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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2 月 11 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林肯
中学师生回赠新春贺卡，致以农历龙年新春
祝福，欢迎师生们多到中国走走看看，包括参加

“5 年 5 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项目，
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间的友谊
添砖加瓦。

此前，美国华盛顿州林肯中学师生向习近平

主席、彭丽媛教授和全中国人民赠送新年贺
卡，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中国人民新年
快乐、身体健康！100 多位老师和同学在贺卡
上签名。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
林肯中学师生回赠新春贺卡

沈阳故宫悬挂的门神威武庄严，非遗传承
人制作的糖龙惟妙惟肖，腾龙送福大型彩灯栩
栩如生……伴随着欢快的鼓点，舞龙秧歌热闹
非凡，耳边传来胡同深处美食的热情吆喝声。2
月 11 日，来自吉林长春的于越一家三口走进
沈阳方城，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

“快看，糖龙！”在中街的辽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李氏糖人展区前，于越的
小女儿拉着手、踮着脚、伸着脖子，看着各式各
样的糖人。李氏糖人以烦琐的工艺、复杂精致
的手法、饱满亮丽的色彩而闻名。随着传承人

李凤艳手腕翻飞、剪刀游走，龙身空中盘旋、龙
须根根挺立、龙鳞清晰可见，一条活灵活现的
糖龙成形，引得围观游客啧啧称奇。“通过现代
技术，使糖画的色彩长久保存，让外地游客把
甜美的沈阳带回家。”李凤艳说。

时值正午，中央里景区的官局子胡同内烟
火气升腾、美食飘香，刚开业的老东北粉坊
热闹非常。“不仅能就餐，还能观看制作过程。
不单能吃食物，还能品文化。”在非遗粉条制作
工艺参观区，于越观赏着筛浆、打芡、漏粉等传
统工艺，边吃边了解东北饮食文化，“楼上还有

东北风情民宿，能坐在炕头吃铁锅炖。”
在阵阵掌声与喝彩声中，齐乐茶社新年

“开箱”演出开始，传统相声、新编相声和改编
相声接连上演，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包袱让观众
笑得前仰后合。尤其是最后的压轴节目，将传
统京剧改编成相声剧，这种跨界融合模式让观
众耳目一新。“我还是第一次到茶社听这么地
道的相声，真是不虚此行。”于越说。

夜幕低垂、花灯璀璨，于越一家在欢声笑
语中走出茶社，在沈阳方城内的大型龙形花灯
前打卡拍照，感受着喜庆红火的年味。

在沈阳方城感受传统年味的魅力
本报记者 刘 桐

大年初二下午，在大连圣亚海洋世界鲸鱼
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企鹅巡游拉开了狂欢的
序幕。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一群背着书包的
企鹅出现在街头，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许多
游客纷纷排队，只为与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合影
留念。

“春节期间，我们准备了超过15场科普活
动与研学活动。1月，圣亚迎来了今年第一只
新生小斑海豹，截至目前，我们已组织三期成
长研学营，号召青少年一起关注这些‘海上大
熊猫’。”圣亚海洋世界工作人员张倩介绍。

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里，人潮涌动、热

闹非凡。全新升级的龙年演艺惊喜不断，
360°中央大水体“海神”带着人鱼公主唯美登
场，水下演出《龙腾虎跃闹新春》刮起来自海底
龙宫的狂欢旋风。演出现场，动物保育专家为
游客解读海洋动物的生命奥秘。据景区统计，
2月10日接待游客量超过6000人次，市民与游
客看“萌”兽、玩冰雪、赏花灯，其乐融融。

夜幕降临，大连劳动公园里的“龙耀盛世
遇见大连·2024年新春灯会”将节日氛围推向
高潮。五彩斑斓的灯光照亮夜空，龙凤呈祥、
麒麟降福等 38 个造型灯组熠熠生辉，为游客
带来极致的视觉享受。“这里不光能看灯，还有

舞龙舞狮、乐队弹唱、舞蹈表演、中华武术、舞
台童话剧等精彩纷呈的传统文艺会演。”工作
人员景海鹍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灯展，看到了东方神
鹿、仙鹤、巨龙造型的花灯，太好看了！我还吃
了很多小吃，真是太开心了！”大连本地的苏子
涵小朋友兴奋地说。为丰富市民与游客春节体
验，大连以“冬日童话·浪漫大连”为主题，整合
推出6个童话街区、6场大型焰火灯会、17条烟
火街巷等旅游热点。200场文旅活动、8天乐游
产品及26条旅游线路，让市民与游客尽情享受
沉浸式文旅场景，感受大连独特的春节氛围。

“海洋狂欢+光影盛宴”共绘新春盛景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年是有味道的，这味道不单指人
的感官体验，还包括参与感、氛围感，
以及萦绕心头的文化传承体验感。

人间烟火气、红火中国年。今年
春节，我省各地年味十足。放眼辽沈
大地，街头巷尾红灯笼与中国结喜庆
祥和，一场场社区“百家宴”和“村晚”
引发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情，文旅景
区内非遗展位充满古风古韵……红
红火火、热气腾腾的背后，是传承的
力量。

传 承 ，需 要 继 承 习 俗 、弘 扬 文
化。年味中最不可或缺的便是各地
精心准备的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这些
活动让春节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们
的精神得到满足。沈阳方城、碧塘公
园等处新春灯会璀璨夺目，营口非遗
文化展展现厚重的文化底蕴，辽阳博
物馆上演的传统戏曲精彩纷呈……
这些年俗，饱含着对过去一年收获的

喜悦，充满着对未来一年美好的期
盼，让人们在年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传承，需要融合发展、守正创新。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
体育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融合发展。”当前，辽宁全力打
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我
省各地不断创新形式，将文化遗产、历
史典故、传统工艺、非遗项目、文创产
品和体育赛事有机融合，打造文体旅
产业新IP和新亮点，让辽宁文体旅持
续“热起来”“火起来”，激活了传统节
日的时代生命力。

年味十足，日子红火。春节既是
时节的分界线，又是未来的新起点。
新的一年、新的春天、新的攻坚，面向
新一年，让我们携带着春天的希望，锚
定攻坚之年的目标任务，拼抢争实、努
力奋斗，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年味重在传承
刘 桐

红火喜庆的龙年剪纸、栩栩如生
的布贴……春节期间，营口市文旅广
电局、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举办线上活动，展示营口非遗传承人
的贺岁作品，传承非遗文化。这些作
品多以红色为底，融入中国龙的形象
及福字等传统贺岁元素。

同时，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开展线上“同贺新春 共享非
遗”剪纸、布贴作品展，共展出伊尔根
觉罗氏剪纸、曹氏剪纸等16幅剪纸作
品，以及5幅靳氏布贴作品，给人们带

来一场丰盛的迎春艺术盛宴。
据介绍，营口剪纸技艺传承人把

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具象或意象的表
现形式寄于剪纸上，以独特的视角和
精湛的技艺，将龙年的特征和文化精
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在线欣赏，也
能让人领略到剪纸艺术的精妙。营口
布贴中有代表性的靳氏布贴在传统技
法的基础上融入工笔、写意、年画、剪
纸等艺术神韵，把民间的“俗”和国粹
的“雅”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风格。

互联网上品“非遗大餐”
本报记者 佟利德

享“文化年货”，庆新春佳节。春
节期间，辽阳博物馆精心准备了一系
列年味十足的活动，让大家在浓浓的
文化气息中过大年。

赏民俗、观古迹，博物馆里看大
戏。近年来，“博物馆里过大年”逐渐
成为群众欢度新春的方式之一。大年
初二，辽阳博物馆迎来首批游客。博
物馆里红灯高挂、喜气洋洋，精彩的传
统戏曲、极具地方特色的二人转、神奇
的魔术表演……为在辽阳过年的游客
献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在辽阳博物馆书画展厅，“龙腾四

海”全国迎春剪纸精品展吸引众多游客
驻足观看。“剪纸艺术非遗传承人以

‘龙’为主题，创作出这么精彩的剪纸作
品，太震撼了！”过年回辽阳探亲的苏州
游客王磊一大早就和家人来到这里看
展出，一张张剪纸精品让他流连忘返。

春节假期，辽阳博物馆还精心打
造“人寿年丰”杯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
作品展、“博物馆里办年货 辽阳地方
特产展”等展出，同时邀请国家一级演
员王彭等辽阳戏曲名家和众多器乐爱
好者到博物馆现场表演，给游客带来
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博物馆里享“文化年货”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新年新气象，繁华的沈阳中街步行街上年味浓、人气旺、
消费热。在人气最火的头条胡同，档口里的经营者统一着装，
极具东北特色的花袄令人感到亲切，叫卖声此起彼伏，诱人的
美食令消费者流连忘返。

上图：头条胡同内，市民在逛街的同时畅享美食，烟火气十足。
下图：中街步行街上人潮涌动，沿街商铺爆满，消费活力迸发。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记者手记

浓浓烟火气
消费活力足

新华社北京 2月 11 日电 （记者
于文静）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2023年我
国农业绿色发展步伐加快，农业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化肥农药施用持续减量增
效，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
率、农膜处置率分别超过78%、88%、80%。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2023 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提升取
得新成效，新认证登记绿色、有机和名特
优新农产品1.5万个。同时，长江十年禁
渔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23万多退捕渔

民安置保障实现全覆盖，长江水生生物
资源和多样性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近日公布的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
养循环模式；持续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
效；加快推进长江中上游坡耕地水土流失
治理，扎实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

据了解，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农业绿色
发展步伐、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做精做优
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我国加快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改善

春节期间，沈阳老北市里大红灯笼高悬，各种演出精彩纷呈，吸引众多市民与
游客前来游玩，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新华社记者 李 钢 摄

岁在甲辰，龙腾祥瑞。中国人喜
迎新春的同时，世界各地的春节庆祝
活动也好戏连台。春节今年首次被列
入联合国假日，彰显中华文明和东方
传统文化的感召力，也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世界文明多元融合的良好心愿。

龙年新春，联合国粮农组织、维
也纳联合国总部等联合国机构首次
正式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目前，已
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定为
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
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从东方到
西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世界各国

点亮“中国红”，共享欢乐喜庆的节
日氛围，感受绚烂多彩的春节文化。

龙腾虎跃、鱼跃龙门，中国龙蕴
含的美好精神为人们带来前进的力
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
森说：“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勇气、
远见和行动力。为了应对面临的许
多全球性挑战，我们需要具备这些
品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
瓦罗瓦娅用中文祝福大家“春节快
乐”，她认为“龙会给我们带来希望
和繁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秘书长蕾韦卡·格林斯潘说：“龙象

征着力量，象征着美好世界和美好
生活。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这种积极的力量。”塞尔维
亚总统武契奇相信龙年的中国将以
力量、智慧和创新精神继续全面开
拓进取，早日实现中国梦。

春节在节日欢欣中拉近不同国
家民众之间的情感距离。同在东亚
文化圈中的许多国家，春节都是法
定节假日。长期以来，越南、朝鲜、
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
坡等国各自形成颇具特色和规模的
春节庆祝方式。（下转第二版）

春和景明，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新华社记者 李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