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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2024春节档引发观影热潮，多部优秀影片集中上映，丰富了人们的
假期生活，增添了节日氛围，我省各家影院也迎来大批观众。数据显示，
2024春节档，我省票房达到2.93亿元，较2023年增长30.8%，全国
排名第10位，观影人次为614万，较2023年增长36.4%。除此之外，

与影片相关的话题引发观众热烈讨论，带来温暖和前行的力量。

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春节假
期，辽宁省博物馆热闹非凡。赏文
物、购文创、做手工，成了今年春节
期间辽博里的一道风景。

2月19日，辽宁省博物馆出炉
了一份今年春节假期观众接待数
量汇总成绩单：截至 2 月 17 日，春
节假日期间，共有 12 万人到辽博
近距离感受文物之美，领略中华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一数字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233%。

12万人中，有60%的观众来自
沈阳之外的其他城市，来自外省的
观众占到四成，其中排名前五位的
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吉林省、河北
省、黑龙江省和江苏省。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
期，到辽博参观的观众日均超过1
万人。农历正月初三至初八这 6
天，辽博“火上又火”，每天观展人数
直升至2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辽博热度的直线上升，既得益
于辽博在今年春节前重磅推出的
一系列精品展览文化大餐，也得益
于文创产品、线下活动和地方美食
研发等的多管齐下。

早在春节到来之前，辽博已经
推出独具特色的“飞龙在天——甲
辰龙年生肖文物展”。展览中，有
70%的文物是首次与观众见面，重
点文物玉猪龙成为本次展览的主
角，视频、书法艺术、“龙元素”与整
场展览融合，相辅相成……这些都
深深吸引了观众。此外，“丹青万
象——齐白石和他的师友弟子们”

“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
体书法精品展”“从奥尔梅克到阿

兹特克——墨西哥古代文明展”等
多个精品展览热度不减，也令观众
流连忘返。

春节前夕，辽博升级了“辽博
雅集”文创商店。在半封闭的展示
空间里，“辽博雅集”以馆藏重点文
物《簪花仕女图》为创作灵感，将古
画中的元素有机嵌入空间全景，巧
妙运用花艺、藤蔓、宣纸、雅竹、实
木等中华美学元素，构造出雅致和
谐、清逸舒适的购物场景。除了购
物场景美化外，“辽博雅集”还拓展
了展售面积，增加了文创产品类
别，成为展厅之外观众又一个热门
聚集地。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辽
博的文创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 200%，刷新了历史纪录。
围绕辽博馆藏重点文物设计推出
各式各样的精巧文创产品吸引了
众多年轻观众的目光。可以留下
观展印记的盖章本、可以携带回家
的冰箱贴，以及充满辽宁地域特色
的岫玉挂件，成为观众最为中意的
三大热点文创。在展览和文创产
品升级的同时，春节前夕，辽博还
升级了观众服务设施。从设置大
件行李寄存处，到食堂餐饮中增加
了东北地方菜，再到围绕主题文物
展研发的系列文创产品，辽博的暖
心之举赢得众多好评。

“国宝众多，根本看不过来，下
次有机会再来，辽博太值得去了。”

“目前去过的省级博物馆中，辽博是
展 品 最 多 的 一 个。”“ 辽 博 太 好
啦！”……在互联网社交平台，观众纷
纷留言。

春节辽博观展人数同比增长233%

外省观众占四成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2 月 17 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
馆上演。纪念馆员工为游客们献上了精心编创
的舞蹈《芳华》、诗朗诵《致敬英雄城市》、提琴合
奏《如愿》等节目。

据悉，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从正月初
一开始，有计划、分层次、分主题开展“纪念馆里
过 大 年 ”系 列 活 动 ，春 节 期 间 接 待 观 众 达
121624 人次，创历史新高，成为各地游客来沈
阳“红色研学”的热门打卡地。围绕“传承红色
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博物馆里过大年”主题，该
馆推出3个精品红色专题展览。在保障观众有
序参观的同时，还提供了热水、保暖鞋垫、免费
讲解等暖心服务。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将继续发挥社会
教育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彰显
红色文化育人铸魂固本的时代价值，全力打造
沈阳文旅红色名片。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春节接待观众12万人次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海搏报道 欣赏木版
年画，还能把自己亲手拓印的年画带回家，让很
多人觉得年味浓。近日，由沈阳市文明办、大东
区委宣传部主办的“赏年画 过大年——我们的
节日·春节 非遗传承 拓画送福”活动，让市民
在制作拓画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涂墨、匀墨、刷墨、铺纸、印制……活动现
场，观众不但可以了解拓画的起源、发展、分类
等知识，还能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亲自动手拓
画，随着一幅幅“福”“吉祥如意”“龙年吉祥”
等字样的年画出现，参与的观众欣喜不已，成
就感十足。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 2 月末。元宵节前，沈
阳市大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将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惠民志愿
服务活动，持续送出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货”。

沈阳“拓画送福”
动手体验中国年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春节期间，辽宁
省图书馆挖掘馆藏优质少儿绘本、童书资源，将
古琴、书画篆刻等中华传统文化与美育、科学、家
庭阅读指导相结合，特别推出“龙跃甲辰，童阅新
春”年俗与图书推荐展、“童阅自然”科普阅读成果
展等少儿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活动集合了40项
亲子阅读体验项目，一直延续到3月11日，让孩子
们在图书馆里度过一个独特的“书香新春”。仅
春节期间就有1.53万人参加此次系列活动。

由省图少儿馆员原创的“龙跃甲辰，童阅新
春”年俗与图书推荐展，从龙文化、年俗常识以
及经典龙主题童书三个方面，展现了多姿多彩
的中国龙文化与年文化，引领小读者追寻龙的
踪迹，探索龙的奥秘，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
流长。本次展览与全省13个市、21家图书馆联
动同步推出巡展，线上线下同步展出，全省各地
小读者可以跨时空看展。

大年初九凌晨 1 时许，K95 次
列车缓缓驶入抚顺站。刚刚在北
京第三十八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
上结束表演的抚顺地秧歌民间艺
术团一行人走下火车。大年初一
至初七，艺术团 30 名演员每天表
演4场秧歌，将原汁原味的地域文
化展示给北京市民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

记者了解到，刚刚过去的龙年
春节假期，也是辽宁对外传播文
化、展示地方风采的好时机，多家
艺术团队赴外省演出，以非遗为春
节添彩。

抚顺“地秧歌”太好看
在庙会上每天演出四场

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花冠，
脸上化着象征不同角色的妆容，手
里拿着大红扇子和手绢……大年
初一，由抚顺地秧歌民间艺术团带
来的《欢腾的满乡》在北京龙潭庙
会上一亮相，台下的观众就被充满
满族风情的表演吸引，纷纷举起手
机拍摄。随着表演进入高潮，抖
扇、耸肩、腰部“大摆”“大仰”等动

作与脚颤协调配合，抚顺地秧歌的
地域特色尽显，台下观众大声叫
好，掌声不断。

春节前夕，抚顺地秧歌艺术团
接到了北京龙潭庙会主办方的邀
请，于正月初一至初七赴京演出，
共贺新春。“团队共 30 人参加，年
纪最大的龚翠华已经78岁了。”抚
顺地秧歌民间艺术团团长、省级传

承人巴恒金对记者说，一行人于大
年三十到北京后，立即去现场彩
排。随后7天，每天上午下午各演
两场，让北京市民、来京游客看到
了地地道道的抚顺地秧歌。

抚顺地秧歌市级传承人李永
祥告诉记者：“当地很多人专程来
看我们的表演。在演出结束后，一
些外国游客拉住演员求合影，北京

相关专家学者也到现场观摩，对我
们的演出赞不绝口。”

“我们荣获金奖啦！”在正月初
七演出的最后一天，巴恒金从北京
给记者发来消息。这个奖项来之
不易，为了迎合春节的火热氛围，
巴恒金设计了全新节目《欢腾的满
乡》，既保留了抚顺地域文化和民
间习俗，又以大红灯笼开场、收尾，
为观众带来过大年的火热气氛。

“节目编排有创新，同时把握住了
地秧歌的传统，大家喜欢的正是这
种接地气的演出，所以我们获了金
奖。”巴恒金说。

盖州高跷受欢迎
4支队伍奔赴三地演出

同样在北京龙潭庙会演出并
获得金奖的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辽南盖州高跷。盖州吉先高跷艺
术团团长王吉先告诉记者，艺术团
赴京参加庙会展演已有 20余次经
验。今年春节，他带了两支队伍共
48 人进京，分别在龙潭庙会和地
坛庙会为观众献艺。

踩着近 1 米高的木跷，走在 1

米多高的舞台上，与其他表演方式
相比，高跷演员给人“高高在上”的
感觉。当演员们“高”调亮相时，现
场一下子欢腾起来，“架相”“三层
楼”“前滚翻”等动作如行云流水，
观众看得十分过瘾。“高跷表演观
赏性强，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反响
越热烈，我们表演得就越起劲儿。”
王吉先说。

盖州高跷本就是辽南地区劳
动人民自娱自乐的民间舞蹈形式，
主要在春节、庙会以及庆典上表
演。艺术团将辽南最古老的舞蹈形
式带给全国各地观众，得到了正向
反馈。每天4场，每场15分钟的表
演中，演员们尽心呈现各种高难度
动作。“春节期间各大庙会、景区客
流量大，大家都拿出了最好的精神
面貌，让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看到辽宁的非遗项目！”王吉先说。

龙年春节，艺术团共有 4支队
伍外出表演。除北京外，还有两支
队伍前往河南南阳和河北吴桥。
表演结束后，演员们回到家乡暂时
休整，2月21日将再次动身前往陕
西，参加榆林秧歌会演，将辽南的
高跷技艺带到更多地方。

抚顺地秧歌盖州高跷北京庙会拿金奖
本报见习记者 刘海搏

多部喜剧电影烘托气氛
票房口碑双丰收

大年初一，保利国际影城沈阳
K11店内的观影人群络绎不绝，多
部春节档电影预告片在大屏上滚
动播放，宣传海报并排摆放在休息
区内，许多观众在此选择热门影
片。类似的场景在我省多家影院
上演。

如今，在春节期间看电影成
为大家过年习以为常的文化活动
之一。在 2024春节档上映的新片
中，《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熊
出没·逆转时空》《第二十条》备受
观众喜爱。其中，贾玲自导自演
的《热辣滚烫》从女性视角展现改
变自己的人生力量，收获了票房
冠军和良好的口碑；韩寒执导、沈
腾主演的《飞驰人生 2》则延续了
上部作品的故事，幽默的台词、富
有喜剧色彩的情节，以及赛车运
动带来的视觉冲击，看点十足；张
艺谋携新作《第二十条》三度进军
春节档，影片以现实题材、小人物

视角切入，展示刑法第二十条关
于“正当防卫”法条背后的公理人
情，获得广泛好评；动画电影“熊
出没”系列第十部《熊出没·逆转
时空》如约为小观众献上了新年
贺礼。该片集合十年间该系列动
画中众多经典角色和场景，通过
银幕完成了与小观众的十年之约。

这些影片以喜剧方式观照人
生，关注社会，获得了票房与口碑
的双丰收，“温暖有力量”“整体观
感不错”“理想依旧发光”……由影
片引发的热门话题不断更新，网友
们的观后分享也促进电影热度的
延续。比以往 7 天时间的春节档
多出一天的 2024 春节档，获得了
更多观众的“偏爱”。

对此，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赵亮认为，与其他档期不

同，春节档电影在调性上具有一定
的独特性。它要与春节喜庆祥和
的文化氛围相融，通过电影作品去
满足观众在节日期间的心理和情
感预期。从影片类型来看，今年的
春节档电影主打喜剧，内容更多是
以小人物突破困境、自我逆袭的故
事与观众共情。比如《飞驰人生
2》，观众在笑声中陪伴主人公张弛
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确认和突围，
契合春节气氛。正如《热辣滚烫》
片尾曲《小美满》，电影和观众都在
春节收获着自己的“小美满”。

数据显示，2024春节档，我省
票房达到 2.93 亿元，较 2023 年增
长30.8%，全国排名第10位，而去年
这一排名为第13位。观影人次达到
614万，较2023年同比增长36.4%。
票房和观影人次创新高。

大连万达影城经开店
票房排名全国第二

高水准的电影和良好的观影
环境吸引人们在春节假期和家人
一起走进影院。全国数据统计显
示，我省大连万达影城经开店、朝
阳万达影城、辽阳万达影城3家影
城在全国影院票房排名位列第二、
第五、第九。对此，大连万达影城
经开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
间，观众的观影热情很高，每天 13
点到 18点时段全部影厅满场。为
保证观影体验，影院工作人员全员
出动提供各项服务。

此外，我省多家影院根据观众
观影习惯、特点推出特色服务。春
节期间，保利国际影城沈阳K11店

9个影厅全部开放，并延长营业时
间至凌晨。位于中街的沈阳百年
光陆影城针对游客群体提供游玩
攻略、暖宝宝贴等服务，并通过陈
设更新打造新年观影氛围。

不仅在城市，回村过年的人们
在家门口也可以看电影。据朝阳
市羊山镇影院负责人张有军介绍，
羊山镇电影院建有两个影厅，111
个座位，配置了高清放映设备，在
片源上与城市院线同步。该影院
通过当地影迷微信群、各个村的联
络群发布电影放映时间，而且春节
期间还为观众提供免费的饮品和
爆米花，这种接地气儿的运营方式
备受当地观众欢迎。

大学生谢宇鑫分别和妈妈、弟
弟观看了《热辣滚烫》《熊出没·逆
转时空》两场电影。谢宇鑫说：“除
了电影带给自己的感动，其实更珍
惜与家人一起观影的感觉，很美
好。”在她看来，电影从自己走出电
影院那一刻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就
像《热辣滚烫》中的乐莹，她身上的
勇气很打动我。希望未来可以去做
一些自己热爱的、有意义的事情。”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海搏报道 2 月 17
日，在春节假期的尾声，抚顺市举办非遗公益课
堂，邀请中小学生及非遗爱好者体验冷凝香制
作技艺，探寻香文化的魅力。

活动中，抚顺市东洲区冷凝香制作技艺传
承人苏静讲述了香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冷
凝香的独特之处，现场展示香料并讲解制作过
程，指导参加活动的学生们亲手制作冷凝香。
大学生志愿者赵娅冰在参加活动后表示，公益
课堂不仅让她深入了解非遗文化，也体会到了
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坚定了保护和传承非遗
文化的决心。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抚顺市文化旅游发展
促进中心主办，抚顺市非遗保护中心、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和市图书馆承办，是第九期非遗公益
课堂。通过体验制作技艺，不仅让冷凝香这一
传统技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推广，更在孩子
们心中播下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抚顺公益课堂
寻“香”感受非遗

简讯 JIANXUN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阜新市政府将共同主办“菊苑流芳——
2024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本台晚会由阜新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阜新市歌舞剧
院协办，定于2月22日（正月十三）晚在阜新煤
矿工人文化宫演出。

本台戏曲晚会除演出京剧、评剧经典作品
外，还将有辽宁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亮相。参
演单位来自沈阳、大连、鞍山、本溪、锦州、营口、
阜新、辽阳、铁岭、朝阳 10 个市的 17 家戏曲院
团，是全省戏曲院团的一次集中展示。还将遴
选荣获辽宁文华大奖、在小戏展演中表现突出
的作品参加演出，如海城喇叭戏《玉石沟》、铁岭
秧歌戏《新货郎》等，同时我省优秀文艺工作者
为本台晚会新创作了地方戏曲联唱等作品，是
辽宁戏曲艺术的一次盛宴。

晚会将于 2 月 22 日 19 时在辽宁文化云平
台直播。

省图“童阅新春”
带孩子了解龙文化

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
定档正月十三

614万人次，同比增长36.4% 2.93亿元，同比增长30.8%

我省春节观影人次和票房创新高
本报记者 谭 硕

春节期间，抚顺地秧歌在北京庙会演出，受到观众好评。（受访者供图）

大年初三，精彩的非遗舞龙表演在沈阳故
宫与游客见面。

观众在辽宁省博物馆选购文创商品。

春节假期，有12万人走进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玉猪龙成为最受欢迎的“明星”。

在春节展览期间，辽博创新展陈方式，为观众
带来沉浸式、交互式的观展体验。

馨香文化年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