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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大年初二。大连市各大商
圈人流熙熙攘攘，节日市场红红火火，更
胜往年同期。在“商业旗舰”青泥洼桥商
圈，一座座商场变身一个个年俗大院，吸
引男女老少喜气洋洋淘年货。

消费突出年味。在大连商场副食品
卖场里，食品区汇集 150 多个品牌，传承
自山东的蒸年糕、蒸发糕、大枣馒头、蒸
面鱼柜台前热气腾腾、人头攒动。消费
者马洪说：“在大连，要找到过去的老年
货、老吃法，只能在大连商场，现在我们
年轻人不大会做了，就年年上这儿买。”
在大连新玛特商城，消费者迈进一楼大

堂就会碰上意外之喜。身着古装的“福
禄寿喜财”五大福神向人们拱手作揖，送
上新春的祝福，并向小朋友分发糖果。
商场各个楼层里，4只可爱的“萌萌猪”作
为今年的吉祥物穿梭在人群中，向消费
者送上各种小礼物，引得大家纷纷与其
合影。

消费突出健康。在大商副食品卖场，
今年的一大特色是商家大量增加了现场
制作的特色食品，明厨亮灶，让消费者在
吃得放心的同时，可以近距离欣赏传统的
制作手艺，领略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这里
销售的槽子糕，所用的面粉、鸡蛋、蜂蜜都

是品牌厂家的产品，采用最传统的手工步
骤制成，受到消费者欢迎。

消费突出理性。今年春节，青泥洼桥
商圈强化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果断淘
汰一些不合时宜的货源，增加了大批性价
比高的货源。比如大连市民喜爱的海鲜
礼盒、澳洲牛肉礼盒，商家推出的货源价
位多在 400 元至 600 元之间，减少了有价
无市的高价位货源。由此可见，在理性消
费的新趋势下，商场营销理念也随之变
化，既满足了顾客对消费品质提升的需
求，又以亲民的价格打开了新市场，为节
日消费赋予了新内涵。

突出年味 突出健康 突出理性

在青泥洼桥喜气洋洋淘年货
本报记者 王 刚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传统文化渐渐受
到冷落甚至淡出人们的视野，国人最看重
的春节习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常听
人吐槽：从前过年有意思，家中的大人早早
就开始备年货、备酒席，小孩儿穿上新衣
服，走家串巷放鞭炮。现在过年和平常休
假没有太大差别，真是有点平淡了。

“年味淡了”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对年
俗文化的疏离。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民
俗专家的呼吁和政府的倡导，人们重新对
传统年俗文化重视起来，传承文化意识在
不断提高。

以我省为例，今年春节，各地传统民俗
的戏份儿明显更足了，搭戏台、扭秧歌、写
对联、剪窗花、赶大集……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也纷纷走进大众视野，民俗文化
特色游有声有色、形式新颖、内涵丰富。这
些都为现代人的春节注入了传统文化的仪
式感，赋予了新的神韵。

民俗专家冯骥才说：“假日和节日不
同，假日是一种公民的福利，没有文化内
涵，随便怎么过都行，但节日是有意义的，
是有文化内涵的。”由此可见，年俗重新受
到追捧的背后，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回归和认同，是继承传统、发扬光大的精
神追求。

新时代，新气象！随着传统年俗文化
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年味何愁不浓！

让年味更浓
让文化传承
王 刚

历史的长河缓缓向前，40年改
革开放，70 年新中国建设，风云激
荡，改变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深刻影
响着每一个人。经历了从计划到市
场、从匮乏到丰盈、从封闭到开放的
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在爆竹声中感
慨时代的前进，也回味儿时年味的
改变。

其实，改变的是寄托年味的载
体，年味并不曾改变。

年味是家和万事兴。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一顿年夜饭是人们辛劳
一年的盼头。如今，吃，已经很难唤

起对年味的回忆。然而，如陀螺般
运转一年的人们，更加珍惜过年时
难得的团聚。到家了，过年了，甩掉
正装，系上围裙，叮叮当当，擀皮的
擀皮，剁馅的剁馅……家的温馨，足
以抵消一年的疲惫。

年味是奋斗后的获得感。不同
时代有不同的憧憬，新时代给人带
来新的愿望。辛劳了一年，我们在
过年时，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这是对
新一年的祝福。人们体味这种幸
福，汲取新一年奋进的力量，期待

“天天都跟过年一样”。

年味是对国泰民安的祈福。一
个人的幸福，从来都与时代和国家
息息相关，因而，“国泰民安”成为家
家户户春联上最熟悉的字眼。未来
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将和这个国
家一道，推开一扇扇未知的大门，开
创新的天地。栉风沐雨，一如70年
来走过的那样，一如几千年来走过
的那样，但我们相信，经过风雨后的
彩虹更加美丽。

举杯贺新年。敬自己，敬家人，
敬奋斗，敬国家，新年再出发。

（据新华社太原2月6日电）

时代向前，年味永恒
新华社记者 王井怀

喜庆喜庆

■记者手记

网友“哈哈乐”制作的立体全景相册
正在微信朋友圈里飞快传播，“地铁上的
雪乡”灯会也成为“网红”。2月6日，大年
初二。下午两点多，“哈哈乐”和爱人又来
到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七星公园，37万
平方米范围内，由数十万盏花灯组成的灯
海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在高达 22米的“盛世中国”传统花灯
前，“哈哈乐”摆出了飞翔的姿势，让爱人
给他照相。“这些灯太美了，我们提前来一
会，就是为了同时看看花灯点亮前后的样
子，把上次没看全的灯补上。”

“哈哈乐”名叫方永兴，是沈阳市的一
名退休职工，今年71岁，旅游、健身、休闲
是他和老伴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告诉记者：“这里春天是花海，冬天是灯

海。我们从中街乘坐地铁一号线，换乘二
号线，出了地铁口就到了，真方便。”

新春佳节，沈阳市在棋盘山、世博园、
奥体中心等地举办特色灯展，主要街路也
进行了亮化、美化，整座城市变成了一场
超级灯会。七星公园的花灯，以其规模宏
大、免费开放、交通便捷等优势，吸引着各
地游客前来“打卡”。

20岁的杨悦欣是一名大学生，从沈阳
浑南区乘坐地铁来观灯。刚出地铁口，她
和室友就被由3万株电子花组成的“盛世
花开”花灯迷住了，“比电视上、朋友圈里
还漂亮。”

“我们粗略统计，过年前，每天至少有
1万人次游客来这里看灯。这几天，观灯
的游客更多了，今天能达到3万人次。”下

午5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花灯也纷纷点
亮，大量人流开始从地铁口涌出，灯会的

“后勤保障小组”也进入忙碌状态，值班的
沈北新区城建局副局长马玉娜带领电力保
障、安保等人员开始巡线，“只有安全有序，
才能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

春季的花海、冬日的灯海。去年 4月
沈阳地铁二号线北延线通车后，沈北新区
在地铁口周边种植的数千亩鲜花吸引了
大量游客，“朋友圈”里的刷屏，成为花海
的免费广告。

马玉娜告诉记者：“今年 5 月，这里
2000 余亩油菜花将全部绽放，9 月，五色
花海和精品花卉也将如期盛开。”

地铁在延伸，年味和快乐随之蔓延，
整座城也将因此加速跑起来。

坐上地铁去沈北看灯海
本报记者 陶 阳

2月5日，沈阳新春皇寺庙会在北市场拉开大幕，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游玩。本
届庙会为期15天，将举办辽沈书画家迎春展、北市老街体验街区、非遗节目展演、非遗产品展
示展销等系列活动。此外，北市场演艺协会还将在老北市文化园和老北市剧场为广大游客献
上京剧、评剧、曲艺等传统艺术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万 重 郑 磊 摄

逛庙会 过大年

满族婚俗、游戏……这些具有悠久
历史的传统民俗，在“新宾满族剪纸”传
承人关长胜的作品中表现得惟妙惟肖。
2 月 6 日，记者在新宾满族自治县一个农
家小院里见到关长胜时，他正在创作年
味十足的剪纸作品。只见他手中一把剪
刀在红纸上蜿蜒前行，不一会，一幅名为

“喜上加喜”的满族窗花剪纸作品便呈现
在记者面前。

“过年贴窗花不只是形式，更是文化，
是中国人红红火火的象征，有了这股年味，
才算是过年。”春节对关长胜而言，有着更
加深刻的意义。玻璃上的一幅幅红色窗
花，是他对春节传统习俗几十年的情感寄
托和文化坚守。

“新宾满族剪纸有着近 300 年的历
史，它以满族萨满文化和满族民俗节日活
动为主要表现内容，造型简练，线条粗犷，
不描不画，剪随心动，一气呵成。”关长胜
说。2010年，满族剪纸艺术作为中国剪纸
的合并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关长胜
在欣喜之余更感到责任重大。为了保护
和传承这一满族民间文化瑰宝，2013年，
关长胜成立了“新宾满族剪纸手工坊”。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新宾满族剪
纸艺术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让满族文化
被更多人认识。”关长胜说。

满族剪纸传承人关长胜
春节推出新作品

“喜上加喜”送祝福
红红火火中国年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文并摄

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红火火过大年。
这个春节，鞍山千山风景区在景区入口、主
要道路及景点挂起了万盏红灯笼，处处洋
溢的浓浓年味，让游客流连忘返。

2 月 6 日，大年初二，记者刚从千山景
区生态停车场走出，迎面看到的便是一盏
盏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特别是在景区广场，
由数百盏灯笼组成的过道更是让人仿佛置
身于灯笼的海洋，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望、
取景拍照。

“在国人眼里，红灯笼象征着合家团
圆、事业兴旺、红红火火，象征着幸福、光
明、活力、圆满与富贵，人人都喜欢。”辽宁
千山旅游集团项目工程部规划设计室主
任罗兴东介绍，景区之所以在春节期间打
造万盏灯笼景观，就是希望将灯笼与千山
厚重的历史文化深度融合，在营造节日氛
围的同时，祈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除了景区正门广场的灯笼过道，在财富
宫、灵岩寺、福泉等重要景点，千山景区还
以灯笼为元素打造出景观小品供游客欣
赏。在财富宫广场上，由 60 余盏大红灯
笼组成的 4 米余高的“福”字也向游客传
递着新春的祝福。

据了解，近年来，鞍山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不断提升景区生态环境。鞍山市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2019 年，全市力争实现
旅游总收入增长15%以上。

万盏灯笼
扮靓千山迎新春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文并摄

做打糕、轧饸饹面、架火盆……从腊月
二十三小年开始，家住宽甸满族自治县下
露河朝鲜族乡通江村的 64 岁朝鲜族大娘
金玉女就开始忙碌着，这个春节，远在青岛
工作的儿子带着未过门的媳妇一起回乡过
年，金大娘用最具民族特色的美食迎接孩
子们回乡过年。

金玉女的家在三道河畔，村民沿河而
居，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青瓦白墙挑檐，远
远望去，浓郁的朝鲜族风情扑面而来。记
者看到，干净的水泥路面直通到户，路两旁
垃圾箱、路灯等设施一应俱全。大门口高
挂的大红灯笼和新贴的对联，渲染着年的
喜庆与红火。

从金大娘家出来，记者来到村民朴恒
哲家。“这几年我们村的变化非常大，过去
住的房子四处透风，吃水用扁担挑，出门靠
步行，无论到哪儿都是两脚泥。现在，水泥
路实现了组组通，如果不是上山下田干活，
脚底都不带沾泥的。”朴恒哲向记者细数乡
村这些年的变化。他以前在韩国打工，如
今决定返乡养老。墙上大大的福字，映衬
着老人幸福的笑脸。年前新买的 50 英寸
大彩电，正在播放着热闹的电视节目。

在厨房忙碌的朴恒哲的老伴金花子从
地窖里拿出自己腌制的辣白菜，撕了一小
块让记者品尝。然后，她架起火盆，浅浅的
盆里有米肠、五花肉、牛肉、肥肠、豆芽、青
椒等，在火红炭火的烘烤下，散发出诱人的
香味……

下露河朝鲜族乡一共有 6 个村，曾经
都是贫困村，在各级政府和驻村帮扶工作
队的帮助、指导下，2017年4个村实现整村
脱贫，去年其余两个村“摘帽”。“脱贫攻坚
让村民摆脱贫困，乡村振兴则让村民走上
致富路。”副乡长王全涛对记者说。2018
年，下露河朝鲜族乡接待国内外游客 6 万
人次，旅游收入超千万元。

脱贫摘帽
通江村里年饭香
本报记者 蔡晓华

图为关长胜和老伴展示剪纸作品。
图为游客在鞍山千山景区入口

与灯笼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