大兴。临轩玩月、泛舟望月、饮

酒对月……赏月是古人过中秋必不可

少的节目。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

录》中提到，中秋时节新酒、螃蟹、水果

新鲜上市，富贵人家和普通百姓都要寻一处好地方赏

月，儿童嬉戏打闹，夜市里人们狂欢到天亮。

中秋节的底色是欢快的，但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

难免会有人触景起相思。唐代诗人白居易用“西北望乡

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表达思乡之情；中唐诗人王建

一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道尽对友人的

思念；宋代大文豪苏轼醉酒后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传递对亲人的深情祝愿。

如果说唐宋时期爱赏月，明朝则重视拜月和团聚，

这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中秋夜，人们在家或户外设

月神牌位，摆上供品，叩拜，祈求月神赐福。男子愿蟾宫

折桂，女子盼美丽容颜和美满生活。

这时月饼成为中秋节的节令食品，既可当供品，也

是亲友间相互馈赠的佳品。

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这样描述中秋节：“八月十五

祭月，其祭果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

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可见

当时的月饼较大，需全家分而食之。

张小女制作的“大团圆”月饼体现了当地特色。泽

州粗月饼看上去像一个锁着花边的圆形面饼，内包两层

冰糖、花生、葡萄干、核桃仁等杂碎馅料，表面装饰图案，

或蒸或烤而成。讲究的图案比较复杂，但张小女喜欢在

村口拔棵野草，洗干净后，印在上面，充满野趣。

“现在市场上卖的月饼口味有几十种，但 3 个儿女

还是吵着要吃妈妈做的粗月饼。”古稀之年的张小女一

脸骄傲地说。

除赏月吃月饼外，中国各地还有丰富多彩的中秋习

俗，例如福建厦门的中秋博饼游戏、江西安福县的中秋

烧塔习俗、香港的舞火龙节庆仪式等，带给人们节日的

欢乐和祝福。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中秋传统习俗在淡化，传承方

式也在由家庭传承向社会化传承发展。人们通过社区、

景区等公共平台乐享中秋传统文化。星空论坛、文艺晚

会、祭月大典、社火表演、打制粗月饼……今年中秋节假

期，“中国赏月名山”晋城珏山景区推出系列活动，游客

可免费观看和参与。

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常嗣

新说，中秋节传承着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

虽然习俗在演变，但团圆是永恒旋律，更是中国人普遍

的美好愿景，在尽享亲情友情中增进家庭和民族的凝聚

力，涵养家国情怀。

（新华社太原 9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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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陈爱平 张格

夜幕降临，重庆渝中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内游人如织。“白天主打室内游，晚上再来爬

坡上坎，作为‘不夜城’，重庆的夜很有味道。”

游客陈玉珏说。

这个中秋假期，记者走访重庆、上海、湖

南等地文旅市场发现，今年中秋游多了一份

“松弛感”，中式夜游、短途“微度假”、文艺游

成为游客热门选项。

郴江河畔，华灯璀璨，清逸婉转的湘昆曲

调自河上传来。在湖南郴州苏仙区裕后街历

史文化街区，来自湖南省昆剧团的演员们乘

坐花船巡游，吸引市民游客争相拍照留念。

裕后街是秦汉时期湘粤古道的始发地，

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月影之下，古街别

具风味。中秋假期，裕后街举办历史文化节，

推出皮影戏、非遗文化市集、民俗演绎等系列

活动。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更是把夜游玩出

新花样。15 日晚，来自世界各地的翼装飞行

员们与身披“嫦娥”轻纱的演艺人员一起在月

色中带来一场震撼演出。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表示，各地

结合时令节庆，在传统赏月外拓展消费场景，

带来多元化体验，让中式夜游成为中秋假期文

旅消费热点。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

国内古镇园林夜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77％，夜间游船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2％。

今年中秋节，市内游及周边的“微度假”

广受欢迎。

9 月 17 日中秋节，上海市徐汇区龙华广

场举办“唐韵中秋”节庆活动，京剧、沪剧、昆

曲、评弹……现场演绎曲艺界的“团圆盛会”。

上海市民徐竞和 5 岁的女儿穿上汉服，

在此观看表演，打卡拍照。她说，城市商圈和

街区举办丰富活动，既能体验传统文化，又能

方便地就餐、聚会，是个好去处。

多样的文艺活动也给游客带来更多好去

处。重庆渝中区假期陆续推出中秋节赏秋文

化展、解读中秋诗作活动、中秋优秀美术作品

展等。渝中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卢永军说，

中秋假期首日，渝中区接待游客 104.6 万人

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5.8％；旅游综合收

入 8.8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4％。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月 夜 游 短 途 游 文 艺 游
——中秋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中秋假期，市民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赵家弄参与版画拓印。

▽9月 17日，中秋月明，人们在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太湖边赏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