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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十四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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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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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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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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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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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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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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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 日电 新

华社记者）

在年味儿里感受人文经济魅力
新春佳节，记者前往北部战区海军

某基地导航台采访。刚到营区门口，看

到几名村民正在“便民取水点”前排队

取水。见到军车驶来，村民热情地同官

兵打招呼。

“由于导航台地处山区，组建之初

为方便营区用水，打了这眼深水井。起

初，只有附近干农活的村民来取水喝，

时间久了，来取水的村民越来越多，于

是我们直接把水管接到营区门口，方便

大家取水。”看着村民的笑脸，该导航台

台长说。

随后，记者来到文体活动室，推开大

门，一片欢声笑语。官兵和驻地村民其

乐 融 融 ，孩 子 们 在 一 旁 高 兴 地 蹦 蹦 跳

跳。一级上士边森告诉记者，为增进军

民鱼水情谊，导航台每年春节都会举办

一场军民联欢会。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

长白山下果树成行……”踏着欢快的节

拍，身着民族盛装的朝鲜族村民，与官兵

一道载歌载舞。

“这首《红太阳照边疆》是我们从小

就会唱的歌，歌曲反映的是延边军民团

结建设边疆的动人场景。”村民金哲花

说，“子弟兵经常帮我们修电器、干农活，

和歌里唱的一样。”

联 欢 会 结 束 ，村 民 和 官 兵 一 起 分

享美食。朝鲜族“阿妈妮”崔善姬拿出

几 个 保 鲜 盒 ，对 官 兵 说 ：“ 知 道 你 们 爱

吃 朝 鲜 族 传 统 美 食 打 糕 ，我 特 意 多 做

了 些 ，管 够 ！”她 边 说 边 把 切 好 的 打 糕

往官兵手里塞，大家连声说：“谢谢‘阿

妈妮’！”

“崔妈妈是导航台的老熟人了。”该

导航台台长告诉记者，崔善姬的儿子也

是一名军人。逢年过节，她都会带着亲

手制作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与村民们一

起来看望官兵。

上等兵黄振聪用朝鲜语表达感谢之

情，让记者刮目相看。他告诉记者，由于

驻地在朝鲜族聚居地，他们抽空学习朝

鲜语、了解朝鲜族风俗习惯。来导航台

还不到一年，他已经会说一些简单的朝

鲜语。“语言通了，心更近了。”黄振聪笑

着说。

说话间，晚霞已洒满大地。记者和

村民们准备离开导航台时，不少孩子还

围坐在官兵身边，依依不舍。“孩子们，先

回家吧，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好的，解

放军叔叔，过完年我们还来”……军民一

家亲的欢笑声在大山深处回响。

大山深处的欢声笑语
■陈 重 本报记者 吴安宁

本报呼伦贝尔 2月 16 日电 记者

仇建辉、马晶报道：16 日，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公开组）展开第一

个金牌日的较量，吉林队选手孙龙获得

男子 1500 米冠军，黑龙江队臧一泽摘得

女子 1500 米金牌，山东队获得 2000 米混

合团体接力冠军。

男子 1500 米决赛中，出发后位居队

尾的孙龙在出第一个弯道时突然从外道

加速，迅速超过其他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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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1500米决赛中，臧一泽在最后冲

刺阶段突然发力，超越吉林队的张楚桐，以

2分 22秒 262的成绩摘得冠军。张楚桐和

同样来自吉林队的郭奕含分获二、三名。

2000 米混合团体接力的金牌争夺

在天津、黑龙江、吉林、山东 4 支代表队

之间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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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绩是 2 分 42 秒 906；孙龙、韩天宇携手出

战决赛，带领吉林队获得银牌；拥有刘少

林、刘少昂、曲春雨的天津队获得铜牌。

17 日，“十四冬”短道速滑（公开组）

比赛将决出男、女子 500 米金牌。

下图：吉林队选手孙龙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栾 铖摄

“十四冬”短道速滑决出3枚金牌

上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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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图：2月 15日，舞狮队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舜帝陵景区进行“天塔舞狮”表演。 新华社发

火红的灯笼挂起来，悠扬的吕剧唱

起来，喜庆的秧歌扭起来……春节期

间，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南岭村

的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年味十足，沿街

布设的 21 家特色非遗店铺、90 余个流

动摊位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招徕游客。

在黄河澄泥印店铺内，非遗传承人

张金霞正指导小学员们制作澄泥摆件

“鱼化龙”。张金霞介绍，黄河岸边的红

泥经过揉制、压坯、雕刻、抛光以及烧制

等 20 余道工序，变得质地坚硬、光泽圆

润，易于雕刻，成为传统艺术的载体。

“鱼化龙是民间传统寓意纹样。传

言黄河鲤鱼长着金黄色的鳞片，每年春

季会逆流而上，跳过水流湍急的龙门后

就会化龙升天、腾云驾雾而去。”张金霞

说，“鱼化龙”作品刻画了黄河鲤鱼纵身

跃过龙门的一瞬间，其头部已经幻化成

龙，鱼尾则仍在发力向上。

东营位于黄河入海口，历经千年的

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黄河口文化。在东营，有近 400 名像

张金霞这样的非遗传承人。新年伊始，

他们用巧手妙思展现他们心中的“中国

龙”形象，传递对新年的美好祝愿，也让

越来越多人了解并爱上非遗文化。

在垦利街道邵家村，草编车间已经

开工。草编匠人张奎善通过火燠技艺

创作的“九曲安澜黄河龙”草编作品格

外引人注目。龙鳞有 7000 多片，由高

粱秆做成，还有高粱苗做龙鳍、玉米皮

做龙爪、赭石做龙眼、柳条模拟底下的

黄河水……农村常见的材料在张奎善

的手中焕发了新生机。

张奎善介绍，2021 年以来，村里建

设新厂房、购买成套设备、整修实践基

地，现在有来自周围 10 余个村的 70 多

名妇女在车间工作，草编产业逐渐走上

规模化发展道路，让乡亲们在农闲时间

有了增收新选择。

而在广饶县李鹊镇，麦秸画第五代

传承人蒋庆明用小刀在麦秸片上勾画

完最后一笔，完成了新年第一幅作品。

画面上，一条健壮的中国龙昂首向高空

腾去，龙鳞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麦秸特

有的金光，格外神气。

蒋庆明的工作室不大，里面挂满了

麦秸画成品，各种各样的福字、喜鹊、中

国龙等作品洋溢着喜庆的年味。“中国

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主题。我们中国

人是龙的传人，龙象征着世世代代的精

神传承。今年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好多

年轻人到我这里订购麦秸画，还有小学

邀请我去讲课。”他说，今年将尝试开设

麦秸画体验课，让更多年轻人感受这门

艺术的美好，让传统非遗代代相传。

（据新华社济南 2月 16 日电 记

者袁敏）

黄河口非遗“手艺人”眼中的“中国龙”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日电 （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数据显

示，2023 年，失业保险金等各类失业保

险待遇共发放 976 亿元，为保障失业人

员基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失

业保险具有保生活、防失业等功能。劳

动者所在单位和本人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就可以申

领失业保险金。

据人社部门介绍，失业人员可持本

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向参保地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上网通过失业保

险待遇申领全国统一入口办理，网址是：

http://si.zwfw.mohrss.gov.cn/；此 外 ，还

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电子社保卡”

小程序、掌上 12333APP 选择“失业保险

金网上申领”办理。

2023年各类失业保险待遇共发放976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 日电 水利

部近日发布 2024 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

要点，持续推动小水电绿色发展，全年新

增 80 座以上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严格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创建，加

强示范创建培训，严格创建审核把关，强

化示范电站日常监管。2024 年，将新增

80 座以上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积极协

调出台激励政策。

根据 2024 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

点，完成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下的小水电

站大坝安全评估，从严抓好安全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继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

工 作 ，全 年 新 增 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化 电 站

500 座。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小水电分

类整改，督促小水电逐站落实生态流量，

引导小水电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

我国今年将新增80座以上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

春节前夕，记者跟随联勤保障部队

第 965 医院专家医疗队，赶赴边防一线

部队巡诊。

得知医疗队要来，某边防连官兵和

来队家属早早就排起长队等候。

“ 时 间 紧 、任 务 重 ，咱 们 下 车 就 直

接 开 诊 ！”还 没 到 达 该 边 防 连 时 ，带 队

巡诊的该院军队伤病员管理科负责人

就 提 议 ，下 车 后 不 休 息 ，直 接 开 始 巡

诊 。 到 了 连 队 后 ，队 员 们 迅 速 将 各 种

检 查 设 备 安 装 到 位 ，为 官 兵 和 来 队 家

属检查诊疗。

诊疗过程中，这名负责人发现连队

指导员一直电话不停，眉头紧锁。仔细

询问才知道，前几日，一场大雪不期而

至，连队几个偏远执勤哨所道路至今不

通，执勤官兵无法前来就诊。虽然哨所

都配备了常备药品和急救器材，还有一

名兼职卫生员，但无法完全满足一些官

兵的特殊就医需求。

“连队的视频会议系统画质清晰吗，

能不能通过视频检查问诊？”该院外科专

家潘继明提出了建议。

这个建议得到了官兵和其他巡诊专

家的认可。很快，他们借助连队视频会

议系统搭建起一个远程诊疗平台，连通

了医院专家和哨所执勤官兵。

“医生您好！前天我搬运重物后腰

疼，以为是干活累着了，休息了一晚，昨天

症状加重了，您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你躺在桌子上，把双腿伸直”“卫生

员，你把他的一条腿抬高，再抬高，问他

疼不疼，然后再抬另一条腿……”

潘继明听完这名战士的病情陈述

后，立即指导视频另一头的卫生员对这

名战士进行检查，逐一排除了可能的病

症后，初步诊断为急性腰扭伤，并给出了

治疗指导意见：“问题不大，在腰疼的地

方贴几天伤湿止痛膏，多卧床休息，再让

卫生员定期帮你做几次理疗，用不了几

天，腰就能活动了。”

战士小王右膝已经疼了好几个月，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专家不仅对其膝关

节进行了检查，还远程查看了小王以前

拍的 CT 影像，最后给出治疗方案。

边关寒风刺骨，室内温暖如春。利用

远程诊疗平台，专家医疗队很快完成了哨

所官兵的“集体会诊”。第二天，医疗队队

员利用边防部队的无人机，给几个大雪封

山的哨所，补充了部分急需药品。

边关哨所的视频诊疗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陈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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