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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走进坐落在丹东市
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安东老街，
金珠打糕店制作师傅的捶打声，吸
引了许多过往游客驻足观看，现场
的气氛和香甜的味道让来自大连
的李明夫妇忍不住上场体验。“年
年有余！”“步步高升！”夫妻二人一
声号子一下槌，卖力捶打间，开心
的欢笑声在场上回荡。

沿着安东老街的室内巷路前
行，浓浓的年味儿和烟火气扑面而
来。安东老街的室内建筑外形主要
参照丹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
街建筑形式，复制旧时的部分标志
建筑、老街名及街景装饰，集怀旧观
光、“非遗”观赏、经典美食、旅游购

物于一体。吹糖人、写花鸟字、烙葫
芦画、绣满族荷包……市民、游客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亲密接触，体验传
统文化之美。米叉子、焖子、朝鲜族
打糕、烤冷面……一家家不起眼的
宝藏食客小店铺，味道却让人吃得
每一口都特别开心。整个假期近30
万人次的游客流量，让节日里的安
东老街热闹非凡。

丹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朝鲜族特色技艺——打
糕”的摊位前围满了人。“‘非遗’美
食朝鲜族打糕让游客在品尝美食
的同时，还可以亲身体验做打糕的
乐趣。”传承人金珠打糕店的负责
人金华说。

老手艺捶出地道风味
本报记者 王卢莎

除夕夜，央视蛇年春晚舞台
上，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惊
艳亮相，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在内的
12个中国古建筑测绘图以震撼人
心的方式铺展在亿万观众眼前。
奉国寺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文
化瑰宝，也借此再次成为全国观众
瞩目的焦点。

带着惊喜，奉国寺于除夕夜
22 时点亮传统跨年夜璀璨灯光，
中轴线古建筑群在灯光的映照下，
美轮美奂、金碧辉煌，前来跨年祈
福的游客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新
春零时，两名身着辽服的撞钟人撞

响沉寂一年的古钟，悠扬的跨年钟
声承载着现场群众的期许和祝福
穿透夜空，在古城上空久久回荡。

惊喜并未就此落幕。大年初
一，2025奉国寺第三十三届春节庙
会盛大启幕。春晚中的惊艳亮相，
无疑为奉国寺带来空前热度，庙会
首日客流量就超出往年三成左右，
其中不乏外地游客。参观和祈福的
人群摩肩接踵，处处皆是欢声笑语。

返乡大学生谢东左手拿着糖
葫芦，右手攥着羊肉串，笑容藏都
藏不住，他说：“希望全国各地的朋
友有时间都来看看。”

千年古寺点亮跨年灯光
本报记者 白复海

“快看！这就是长城城墙。”
“太震撼了！这惟妙惟肖的场景再
现了明代古城的历史风貌。”……2
月 5 日，辽阳长城文化展示馆内，
人头攒动，光影、图片与文字、文物
等纷纷向游客述说着辽阳厚重的
历史与文化。

春节期间，全面开放的辽阳平
胡楼吸引了省内外游客及市民纷
纷前来登楼打卡，继辽阳长城文化
展示馆之后，平胡楼辽阳有礼、非
遗展馆也正式对外开放，人们在登
楼望远的同时，也深入了解辽阳的
历史文化。

平胡楼于明朝洪武年间改建，
为明代辽阳城南城的四大角楼之
一，保护性建设的平胡楼位于原平
胡楼遗址。新春之际，人们纷纷登

楼远望，击鼓迎新、探寻古城的历
史，展望美好未来。游客们有序参
观、安静看展，以绿色、文明、高雅
的方式沉浸于全景视频，领略辽阳
2300多年的文明画卷，深刻感受东
北第一城“长城与城·千年一脉”。

“这个假日真是收获满满，不仅
让儿子了解古城辽阳深厚的历史文
化，而且全家一起体验了百米刺激
雪道。”来自本溪的游客张淼兴奋地
说，古风古韵、雪地秋千、冰上画舫
等都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作为辽阳文化新地标，平胡楼
将文化与冰雪体验完美融合，开放
长城文化展示馆，采用创新展示手
法呈现辽阳历史文化，春节假期接
待游客13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
住宿等行业消费增长。

全景视频展现古城历史画卷
本报记者 严佩鑫

今年春节，来朝阳市凤凰山景
区敲响祈福大钟，观看百米巨龙巡
游、特色民俗秧歌、传统文化展演，
成为市民和游客感受朝阳浓浓年味
儿、体验朝阳特色民俗的新选择。

临近春节，一场大雪与凤凰山
不期而遇，白雪与青翠相互掩映，
为凤凰山绘就一幅水墨丹青般的
风景画卷。春节期间，朝阳市凤凰
山景区结合传统民俗文化和蛇年
春节主题，推出了“春祈敲钟”、百
米巨龙巡游、经典戏剧表演、传统
文化展演等“瑞蛇送福”春节系列
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参与文旅活动
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感受
朝阳凤凰山的浓浓年味儿。

大年初一，在凤凰山景区吉祥

广场“春祈敲钟”活动现场，来自沈
阳市的游客李女士在祈福大钟前，
排队敲响大钟，并在钟声中许下自
己的新年愿望。“之前，听说春节期
间朝阳凤凰山有登山祈福活动，今
年终于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参与，
祈愿自己和家人新的一年幸福安
康。”李女士说。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元素，龙
是吉祥和祥瑞的象征。今年春节，
朝阳市凤凰山景区创新将中华龙文
化元素与朝阳地方民俗有机融合，
推出百米巨龙“游凤山，走龙脉”活
动。游龙队伍从吉祥广场出发，舞
动着气势磅礴的百米巨龙，沿着既
定路线前行，市民和游客跟随其后，
感受春节的欢乐氛围。

跟随“百米巨龙”游走山水之间
本报记者 崔 毅

逛灯会、赏冰雕、品美食、看演
艺……春节期间，出片、好玩、好吃、
热闹的抚顺市月牙岛新春夜游季火
出圈，日均接待游客 6000 余人次，
成为网友热议的城市流量打卡地。

夜幕降临，月牙岛生态公园内
冰雕闪烁、花灯绚烂。2000余组灯
光与大型花灯组交相辉映，彩色光
芒在夜空中交织，年味儿愈发浓
郁。游客漫步在锦鲤花灯长廊，纷
纷在造型各异的花灯前拍照留念。
来自福建的姜媛媛兴奋地说：“长这

么大，头一回在东北过年。以前总
觉得东北春节就只有白茫茫的冰
雪，来了才发现，这儿的年味儿浓得
能把人给裹住，文化氛围也特别浓
郁，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此时，动感的音乐骤然响起，冰
雪电音节激情开场。“抚顺的朋友
们，把你们最灿烂的笑容都亮出
来！让我们一起大声说，过年好！”
在主持人热情的带动下，现场气氛
瞬间被点燃。歌曲《中国美》、说唱
歌曲《Welcome to 抚顺》、秧歌舞

《好运来》……精彩节目一个接一
个，歌舞声与欢笑声交织升腾。

月牙岛新春夜游季欢乐的氛围
和浓厚的年味儿吸引了央视记者的
关注。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
目组走进抚顺，把直播镜头对准了
抚顺月牙岛新春夜游季现场，向全
国观众展示抚顺的新年气息。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辽宁总站记者姜继媛
说：“来到月牙岛新春夜游季，最大
的感受就是这里的丰富多彩。过年
期间，大家最想感受的就是这种浓

浓的年味儿，在这里，不仅能欣赏漂
亮的花灯，还能领略抚顺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

春节期间，抚顺市通过打造多
元化冰雪场景、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推出地方美食，成功吸引了大量游
客。8 天假期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252.10万人次，同比增长43.26%；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3.85亿元，同比增
长 76.21%，不仅提升了城市知名
度，也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

冰雕闪烁 花灯绚烂 抚顺月牙岛火爆出圈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本报见习记者 简丹宁

春节期间的大连熊洞街里，传
统与创新交织，点亮了一幅幅春节
文化新图景。作为大连的城市街区
新地标，这个春节，街区以《山海
经》中大连与青丘的神秘渊源为灵
感，将神话传说与现实场景巧妙融
合，带市民游客穿越时空，走进奇
幻世界。

作为熊洞街的明星，这只名为
“巨熊北北”的机械巨兽，浑身雪白、
高达6米、重达25吨，站起来大约有
3 层楼那么高。它憨态可掬，仿生
动作生动，时而扮鬼脸，时而喷水喷
雾，时而低头摆姿势，时而挥手与游
客互动，仿佛就是熊洞街的主人，热
情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春节期间，“巨熊北北”全新升

级，让人眼前一亮。只见其两侧新
增的烟雾炮装置，在巨兽表演时同
步启动，缕缕烟雾从巨兽两侧缓缓
吐出。一会儿轻盈缥缈，如梦如幻；
一会儿磅礴汹涌，似波涛翻滚。这
些烟雾与“巨熊北北”刚劲有力的动
作完美配合，为表演增添了一份震
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太棒了！我从未见过如此震
撼的机械巨兽表演，感觉就像置身
一个梦幻的世界。”人群中，来自上
海的游客王悦兴奋不已。

作为熊洞街的策划人，巨型装
置艺术家、博涛文化创始人肖迪表
示：“‘巨熊北北’是大连专属定制的
城市 IP，我们希望借助科技手段，
为市民和游客在春节期间带来更加

独特的文化体验。此次升级改造，
不仅是对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一次
大胆尝试，更是对科技与文化融合
的一次深度探索。”

“来了，来了！”一条长达5米的
巨型锦鲤鱼灯，在舞灯人的奋力舞
动下，从人海中一跃而起。这场拥
有600年历史的安徽汪满田鱼灯巡
游，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鱼灯
不仅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更传递
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寓
意。游客还能参与鱼灯DIY活动，
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

在熊洞街的春节活动中，文化
互动体验丰富多样。活动邀请市民
游客与财神、月老、文曲星等神话角
色互动，通过领取“神仙互动券”，参

与传统仪式活动，收获寓意吉祥的
礼物。这种创新的互动方式，让传
统文化“活”起来。此外，以《山海
经》瑞兽为线索的探索活动也备受
欢迎。参与者手持特制地图，在街
区中寻找灵蛇、九尾狐等瑞兽踪迹，
合影打卡并完成任务后可获得精美
纪念品。集福字、猜灯谜等传统习
俗活动，也让人们全方位沉浸在春
节的欢乐氛围中。

春节假期，大连以“冬日童话，
浪漫大连”为主题，重点推出浪漫童
话、新春灯会、年货大集、绚丽烟花、
非遗民俗、温泉滑雪、文博展览、剧
场演出、群众文化九大主题、139项
精彩文旅活动，同程网测评春节期
间来大连跟团游同比增长39.68%。

赴大连跟团游同比增长近四成
本报记者 王荣琦

一场迎春雪，让遍布“老房子”
的沈阳方城更具韵味。在红墙黄瓦
之间，不少游客身着传统满族服饰、
化上精致妆容，来上一次“穿越之
旅”。小慧和小淇分别来自上海和
浙江，她们在换装间隙欣赏着朋友
圈上的“格格照”，咯咯地笑着说：

“下面好大一串儿点赞哦！”
为一组照片奔赴一座城。这个

春节，以旅拍的方式打卡沈阳成为
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沈阳方城百
余家旅拍店铺也随之火爆起来，各
个店内精美的服饰、多样的搭配，吸
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摄影师雷佳

男春节期间一天没休，他说：“线下
订单就达到了 700 多个，大约是去
年的2倍。”

游客“出片”、景点“出镜”、城市
“出圈”，春节期间，沈阳方城充分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和商业资源，推出
一系列文化旅游活动，让游客在
游故宫、逛中街、看花灯、品美食
的过程中，体验城市传统韵味和
时尚气息。

沈阳方城的“火”只是沈阳春节

文旅市场的一个缩影。春节假期，
沈阳市聚焦“冰雪+”，推出2025年

“冬日雪暖阳 撒欢在沈阳 欢喜过
大年”六大主题 200 多项新春文体
旅活动，灯会、温泉、美食、购物、民
俗等相互融合，满足游客的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

“全城皆景区、昼夜有精彩”，让
城市再度“出圈”。据统计，春节期
间，沈阳累计接待游客1342.02万人
次，同比增长20.7%；实现旅游总花

费 192.13 亿元，同比增长 26.8%，
“客流+消费”双破纪录。沈阳上榜
冰雪旅游目的地全国前五，入境游
订单量同比增长65%。

“在沈阳玩了4天感觉特别好，
不仅景色美，人情味也浓。”江苏泰
州游客周湛由衷地说。不仅要年味
儿浓、供给足，更要口碑好，沈阳市
以游客为中心，推出文旅驿站、旅游
直通车、迎客热线等特色服务，从交
通出行、游玩体验到餐饮住宿，全方
位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其中，旅
游直通车运送市民游客 6100 余人
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65%。

累计接待游客1342.02万人次“客流+消费”双破纪录

沈阳上榜冰雪旅游目的地全国前五
本报记者 陶 阳 本报见习记者 姜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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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2月4日，春节假期最后
一天，许多游客来到沈阳故宫
博物院参观游玩、拍照打卡。

邹新江 摄

③1月30日，大年初二，鞍
山千山景区银装素裹，游客纷
至沓来，人气爆棚。

本报特约记者 马新艳 摄

⑤营口在明湖广场举办大
型灯展，五彩斑斓的花灯构成
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们流连
忘返。

包爱霞 傅义增 摄

④春节期间的大连熊洞街
里，传统与创新交织，点亮了一
幅幅春节文化新图景。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②2月3日，朝阳县评剧团
在朝阳兴隆大家庭为市民表演
传统评剧《对花枪》。

张 静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丹东安东老街

锦州义县奉国寺

辽阳平胡楼

朝阳凤凰山

② ③ ④

⑤

这个春节，位于铁岭市银州区
的复古文化室内步行街——“铁岭
记忆”迎来了数万名游客，许多铁
岭人都带着朋友来到这里，回忆往
事，了解铁岭故事。

走进“铁岭记忆”，一股熟悉感
扑面而来，黑白电视机、传统喜铺、
老式理发店等场景一下子把人带
入上世纪 80 年代，沿着青石板路
向深处走去，大华饭店、罗过桥、铁
西照相馆、红旗电影院等铁岭老标
志建筑纷纷映入眼帘。“我小时候，
红旗电影院周边很热闹，看完电影
再吃上一顿火勺，就是儿时最奢
侈、最幸福的事情了。”大年初三，
从北京返乡的铁岭人韩仲带着朋
友一起来到“铁岭记忆”，讲起了自

己儿时的故事。
“铁岭记忆”是去年铁岭打造

的文体旅融合重点项目，这个集
文化、商业、休闲、演艺、特色美食
于一体的特色历史文化演艺街
区，还原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很多
生活场景。

春节旅游的新场景，铁岭不仅
“铁岭记忆”一处。大青渔乐的冬
捕和冰上火锅、七里屯村农家院过
大年、文博场馆的特色活动、冰雪
场地的创新项目等，也为游客深度
游玩铁岭提供了更多选择。“新场
景”为了铁岭新春文旅市场带来了
更旺人气，春节期间，铁岭市累计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3.63%，旅游
总收入同比增长50.18%。

踏上老街寻找儿时记忆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文旅迎来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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