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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4日电 近日，又

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祝贺中国人民喜迎龙年新春。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通伦祝愿兄弟的中国人民永享国泰

民安、繁荣昌盛、幸福安康，祝传统友好

和“四好”精神指引下的老中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不断开花结果，高质量、高标

准、高水平的老中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

民带来更多福祉。

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

康，表示古中关系充满生机活力、造福两

国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的

典范。古方将坚定不移同中方赓续传统

友谊，增进相互团结，深化战略合作。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祝愿中国繁

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表示今年是蒙中

建交 75 周年、《蒙中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签署 30 周年、蒙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10 周 年 ，相 信 双 方 将 加 强 各 领 域 合

作，深化友好交流，共促繁荣发展。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祝贺中国人民

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取得无与伦比的成

就，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开创国家

繁荣昌盛的新篇章。

尼泊尔总统鲍德尔祝愿中国长期和

平、进步、繁荣，坚信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

领导下，山水相连的尼中两国各领域关系

将进一步发展，人文交流将会更上一层楼。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祝习近平主席

和友好的中国人民新春快乐，表示龙年

象征着力量、智慧和繁荣，中国春节有着

深厚传统和文化意义，希望喜庆春节给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祝福、

幸福和成就。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祝中国人民新

年平安、幸福、繁荣，表示以中友谊根植

于两大古老而伟大的文明，拥有源远流

长的共同智慧，期待不断深化两国传统

友谊，推进各领域合作。

伊朗总统莱希祝伟大的中国和中国

人民幸福安康，表示伊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正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相信

伊中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合

作将持续深化。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祝愿农历新

年象征的活力、希望和机遇遍及中国的广

袤土地和世界华侨华人，祝中国繁荣昌

盛、不断创新，持续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科摩罗总统阿扎利祝愿伟大的中国

在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在追求和平、进步

与繁荣的崇高道路上取得成功，造福中

国人民和全人类。

南苏丹总统基尔祝福龙年给中国带

来健康、喜乐和繁荣，表示愿同中方密切

合作，深化南中友谊。

马耳他总统维拉向中国人民致以诚

挚的新春祝福，表示马中友谊历久弥坚，

马方愿继续做中方的好朋友、好伙伴，推

动两国关系始终强劲发展。

瑙鲁总统阿迪昂祝愿中国人民新春

快乐、幸福安康，表示瑙中复交是历史性

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双方相互尊重、共

叙友谊、共促合作。愿龙的精神引领瑙

中走向繁荣和谐的未来。

萨摩亚国家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

祝愿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表示

中国是萨摩亚重要朋友和发展伙伴，萨

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合作，赓续传统友谊。

基里巴斯总统马茂表示，在习近平

主席富于创新与变革思想的指引下，中国

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带一路”倡

议为世界人民谋福祉，得到全球赞赏。祝

愿中国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多新成就。

巴西总统卢拉祝愿中国人民龙年身

体健康、吉祥顺遂、和美安康，表示巴方将

持续拉紧两国人民友谊纽带，相信巴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提升至更高水平。

巴哈马总督普拉特、总理戴维斯表

示，龙象征力量、智慧和繁荣，体现坚韧和

进步精神，是巴中持久友谊与合作的写

照。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万事顺遂、

前程似锦，新的一年众志成城、再创辉煌。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祝愿习近平

主席和全体中国人民龙年健康、成功、

繁荣，所有参加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和残

奥会的中国运动员取得圆满成功。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阿

曼苏丹海赛姆、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德国

总统施泰因迈尔、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苏里南总统单多吉、格鲁吉亚总理科巴

希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世界

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也致电或致函

习近平主席表达新春祝贺，祝愿中国人

民幸福安康，祝福中国不断繁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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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

2024 甲辰龙年，全国各地洋溢着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除了在家过团

圆 年 ，人 们 还 奔 向 历 史 古 城 、文 化 场

所。这个龙味十足的春节，浸润着浓浓

的文化味。

“咚、咚、咚”，清脆的鼓声过后，两

条 18 米长的游龙在广东潮州广济桥起

舞闹新春。这是大年初一上演的“古城

过大年——潮玩古城”活动之一，也开

启了潮州的“年味”模式。

工夫茶艺、手拉壶、刺绣等非遗项

目展演和非遗集市，舞龙舞狮、英歌舞

等民俗表演，花灯巡游与展览……春节

期间，逛景点、尝美食、看民俗，潮州不

间断的文化盛宴让市民游客品味新春

的文化味。

这个春节，广东潮州、河北正定、陕

西榆林等五地开展的“古城过大年”活

动，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感受传统与文

化的交织。

入夜，花灯亮起，榆林古城与正定

古城流光溢彩。一些游客身着汉服游

览其中，如同一场古今“穿越”之旅。

具有浓厚陕北风情的非遗文化展

演在榆林古城轮番登场：兼具北方古朴

厚重与南方温婉悠扬的榆林小曲，引得

当地人驻足合唱；陕北说书艺人怀抱三

弦，用通俗的唱词和激昂的腔调献上新

春祝福；余音袅袅的戏曲表演让观众沉

浸在国粹艺术的魅力中……丰富的活

动，将古城春节氛围感拉满。

“老街装上了喜庆的彩灯，六座楼

阁下都有特色民俗、非遗表演，年味十

足。”游客刘皓天说。

正定古城则推出“自在过龙年 千

灯绘古城”系列活动，常山赵子龙、巨型

龙凤、标志性古建筑等形态各异的花

灯，让游客领略正定“九朝不断代”的深

厚文化积淀。

正定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

局长刘卫娜介绍，灯会将正定古城文化

与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向游客展示年

节文化、古城历史、祈福文化等。此外

还推出博物馆迎春画展、古城年俗巡游

等活动，让游客在正定探寻年味。

“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活动中，

各地则通过不同的文化活动传递新年

的温度。

在四川阆中，有“不打巴象鼓不算

过年”的说法。2 月 10 日，阆中古城武

庙街上，数名身着兽皮的“巴人”，手执

长柄兽皮鼓，一边敲击，一面不断进行

队形变换，辅以“嘿嘿”的铿锵呐喊声，

动人心魄、激人奋进。

有着 2300 多年历史的阆中古城，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春节文化

之乡。牛灯、竹马、烧花舞龙、春倌“说

春”……春节活动精彩纷呈，古城人流

熙熙攘攘，阆中成了中国春节文化大

观园。

而在深圳，都市里的年味同样浓

郁。在“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

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展深圳分会场，

200多件木版年画、民俗画、农民画等，呈

现出一场年味十足的艺术画展。此外，

烙画体验、剪纸、投壶等互动性和趣味性

十足的传统游戏，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

赏年画过大年。

年味不断线，文化万里传。这个春

节，除了可以亲身感受丰富的新春文化

活动，浓浓的年味也在通过直播、广播、

新媒体等方式传遍五湖四海。

“龙来喽！”2 月 10 日的江苏扬州江

都区，一条形象生动、工艺精致的“金龙”

跟随绣球游走，不时上演“吐字龙舞”“莲

花龙舞”等绝活，一展精气神——这是江

苏省级非遗项目丁伙龙舞。

现场的观众能近距离观赏，外地游

子或感兴趣的朋友也可通过直播过“眼

瘾”。“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这道新春“年俗大餐”，汇聚了扬州

当地多种具观赏性的活动。隔着屏幕，

地道乡情年味扑面而来。

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文

化与旅游服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

处长苗芹介绍，扬州各县市区通过短视

频集中展播或网络直播，让大家了解当

地年俗非遗项目，提升对“年文化”的兴

趣和关注，让非遗陪大家一起过大年。

而在湖南长沙的“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现场，各地代表

性非遗项目齐聚，鱼灯舞、竹马舞、花鼓

戏、踩高跷等南风北韵的表演，机器狗

与醒狮之间科技和传统的斗舞等精彩

节目也实现了“云”共享。不少自媒体

达人开展现场直播活动，将家乡的年俗

文化、特色非遗呈现给全国人民，让群

众“云端”感受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

“听众朋友，2024年是甲辰龙年。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不仅是力量

的代表，还象征着吉祥、繁荣、和谐……”

大年初一，“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展

播”春节篇节目，通过全国多个省级广播

频率和新媒体账号等传遍大江南北，将

经典名篇中的春节文化娓娓道来。

春节期间，活动将展播 20 余部经

典 作 品 ，邀 请 国 内 演 播 名 家 诵 读 ，并

邀请文化名家解读节日内涵、讲述节

日 习 俗 的 传 承 和 演 变 。“ 我 们 希 望 营

造 诵 读 经 典 、传 承 文 化 的 浓 厚 氛 围 ，

也 希 望 听 众 能 从 中 汲 取 振 奋 的 力

量 。”中 广 联 合 会 有 声 阅 读 委 员 会 秘

书长胡银芳说。

（新华社北京 2月 14 日电 记者

邓瑞璇、郑昕、齐雷杰、邱冰清、谢樱、卢

宥伊）

下图：2 月13 日，江苏省扬州市东

关街上游人如织。

新华社发

这个春节，“龙龙”的年味里是浓浓文化味

以法之名激发新时代爱国主义伟

力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法》自 1 月 1 日 实 施 以 来 ，以 法 治 方 式

推 动 和 保 障 新 时 代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

“还记得你的爱国启蒙吗？”“你如何理

解‘爱国’？”……不久前，一场爱国主义教

育法宣传活动在天津市小白楼街道基层立

法联系点开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

员、专家学者、学校师生和社区居民们围坐

一起，学习法律知识、抒发爱国情怀。

“鲜活的交流、生动的实践，激荡起我

们的爱国心、强国志。”在场的天津大学法

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尹卓扬说，她也

是此前该法立法征询活动的参与者之一。

和平区小白楼街道人大工委专职副

主任谭洁表示，基层立法联系点依托基层

立法点、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社区联络

站等载体，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立法

征询、普法释法活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出台与落地，回

应了人民对祖国的深情热爱，为爱国主

义教育提供了法治保障，促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

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在青少年，基础

在学校教育。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人民空军！”

“我长大了也要当飞行员，保卫祖国的

蓝天。”……空军后勤部蓝天幼儿园“谁

是最可爱的人”主题课上，孩子们用稚

嫩而笃定的声音，争先恐后表达着对祖

国的爱。

新闻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

巍的儿子魏猛，向师生们分享父亲创作

这篇战地通讯背后的故事，阐释抗美援

朝精神的时代意义。孩子们讲述国产战

机 故 事 、小 提 琴 演 奏《我 爱 祖 国 的 蓝

天》……课堂上丰富的活动形式让英雄

史诗穿越时空、滋养心灵。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用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在心灵深处悄然种下爱

党、爱国、爱军的种子。”空后蓝天幼儿园

园长薛小丽说。

用好红色资源、文物古迹、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各类文化场馆等资源，是开

展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创新形式，为

观众推出情景党课、纪念章兑换、红色漫

步等多项特色活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

馆通过数字化技术增强场馆展示效果，

开发寓教于乐的数字化青少年党史教育

课程……

学习红色历史、品读英雄事迹、通过

VR 游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通线

上线下，“英雄花开英雄城”广州传承弘

扬红色文化云平台拟于今年 3 月上线。

平台统筹全市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红色

文化资源，打造了研习、积分、征集等互

动性强的系列功能。

广州市委宣传部宣教处有关负责人

表示，云平台形成资源聚集，使广州爱国

主义教育借助网络力量实现了常态化、

长效化开展，将更好激发爱国之情、砥砺

强国之志、实践爱国之行。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4日电 记者

齐琪、尹思源、孙晓宇、周思宇、袁慧晶、

胡林果）

让爱国植于心践于行
—爱国主义教育法宣传贯彻综述

“逆行，背离人群拥挤的方向，但那

同样是家的方向，爱的方向。”在轮船快

要靠岸时，王汐渟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今

年登岛探亲的感受。

作为军嫂，这是她第四次春节期间

“逆行”登岛与爱人团圆。

得知妻子王汐渟今天要上岛，东部

战区海军某观通站班长赵迪，对着军容

镜仔细整理了一遍又一遍。

“盯紧千里海疆，才有万家团圆。”这

是前几年赵迪劝妻子来岛过年时，用得

最多的“官方理由”。但这几年，反倒是

王汐渟宽慰他：“工作时不能因为念家而

分心，过年我上岛就是了。”

其实像王汐渟这样的军嫂还有很

多，她们每年都会“逆行”到这座小岛。

该站地处东海前哨，常年担负战备值班

任务。正因如此，越是万家团圆之际，越

是岛上官兵枕戈待旦之时。

今年，跟王汐渟一同登岛探亲的还

有干部杨林的新婚妻子刘翔宇。看到临

时来队家属房窗明几净，常用家电一应

俱全，第一次上岛的刘翔宇不禁感慨：

“这‘海景房’也太棒了。”

“你这是赶上好时候了。”王汐渟笑

着打趣说，早些年，岛上条件艰苦，家属

房在海风的侵蚀下，潮湿阴冷；后来，上

级推出暖心工程，家属房才变成今天的

模样。

“上次我来时还感叹空气太潮，墙面

怎么擦都有霉点。你看，现在都是新装

的防潮板，还有烘干机和智能家居。”王

汐渟笑着说。

晚 饭 后 ，刘 翔 宇 高 兴 地 通 过 手 机

向 父 母 展 示 家 属 房 的 各 类 设 施 。 而

一 级 军 士 长 张 建 明 的 家 属 罗 雪 梅 却

平 静 许 多 ，说 起 当 年 顶 着 寒 风 在 室 外

到 处 找 信 号 打 拜 年 电 话 的 场 景 ，她 记

忆犹新。

罗雪梅看着不远处的张建明和儿

子，对记者说道：“这次主要是带儿子来

找 答 案 的 。 学 校 里 的 小 朋 友 总 问 他 ：

‘为什么你爸爸是海军，却在岛上而不

是舰上？’”

这时，张建明正一手抱着儿子，一手

指着远方的雷达耐心解释道：“海军有很

多种，爸爸这种不太一样。你看，那个球

形建筑就是爸爸的武器，是用来给军舰

指路的。”

“逆行”只为爱在山海。为爱奔赴

的军嫂们，每一次上岛都有新发现，生

活 设 施 越 来 越 全 了 ，官 兵 也 越 来 越 忙

了；但又发现这里其实也没变，自然环

境依旧那样艰苦，守岛官兵的奉献精神

从未减弱，每年“逆行”而来的幸福也从

未缺席。

登海岛过大年
■张容瑢 本报记者 向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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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长王勇强一大早就外出采买年货。

“过两天要走亲戚，总不能空着手

去。”王勇强的话，让记者有些不解：“不

是说要去替战友买年货，咋还要给亲戚

买礼物？”听罢，他故作神秘，笑着说：“到

时候你就知道了。”

由于今年藏历新年和农历新年恰巧

在同一天，该旅驻地所在的藏乡到处洋

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

“老板，来几条火腿，要腌了 3 年以

上的。”王勇强与老板交谈间，记者更加

疑惑：“这亲戚家里有多少人，竟然要备

这么多礼物？”

火腿、水果、营养品……采买完毕已

是下午，王勇强没有带车回营区，而是到

了一个藏族村落。此时，该旅 10 余名官

兵早已等候在村口。

车刚停稳，王勇强就招呼战友们一

起卸年货，随后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位于

村头的“村民之家”。

“格桑（藏语，意为美好幸福）来了，

格桑来了！”看到官兵，数十名藏族村民

热情地迎接。随后，官兵有的拿出医疗

器械为老人检查身体，有的取出推子、剪

刀为孩童理发，还有的为学生们辅导作

业……暖意十足的屋内，说话声、欢笑声

交织在一起。

王 勇 强 说 ：“ 他 们 就 是 我 说 的 亲

戚。自打几年前移防至此，旅里就和驻

地周边几个藏族村落建立起双拥共建

关系，周末或逢年过节，我们都会来亲

戚家坐坐。”

“我听村民称呼大家为‘格桑’，这是

为什么呢？”面对记者追问，王勇强说：

“村民所说的‘格桑’，是旅里成立的‘格

桑花志愿服务小队’。我们希望通过努

力，帮助村民们过上像花儿一样的幸福

生活。”

听 到 这 里 ，村 民 洛 桑 向 记 者 道 出

往事：几年前，他和乡亲们积极响应国

家 号 召 ，由 一 处 退 化 草 场 迁 移 到 这 个

新 村 定 居 。“ 我 们 世 代 以 放 牧 为 生 ，其

他 的 也 不 擅 长 。 后 面 解 放 军 来 了 ，帮

我 们 建 农 技 站 ，搭 大 棚 、办 果 园 ，养 藏

鸡、香猪……”说着，洛桑竖起大拇指，

“解放军好，是亲人！”

据了解，这些年，随着村里生态果园

和养殖场规模不断扩大，该旅还牵线搭

桥，帮村民走开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乡村振兴新路，村里的农产品如

今已经进入拉萨、成都的商场。

“新年快乐！”“扎西德勒！”晚上，官

兵和藏族村民一起吃了一顿温暖的团圆

饭。藏族大叔旦增举起茶碗，道出新年

愿望：愿大家年年这样相聚！

到藏家走亲戚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昭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