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21—0001 代号7-1总第25282号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政编码：110003 读者服务：024-22699378 广告垂询：024-22698121 年价：520元 零售：1.5元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23782738

LIAONING DAILY
扫描二维码

关注本报APP

http://www.lnd.com.cn北国网网址：

2024年2月

13
今日4版

星期二
甲辰年正月初四

记者手记

这个春节假期中，吉林大学的
“地质宫”、沈阳铁西的工业景观、青
岛大鲍岛的里院建筑、大同古城的
绵绵巷等景点火了……不少“外地
人没听过、本地人没去过”的老建
筑、老社区、老街巷，因丰富的人文
故事在社交平台上流量颇多，在春
节长假里吸引八方来客，掀起新的
一轮“文旅热”。

这轮假日“文旅热”的背后是
“文化热”，是人文资源精彩出圈。
游客的文化素养持续提升，旅游需
求不断向深层次的人文体验拓展。

大家出行游玩，已不单单是为了“看
山看水看景”，从“打卡拍照”的“我
要去”，逐渐升级为深度融入地方人
文特色的“我要感受”，文化风越来
越受关注。一批带有历史笔墨、富
含人文情怀的文化地标备受青睐，
其融合的历史要素和人文精神，契
合了游客不断升级的文旅需求。“文
旅热”折射出游客对人文故事的喜
爱和对文化特色探寻体验的期盼，
也体现了各地独特人文资源的巨大
潜力和吸引力。

多地正在顺应游客期盼，顺势

而为，让人文资源在“文旅热”中焕
发更多光彩。开放校园、校史馆，讲述
名家故事，制作参观攻略；整体谋划，
梳理老城、老街里的人文故事；“摸
底”城市底蕴，推广人文遗址，寻找
记忆共鸣……许多“隐姓埋名”的人
文资源，正逐渐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广袤中华大地，文化博大精深，
各有各的精彩。随着“文旅热”涌
动，将会有越来越多人文资源被发
掘出来，一场场文化盛宴让人深切
感受中国之美。

（据新华社长春2月12日电）

让人文资源在“文旅热”中发光
新华社记者 褚晓亮 段 续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申铖
唐嘉雨）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司长侯俊明
日前表示，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
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约 1 万亿元，重点向
基金收支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
地倾斜。

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发挥职
能作用，不断加大财政补助力度，实施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
理。“通过落实上述措施，近几年基金收

支状况得到有效改善。截至2023年底，
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
余已接近 6 万亿元，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是能够保证的。”侯俊明说。

他表示，同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财政部门还安排专门资金，支持
实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等养老服
务项目，出台一系列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税费优惠政策，大力支持银发经济发展。

我国加大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力度龙腾华夏 春满神州
——全国各地欢度春节一线见闻

宣讲红色故事、开启寻“龙”之
旅 、举 办“ 微 讲 堂 ”、增 设 打 卡 点
位……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多家文博
馆开门迎客，适时推出的特色活动既
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创新了展
览形式，提升了服务品质，让游客在
文博馆里了解传统文化，致敬平凡英
雄，品尝别样年味，可谓是“老味道、
新体验”。

“老味道”，源于对历史文化的展
示传承。文博馆留存的是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蕴含的文
化符号和地域风情不可复制，可以令
游客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独
特魅力。中国工业博物馆等专题文博
馆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历程，
游客通过观展，可以了解新中国工业
发展史，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之余，增

强自豪感，点燃奋斗激情。
“新体验”，来自不断创新的展览

形式。文博馆运用数字化技术、沉浸
式体验，让游客更加直观地感受历史
场景、传统韵味；通过推出文创产品、
组织研学活动、线上线下互动等方式
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让游客把博
物馆“带回家”，把优秀传统文化学习
好、传播开。朝阳博物馆开展的寻

“龙”之旅活动，就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孩子们了解和体验红山文化，推动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游文博馆，过文化年。站在传承
与创新的交汇点，让我们坚定文化自
信，凝聚奋斗力量，奔向美好生活！让
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赓续绵延，赋
能高质量发展，丰富高品质生活，我们
都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老味道 新体验
陶 阳

“大沈阳登上春晚舞台，我们感到骄傲、自
豪！”“机械臂舞动的‘红手绢’真好看！”“工业
风、东北情相融合，春晚‘沈阳时刻’怎么看都
看不够！”……

2月10日，大年初一。暖阳下的央视春晚
沈阳分会场所在地——中国工业博物馆气势
恢宏。市民与游客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聚集在这里打卡拍照，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我们来到了央视春晚沈阳分会场！太激
动了！”他们品味着春晚这道文化盛宴的每个
细节，尽情抒发着作为沈阳人、辽宁人的自豪感，
用行动述说着对城市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龙年新春快乐”“前途似锦”“福气满满、好
运连连”，在打卡点，大红色的背景板透着喜庆
劲儿，上边不仅写满了新年“吉祥话”，也有“山

海有情、天辽地宁”“沈水之阳 我心向往”“铁了
心爱你”等文旅特色标语。背景板中间，由齿轮
图案拼成的巨龙拍照区凸显着工业元素。

正是一代又一代辽宁人践行坚韧不拔、精
益求精、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才创造出共和
国工业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80后”万传琦在
沈阳市铁西区长大，喜欢称自己为“工三代”。
在工博，万传琦既是打卡者，也是拍摄者、宣传
员，他说：“现在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
这一代的手中，作为一名旅行博主，我会通过
视频向全国、全世界的网友展现我们沈阳的魅
力和沈阳人的热情！”

百年老工厂变成博物馆，浓缩了中国工业
的发展历程，现在又成了春晚分会场。中国工
业博物馆在璀璨灯光映衬下的美丽画面出现

在网络上的那一刻，就“圈粉”无数。着急的粉
丝纷纷通过语音导览和数字点播在线逛工
博。“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个铸造用机
械手、第一个自主研发的管模、第一台万能钻
床……太震撼了，辽宁不愧为共和国工业长
子！”湖北网友小刘说。

春晚圆满落幕，工博喜气洋洋。为充分满
足全国游客“打卡”的愿望，中国工业博物馆将
于2月25日重新向社会开放。春节期间，中国
工业博物馆馆长王荣巍依然忙碌个不停，她
说：“开馆后，我们将举办工博文化市集活动，
传承、弘扬工业文化，展现城市文化范儿、烟火
气、人情味。还将打造央视春晚沈阳分会场

‘同款’舞台，创新融入春晚的‘声光电’等元
素，邀请市民与游客登台打卡留念。”

“我们来到了央视春晚沈阳分会场！”
本报记者 陶 阳

大年初三，天气有些寒冷，但朝阳博物馆
内却热闹非凡。上午 10 时许，馆外停车场就
没有多少车位了。在龙年的第三天，不少市民
选择走进朝阳博物馆，赏文物、寻“龙”迹、听故
事、做手工……在观赏文物的同时品味红山文
化韵味，过一个别样的春节。

上下五千年，龙脉永流传。走进朝阳博物
馆二楼的“凌河记忆”展厅，许多观众聚集在玉
猪龙和C形玉龙展台前，仔细观赏着这两件文
物。“很早就想和家人来看看玉猪龙了，可惜一
直没时间。今年恰逢龙年，就决定带家人来这
里看看，感受中华龙文化的独特魅力。”家住朝

阳市双塔区的李先生高兴地对记者说。
2023 年 12 月 9 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认为，属于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代表
的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朝阳境内有着众多的
文化遗存。春节期间，朝阳博物馆充分发挥自
身资源优势，推出“在朝博过大年”系列文化体
验活动，满足广大市民春节期间的精神文化需
求。在“彩绘庆大年·龙年送吉祥”主题社教活
动中，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启寻“龙”之旅，
观赏“龙首柄铜鐎斗”等文物，制作龙年醒狮福
字挂饰，在揭开文物背后“文明密码”的同时，

学习中华文明的龙文化。此外，还开展文物印
章收集活动，精心挑选出四件与龙元素有关的
精品馆藏文物，制作对应文物印章，满足广大
集章爱好者的收集需要。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朝阳博物馆文物
藏品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以玉器、陶器为代表
的红山文化文物尤受观众喜爱。为丰富春节
期间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我们在组织系列文化
体验活动的同时，推出了‘博物馆奇妙夜’游览
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市民春节假期参观
需求，让市民过一个别样的龙年春节。”朝阳博
物馆馆长王元说。

品红山文化 启寻“龙”之旅
本报记者 崔 毅

“假期头两天，接待量就已过万，
接下来还会继续增加。”大年初三，抗
美援朝纪念馆社会教育部部长宋丽萍
告诉记者，为满足群众在春节期间“红
色游”的需求，抗美援朝纪念馆开展了

“文博馆里过大年”活动，假期照常开
放，让游客过上“红色年”。

“以前只听过这些英雄的故事，这
次来参观，才真正了解了这些英雄。”
来自大连的四年级学生车金宇跟着家
人到丹东旅游，抗美援朝纪念馆是她
此行最重要的“打卡地”。其家长表
示，这次专程带着孩子来参观，就是为
了让她在游览中厚植家国情怀。

为进一步用好红色资源优势，让
孩子了解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历史，
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抗美援朝精神
润育童心”小志愿者系列活动，让孩
子学习志愿服务内容，接受示范讲解
培训，互动式体验讲解工作。

走进文博展厅，2024年首个原创
专题展览“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
线”正在展出，展示了抗美援朝期间中
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钢
铁运输线”的珍贵历史。宋丽萍告诉
记者：“我们从正月初四开始增加夜场
参观，将开展更多活动，方便大家在新
春佳节向英雄致敬。”

听抗美援朝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东北大鼓《四树红旗》让我热血沸
腾，将来我也要报效祖国。”大年初三，
锦州市实验学校学生李铭扬激动地对
记者说。今年春节，辽沈战役纪念馆举
办“辽沈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让传统
节日“活”起来，让红色文化“热”起来。

“锦州城南战斗中，前边高举红旗
的战士倒下，后边的战友立刻冲上去重
新举起红旗。几分钟内，这样的场景重
复了四次。”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
员、锦州市宝地小学学生赵泽莹用东北
大鼓的形式重新演绎了那场惊心动魄
的战斗，赢来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讲解员周超讲述的红色故事《将
一生献给党——炮兵元帅朱瑞》让观
众重温了那段铁血岁月。当天，讲解
员们还表演了实景剧《人民的苹果》，
重现了人民解放军爱民守纪的优良作
风，深情的演出令观众感动不已。

辽沈战役纪念馆社会教育部主任
王竹介绍，“辽沈馆里过大年”系列活
动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办，共有超万
人次参加，深受游客的喜爱。活动让
游客深刻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富内涵与红色文化的磅礴力量，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新春佳节。

看辽沈战役红色演出
本报记者 崔 治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各景点围绕新春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迎接八方游客。在沈阳棋盘山关东影视城，正在举办的2024沈阳迎春灯会
备受青睐。据了解，该灯会将持续至3月3日，其中南广场主灯“五龙团莲”高18米、直径72米、占地4000平方米，是沈阳历年灯会中最大的一组彩灯组团，
将代表祥瑞的“龙”元素融入“年”和“家”的主题中，凸显了万福聚中国、万福临万家、万家贺新春的概念，吸引众多市民与游客前往观赏打卡。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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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灯会“龙”重登场

春节期间，我省各地旅游市场红红火火。大年初二，在沈阳故宫，沈阳评剧
院带来的折子戏《打金枝》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甲辰龙年，赏灯舞龙，暖流涌动，华夏大地张灯结彩，
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浓浓的年味中，人们相互拜年、
祝福新春，在返乡中慰藉乡愁，在团圆中释放思念，在欢聚中
凝聚力量，期待更加美好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放眼祖国大地，处处充满着丰富的年俗、多彩的年景、
浓郁的年味。东西南北，各有各的韵味。新旧风尚，让过年
更加多姿多彩。龙腾华夏，春满神州。人们怀着对未来的
美好向往，铆足干劲开启新一年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