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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团圆，让乡情乡味慰藉乡愁；节

日里的非遗，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新生；多

彩的文化体验，带来全新民俗享受……

癸卯春节的浓浓年味穿越古今，彰显中

华文化新气象，勾勒出一幅欣欣向荣的

时代新图景。

“兔年好运财源广，新春如意富贵

来！”除夕一大早，黑龙江宁安市新立村

村民张继芳边给家门两侧贴上春联，边

念叨着上面的美好愿望。门的中间，还

特意把“福”字倒过来贴。“这样福就到

了！”张继芳笑着说。

皑皑白雪之中，张继芳的家被这抹

红色衬得年味满满。

因为疫情，在江苏务工的张继芳和

丈夫已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今年春节

我们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和家人

一起才是过年！”张继芳说。

归家有期，团圆不远。对中国人而

言，和家人团圆，或许是过年最典型的含

义。这样的奔赴一年一次，这样的奔赴

千年不变。

年夜饭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浓情的一

餐。无论是热腾腾的饺子、甜蜜蜜的年

糕，还是寓意团团圆圆的炸丸子、年年有

余的红烧鱼，都蕴含着家乡的味道，年味

和亲情就这样年复一年传递着。

在辽宁鞍山，市民王聪和家人一边

包饺子一边唠家常。王聪说，饺子上桌

后，晚辈还要给长辈拜年，收到祝福的父

母给孩子压岁红包，希望孩子新的一年

健康成长。

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世界多地举办

的一场场中国年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

的华夏儿女深情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

对亲人的思念、对乡愁的慰藉，也让国际

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春节的点点滴滴，

共同触摸五千年文明的脉动。

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民俗文化

节，数十个民俗摊位和一场持续三个多

小时的文艺演出给纽约的华侨华人带来

节日气氛；在荷兰海牙，吃饺子、写“福”

字、听古筝、观画作，浓浓的中国年味让

观众流连忘返；在智利圣地亚哥，一场盛

大的春节庆祝活动为当地民众奉上了中

国武术、太极、舞龙舞狮、歌舞等精彩节

目，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报平

安 ，家 家 门 前 说 一 段 ，句 句 吉 祥 庆 丰

年”……大年初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县

城彩旗飘舞，一波波社火队伍走上街头，

身着戏服的春官在喜庆的锣鼓声中为当

地百姓送上新春祝福。

春官送福是六盘山区的一项传统春

节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街坊举

起手机用视频记录下来。

千里之外，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

镇，一场喜气洋洋的四川省级非遗客家

婚俗表演正在举行。热闹的场面令当地

村民和游客连连拍手叫好。

“希望今天这场融入了客家山歌的

婚俗表演，在为十里八乡的龙泉客家人

团聚添喜的同时，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喜

爱并记住这一传统习俗。”客家婚俗传承

人赵文义说。

春节里的非遗，是新年的“老味道”，

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湖南省会同县的高椅傩戏是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傩戏表

演也成为旅游项目，用属于古村的独特方

式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高椅乡党委书

记胡长春说，我们将守护好这一文化遗

产，赓续传统文化，振兴美丽乡村。

放眼神州，一项项精彩绝妙的非遗

项目助力节日里的乡村活力迸发。

河北省涉县张家庄一街村，制作跑

马花灯的工人们延续百年传统技艺，忙

着赶制节日期间的订单；浙江省仙居县

金竹溪村，400 多村民舞起一条 360 多米

长的板凳龙，一派壮观喜庆；广西罗城仫

佬族自治县思平村，民间剪纸艺人们用

一张张福兔窗花，把祝福通过网络“送”

到千家万户……

山川不老，薪火相传。承载民族文

化基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伴着浓浓年味焕发时

代新活力。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期

间，在西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的非

遗集市和非遗展演活动上，丰富的非遗

技艺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动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欢

迎。”泥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位前站

了不少游客，“通过对传统泥塑的形象和

造型比例进行调整，再结合现代流行元

素，这些泥塑兔变得更加可爱。”

令李俊平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开始拥抱传统文化，加入非遗传承

队伍，带来创新思维，让传统技艺更年

轻、更有活力。

正月初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络

绎不绝的观众。“癸卯金安——二〇二三

新春展”上的圆明园海晏堂兔首，引人驻

足观看。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许多人的新

年俗。在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

穿着汉服样式蓬蓬裙的徐恩多认真制作

着牡丹蝶袄粘贴挂件。她要把挂件用作

过年装饰。

“春节期间，我们依托馆藏年俗相

关文物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和体验活

动，就是想让观众到孔子博物馆过个热

热闹闹的佳节。”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

金泉说。

新年俗、新年景、新年味，享受春节

的方式越来越丰富。

在海南三亚，沙滩椰林迎来又一波

旅游过年的游客。据统计，1 月 8 日以

来，三亚各湾区酒店入住率稳定在 90%

左右。春节前一周，三亚主要景区日均

接待客流 8.24 万人次，同比提升 46%。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

陈震旻介绍，春节期间，三亚市组织开展

新春集市、国潮燃派对、音乐集市、海旅

免税“贺新春、闹元宵”促销活动等，给新

春旅游注入活力。

除了三亚，成都、广州、重庆、昆明、

哈尔滨等地也迎来大量游客。携程发布

的一份市场预测报告显示，春节期间旅

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去年上涨 45%，人

均旅游花费同比提升 53%。

新春佳节，有人选择动身前往远方，

有人以书香温润心田。

在北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

等将除夕夜营业时间延长至大年初一凌

晨一点。大年初二，中关村图书大厦内

开展“新春宫灯 DIY”主题活动。

一方银幕，也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

陪伴。大年初一这天，上海的“90 后”影

迷 连 城 足 足 跑 了 家 附 近 的 3 家 大 型 影

城，看了多部新片。他开心地说：“选择

太丰富，无论全家出动，还是个人休闲，

都能在电影院找到适合的视听享受。”

吉兔呈祥，癸卯金安。新春佳节，传

统在赓续，乡愁有寄托，精神更富足……

神州大地年味浓郁，满目生机，一幅自信

昂扬的崭新图景徐徐展开。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3日电 新华

社记者）

玉兔奔九州 年味满中华
—从癸卯春节看中华文化新气象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3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在农历兔年春节

到来之际，我驻外人员、海外华侨华人、

留学生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

动，与当地民众分享中国春节的喜悦祥

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共期美好未来。

新春的仰光，风和日丽，由中方援建

和改造升级的仰光杜温纳国家体育馆内

外洋溢着节日喜庆的气氛。缅华侨界春

节篮球友谊赛暨新春庆祝活动 21 日在

这里举行。正门前广场上“锦绣唐人街”

门楼巍峨呈祥，两侧玉兔拱卫迎瑞，大红

灯笼步道迎接四方来客。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

表示，缅中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胞

波情谊深厚。中国是缅甸重要邻国和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缅方十分珍视对华

关系。值此中国新春佳节之际，向缅华

侨胞、全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地华侨

华人送上吉祥如意的祝福。中国驻缅

甸大使陈海表示，中方愿同缅方一道，

继续传承胞波情谊，深化各领域交流与

合作，持续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春节前夕，春晚、夜市、点灯等活动

在英国轮番登场。在第十一届英国春晚

暨少儿春晚上，身着红色年服、扮成小兔

子形象的小学生们在舞台中央蹦蹦跳

跳，瞬间点燃喜庆气氛；来自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的

学生身着戏曲改良服饰登场，用翩翩舞

姿和灿烂笑容展现了华裔女大学生们的

风采。在全英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

上，多才多艺的旅英中国留学生为观众

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演出。演出既有令

人心潮澎湃的乐队演唱，也有展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戏曲表演；既有令人惊叹不

已 的 魔 术 ，也 有 让 人 忍 俊 不 禁 的 脱 口

秀。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王

铭初说，留学生春晚不仅是学生们的欢

聚时刻，也是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

大舞台。

希腊华侨华人以联欢晚会和音乐会

喜迎中国农历春节的到来。联欢会上，

歌曲、舞蹈、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家乡

话拜年”“精彩瞬间”等视频展现了中希

友谊的发展和中国侨胞在希腊的生活。

由中国和希腊青年音乐家联袂演出的音

乐会，以音乐为媒介架起两国人文交流

的桥梁，展现了两大古老文明和合之美，

促进了中希音乐家的交流和联系。

共祝祖国昌盛 共期美好未来
—我驻外人员、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举办活动欢度新春佳节

春节假期，全国各地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人们在喜庆的氛围中欢度新春佳节。图为 1月 23日，人们在河南省禹州

市神垕古镇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妈妈，我在实弹演训中成绩优异，

被评为连队先进个人了！”大年初一，第

73 集团军某炮兵旅列兵侯广琛拨通视

频电话，向远隔千里的家人报喜。母亲

刘建芳的脸庞刚出现在手机屏幕上，他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展 示 证 书 。“ 好 样 的 ，儿

子！”望着视频中儿子的笑脸，刘建芳很

是自豪。

侯广琛的外祖父胡德安是名老军

人 。 在 一 次 战 斗 中 ，胡 德 安 在 身 负 重

伤 的 情 况 下 仍 坚 守 战 位 ，奋 力 将 最 后

一 发 炮 弹 射 向 敌 人 。“ 妈 妈 请 放 心 ，在

外 祖 父 曾 经 战 斗 过 的 部 队 服 役 ，我 会

加 倍 努 力 。”看 着 儿 子 坚 毅 的 目 光 ，刘

建芳欣慰地笑了。

上等兵侯宇凡和家人视频时一脸兴

奋：“爸妈，你们看，这些都是战友父母寄

来的特产，我们打算办个美食分享会！”

透过屏幕，侯宇凡的父母看到，各种美食

摆上餐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其乐融

融。“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吧，我们在军

营都长大了！”侯宇凡的战友纷纷把脸凑

近屏幕送上问候。“孩子们，你们都是好

样的，祝你们春节愉快……”

万家团圆日，部队战备时。春节期

间，该旅仍在野外驻训，部队开展亲情连

线活动，“方寸屏幕”拉近了官兵与家人的

距离，温馨的画面减少了家人的牵挂。

“方寸屏幕”话成长
■张凌晖 本报特约通讯员 牛伟萌

“爸妈，春节快乐！儿子给您拜年

啦……”大年初一，第一次在部队过年

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列兵高默然，

与家人视频连线“云拜年”。

此时的祖国北疆军营，室外寒风呼

啸，室内温暖如春。“儿子，你在部队吃

得好不好，生活还习惯吗？”高默然的母

亲关切地问。“我们伙食都是营养配餐，

节日食谱可丰富了，还能吃上家乡菜。

看，我到部队后是不是更有男子汉气概

了！”高默然的父亲通过视频看到儿子

精神抖擞，连连点头。“现在我们边防连

的执勤和生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营

区内各种图书、生活物资等一应俱全，

过年生活和在家一样丰富多彩。”

看着儿子当兵后的可喜变化，父亲

郑重叮嘱：“你在部队好好干，要守好祖

国边防。”“爸，放心吧！我们新兵已开

始执行巡边任务，每次凝视界碑上鲜红

的‘中国’二字，我都倍感自豪。我一定

练强本领，争当合格的戍边军人！”“好，

这才是年轻人应有的样子！”……

挂上电话，高默然与战友们一起放

声高歌：“融进大海，我是浪花一朵；洒

向夜空，我是星星一颗……清澈的爱，

献给我的祖国……”边防一线，这群“00

后”士兵的歌声里回荡着青春和使命的

交响。

“云上相聚”报平安
■于海涵 刘二列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

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日前，

记者来到浙东某海岛，探访有“东海第

一哨”之称的东部战区海军某观通站。

20世纪 60年代，守岛战士张焕成作词的

一首《战士第二故乡》，传唱大江南北。

这天早上 6 点多，天刚放亮，官兵

开始例行巡逻。行进不多时，一座老

旧石屋映入眼帘，教导员杨柳告诉一

同巡逻的记者，那是老一代观通兵的

住所。触摸斑驳的石墙，当年的艰苦

和不易依稀可见。

看到记者驻足，杨柳指着远处的新

营房说，为改善守岛官兵生活条件，前些

年上级专门划拨经费，修建了这幢集办

公、学习、住宿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楼，

原本崎岖难行的小路，也被宽阔平坦的

水泥路取代。“海岛官兵的工作生活条件

不断改善，但第一代守岛人‘以苦为乐、

以岛为家’的精神始终薪火相传。”

巡逻归来，已到早饭时间。炊事

班班长、一级上士时杰，端出一盆热气

腾腾的饺子。“在过去，一到台风季停

航，就吃不上新鲜蔬菜。”时杰告诉记

者，2021 年底，在东部战区海军党委关

心下，岛上建成了“蔬菜工厂”，解决了

新鲜蔬菜供应难题。

饭 后 ，时 杰 带 记 者 来 到“ 蔬 菜 工

厂”参观。走进去一看，大棚内不见泥

土，原来这里用上了无土栽培技术，只

见铁架上逐层铺满各种蔬菜，有观音

菜、青椒、茄子……

记者了解到，在另一座海岛观通

站，去年开通了无人机空中补给线，跨

海运送物资更便捷。

“保障条件今非昔比，全站官兵心

无旁骛投入备战执勤。请党和人民放

心，我们一定守护好海上国门。”杨柳

坚定地说。

心无旁骛投入备战执勤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徐 巍 张容瑢

※ ※

春节期间，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

兵加强战备演练、执勤巡逻，强化枕

戈待旦、听令出征意识，确保边防安

全稳定。

上图：大年初一，该团某边防连官兵

冒着-20℃的严寒执行巡逻任务。

左图：大年三十，该团组织天文点

边防连开展战备演练，检验快速反应

能力。

本报记者彭亮，通讯员郭帅、贺建

宏摄影报道

新春佳节，雪域高原处处张灯结

彩。西藏军区某边防连的哨楼门前，

一副官兵自己写的春联道出戍边人心

声——“风雪无阻甘当戍边基石，耳聪

目明争做合格卫士。”

走进哨楼，凛冽的寒风被挡在门

外。值班室里，代理哨长殷思远坐在

电脑前，遥控室外的摄像头，仔细观察

边情。

“有了‘电子眼’，我们就能随时发

现情况、及时有效处置。”聊起执勤手

段的变化，殷思远说。

“有情况！”此时，连队值班室警铃

响起。接到殷思远发出的预警，应急

分队全副武装冲向防御阵地。殷思远

调出电子地图，上报实时位置信息，辅

助连长钟文玖精准指挥。

进入堑壕，在一处射击掩体里，记

者看到班长杨锴伦全副武装、警惕观

察。作为连队训练骨干，他每天坚持

负重 25 公斤，进行快速奔向战位训练，

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平时多流汗，战

时才能少流血。”杨锴伦说。

钟文玖告诉记者，身处边防一线，

他们研战谋战的紧迫感更加强烈。近

年来，他们根据使命任务和现实条件，

探索出一批新战法训法，不断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

“这片阵地，是连队先辈们克服恶

劣的自然条件，用锹镐一点点刨出来

的。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武器装备更

先进了，我们更要苦练本领，守好祖国

的每一寸领土。”代理排长黄雨的话道

出了大家的心声。

扎根边防一线 12 年，每当眺望茫

茫云海和巍巍群山，黄雨总能想起自己

刚入营时，与战友们一起刻在石头上的

那首《戍边赞》：“白云耳边过，雪山脚下

踩。戍边不畏苦，精神留千秋……”他

说，岁月悠悠，风雪依旧，戍守在这里的

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卫国戍边的赤

子之心从未改变。

和官兵一起回营的路上，记者看到

远处山坡上的一行大字格外醒目：“祖

国在我心中，我在祖国怀抱。”

初心如磐忠诚卫国戍边
■本报记者 马嘉隆 通讯员 韩佳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