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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龙 灯 山 河 舞 ，福 祉 万 家 传 。
2024 年是我国传统的龙年，今年
73 岁 的 呼 市 市 民 王 永 正 是 属 龙
人，老人从腊月开始便盘算着，今
年正月要好好赏龙灯、享民俗、品
文化。这不，从正月初一起，他就
规划好路线，不愿错过任何一个龙
灯展。

“我第一站选的是离家最近的呼
和浩特市小草公园，这里以‘国潮龙
灯奇遇记’为主题,有瑞龙贺春、盛
世繁花、生命之源、春之赛罕等多
个系列，尤其是龙生九子系列真是
壮观呀！”翻看着手机里拍摄的各
种美照，王永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着
花灯背后的文化。古人常说：“龙
生九子，各不相同”。而公园中“龙
生九子”灯组，就是 9个造型各异的
龙之子，他们分别代表着福、禄、
寿、喜、财、平、安、宁和康。寓意瑞
龙携九子降临赛罕区，为全市人民
带来福运与吉祥。

据悉，2024 年小草公园跨年灯
展共布置灯光作品 30余组，除了这
一系列寓意深刻的花灯外，还设计
了 互 动 投 影、数 字 户 外 大 屏 等 装
置，让市民在欣赏花灯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赏的是花灯，品的是文化。一盏
盏各具特色的花灯不仅是春节欢庆

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载体。

第二站，王永便来到位于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小黑河沿线的新春灯
展。这里以“青城根脉·玉泉福地”为
主题,由《草原丝路》《琴音贺岁》《饕
餮盛宴》《大雁南飞》《御马刨泉》等多
个版块组成。

王永说：“来这里欣赏花灯展从
银河南街玉泉区图书馆的公园广
场 进 入 ，一 直 延 伸 到 昭 君 路 立 交
桥，全程长达 2.5 公里的花灯带是
以场景化、故事化、娱乐化为特征
打造的。”

在王永看来，赏花灯实际上不
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通过看灯赏
灯能够感受到一种幸福、光明和力
量，能够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温
暖记忆。

接下来，王永是这样安排他的
赏花灯日程的，正月初七到新城区
恼包村、正月初八到回民区的乌素
图，如果时间宽裕，他还想到周边
的旗县再转转，痛痛快快把龙年花
灯看个够。

采访中，一些市民也纷纷坦言：
龙年的花灯把首府过年的氛围拉
满了。虽然城市的夜生活早已不
缺乏灯光照明，但形态各异、赏心
悦目的传统花灯仍具有不可替代
的文化意义。点亮的花灯，承载着
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凝聚着对幸福
未来的期待。

赏璀璨花灯 品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于欣莉

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传统糖画、
创意书法、糖葫芦、国学风雅颂……丰
富多彩的内容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观
看。“去年我也参加了‘书香伴你过大
年’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
年初五，来自呼和浩特市的石先生一
家“打卡”内蒙古新华书店，品味“书

香”，在阅读中体会年味儿。
记者在内蒙古新华书店看到，火

红的灯笼、窗花，无处不在的福字，处
处弥漫着节日氛围，休闲阅读区内坐
满了阅读的市民。此外，琳琅满目、颇
具特色的民俗元素文创为逛书店增添
了别样乐趣。

春节期间，我区各大书店准备了
丰富的“文化年货”，很多市民在书店
里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假期期间，

我经常带孩子来书店，这里不仅书的
种类非常齐全，而且还经常举办一些
读书会活动，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
石先生一家是书店的常客，经常带孩
子来写作业、看看书。

过年除了好玩的年俗活动和文体
活动，过“文化年”“知识年”已成为一
种新时尚。一场由多家单位举办的在
全区开展的“阅读北疆·书香伴你过大
年”大型文化公益活动，拉开了“书香

内蒙古”春节文化活动的序幕。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开展“迎新春·阅
北疆”草原书屋系列活动、“阅旧知新”
系列公益捐赠活动、“阅读北疆”主题书
展活动、“书香致敬”系列活动、“家庭书
屋贺新春”活动、“七进”迎春系列活动及
各类展示活动等，为市民带来一场可读、
可赏、可逛的“书香文化盛宴”。

“我们致力于通过传统文化体验、
书香打卡、元宵朗诵等活动，弘扬传统
文化、推广全民阅读，与广大读者一起
寻年味儿、品年俗、读好书，度过一个
独具特色的‘书香文化年’”。内蒙古
新华书店策划运营部部长于海莲说。

书香中的年味儿：文化惠民“不打烊”

□安华祎

走进博物馆游龙御马迎新春，前
往电影院看一部贺岁大片，来到剧院
聆听音乐会，闹中取静沉浸在书香世
界里……甲辰龙年春节，博物馆、科
技馆、图书馆等场所成为人们欢度新
春、乐享假期的好去处，浓浓的年味
儿里透着醇厚的文化底蕴。

春节是什么？不同的人对此有
着不一样的理解。但毫无疑问，都
少不了地地道道的年味儿。那年味
儿又是什么呢？年味儿就是热闹非
凡的烟火味，加上传承不息的文化
味。尤其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富
足，人们由以前更加看重吃什么、喝
什么，到现在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
富足。

年 味 儿 的 烘 托 离 不 开“ 文 化 食
粮”。不管是民俗巡游还是舞龙舞
狮，不管是非遗体验还是博物馆里寻
找龙文化，全区各地一场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盛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为的就是让文化火起来、年味儿浓起
来，让群众过足一个文化年。

中国 人 过 年 ，过 的 是 辞 旧 迎 新
的“ 时 间 之 年 ”，更 是 意 蕴 丰 厚 的

“文化之年”。春节是集价值观念、
历史传统、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于
一体的传统节日，其魅力不单在于
美食或休假，也在于亲人间的团聚、
朋友间的互道祝福，更在于感受传
统文化，在参与文艺活动中凝聚再
出发的力量。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春
节 是 时 令 的 分 界 ，也 是 希 望 的 起
点。让我们尽情感受文化的魅力，
咀嚼浓郁的年味儿，积蓄奋进的力
量，在甲辰龙年焕发新气象、抖擞新
姿态、书写新篇章。

文 化 浸 润 中 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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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那 王塔娜

甲辰龙年，赤峰市推出“龙乡赏
‘龙’”大型线上龙文化海报主题活动，
从全市馆藏带有龙形和龙纹饰的文物
中精选 31件组进行线上展示，实现线
上观“龙”，屏上看“龙”，掌上赏“龙”，
让龙乡的“龙”行遍天下，走进万家。

2月 13 日，家住赤峰市松山区亲
水湾小区的茫来喝完早茶，便迫不及
待地打开手机，搜索“赤峰博物院”微
信公众号。“我看的正是时候，刚刚发
布。”茫来指着手机屏上显示的“新石
器时代璧玉龙”海报说，从初一开始，
每天能看一张龙的海报，这些海报构

图精巧、设计新颖，满足了我们龙年寻
“龙”的愿望。

“这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猜测
今天能欣赏什么‘龙’，线上赏‘龙’成
了我们家别样的过节方式。”一旁的妻
子乌云附和道。

赤峰市共有馆藏带有龙形和龙纹
饰的文物510件组，其中珍贵文物129
件组。今年春节，赤峰市将这些文物
拍成图片、制作海报，供全市人民欣
赏。从初一开始，直至二月二龙抬头
结束，每天一张海报，每张各有千秋。
这期间，赤峰市民每天只要打开手机，

“龙”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在一幅幅
“龙”的海报里探寻龙文化足迹、感知
龙文化气象、欣赏龙文化光芒。

宅在家里线上赏“龙”，走出家门
近距离观“龙”。为迎合博物馆里过大
年的新年俗，今年春节，赤峰市调整各
文化服务场馆的开放时间，绝大多数
博物馆除了初一、初二闭馆外，其余时
间均对外开放。

2月 12 日，随着赤峰博物院赤峰
博物馆馆区开门迎客，周围的市民纷
纷前来参观，在“中华第一龙”前打卡
拍照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从北京回
老家过年的张国军刚进博物馆就被吸
引，久久驻足。

“从进门开始，就能看到各种带有
‘中华第一龙’的装饰，出土于赤峰市
的这件玉龙，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能
在龙年欣赏这样壮观的雕塑，甚是开

心。这是赤峰的名片，更是赤峰的骄
傲。”张国军不禁竖起大拇指。

一些旗县区博物馆也推出新展或
相关活动，丰富市民春节文化生活。
农历大年三十当天，翁牛特旗博物馆
内人头攒动，40余组家庭、100余人相
聚在一起，大家一边观看电影，一边做
着手工，共同在博物馆里过大年。泥
塑祥龙、花样剪纸、布艺彩绘等丰富多
彩的体验活动以及全展厅公益讲解，
深得观众喜欢，现场气氛热烈。

“今年跟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博物
馆里过年，特别开心，我还做了泥塑祥
龙，打算回家给爸爸妈妈分享。”在爷
爷的陪同下来博物馆参加活动的尹嘉
高兴地说。

博 物 馆 里 乐 享 文 化 年

2 月 15 日，游客在内蒙古展览馆西广场畅游“黄河九曲”，观赏冰雪奇观。春节期间，内蒙古展览馆布置了“黄河九
曲”灯阵，并在“黄河九曲”当中展出内蒙古冰雪奇观图片，每个关口悬挂印有北疆文化、冰雪旅游、中华诗词、传统年俗
等有关知识问答的彩旗，让游客在浓浓年味儿中感受北疆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包荭 摄

“黄河九曲”遇上“冰雪奇观”

■上接第1版
朱承翼举例说，以谷爱凌、苏翊鸣、

高亭宇为代表的新生代，是我国冬季项
目发展之路越走越宽的证明，雪上项目
屡传捷报，这是中国冰雪运动通过跨界
跨项等方式广纳人才结出的硕果，是民
间雪圈与专业竞技体育良性互动结出
的硕果。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举
办的冬季项目全国重大体育赛事，也是
内蒙古首次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此
次“十四冬”正是与国际接轨，全面对标
冬奥会的一次生动实践。

“米兰2026年冬奥会项目在‘十四
冬’全部设项，共设 8个大项、16 个分
项、176个小项。”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
副司长丁涛介绍，为了让项目齐全，在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赤峰市、乌兰察布
市三地设了 4个比赛场地。内蒙古不
具备比赛条件的跳台滑雪、雪车、雪橇
等项目，在北京冬奥会场地举办。

“作为我国冬季项目水平最高、规
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运动会，

‘十四冬’承担着‘后冬奥时代’巩固和
扩大‘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的任
务，同时更是对米兰冬奥会赛前的一次
大规模练兵，进一步提高我国竞技体育
国际竞争力。”丁涛说。

1月14日是“十四冬”速度滑冰（公
开组）比赛的收官日，辽宁队选手吴宇以
破全国纪录的成绩获得男子10000米冠
军，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全国纪录。

“中国的长距离项目在世界赛场上
相对比较弱，但是从去年开始有了一些
起色，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吴宇
说，“我今年在国家队整体成绩的提高
也是可见的，在不同的成绩水平上看到

了不一样的风景，确实有了更高的期
待，将目标放在了2026年冬奥会。”

冬奥点燃激情 冰雪
全民共享

正月初五，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街
头处处张灯结彩，“十四冬”的标语、标
识十分醒目，热烈的“中国红”与“冰雪
白”“冬运蓝”错落有致，互相映衬。

前往“十四冬”主会场的冬运大道
成了“网红”打卡地，两侧 14组精美的
冰雕和雪雕景观令当地群众和外地游
客流连忘返。海拉尔东山滑雪场几乎
每天爆满，成为市民的乐园。“呼伦贝尔
首次承办全国盛会，带来的变化很大。
城市越来越漂亮，参与冰雪运动的人越
来越多，人们生活方式越来越健康。”市
民朱金丽说。

“十四冬”吸引了全国31个省区市
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
赛，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石油
行业体协等，3700余名运动员将在本
届赛事亮相，创历届冬运会之最。

大型冬季运动赛事的筹办和举办，
带动了冰雪运动热潮，为全民健身创造
了条件。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
申办冬奥会以来，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
与人数达到3.46亿人，冰雪运动参与率
达到24.56%。

借着北京冬奥会的东风，花样滑
冰、单板滑雪等“高冷”的冰雪运动收获
了一大批爱好者。在北京的滑冰俱乐

部，有四五岁的“冰娃”在准备表演，也
有成年人在颤颤巍巍地“学走路”。

为了更好地普及花样滑冰，中国花
样滑冰协会降低了国家等级测试的门
槛，学习 3到 6个月即可尝试最低级别
测试，还创办了俱乐部联赛，打通从大
众普及到专业运动员培养的上升通
道。2023年举办的俱乐部联赛报名比
上年增加了 3025人次；参加花滑国家
等级测试的人数也逐年上涨，2023 年
比2021年增长了77.94%。

将轮滑鞋改为冰刀鞋，73 岁的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民张凯在这个冬天也
尝试了一把“跨界”。“我练轮滑十几年
了，但是一到冬天地面有冰霜，就没法
滑了。”他说，“‘十四冬’启发了我们，可
以换到冰场上去玩。”

张凯所在的轮滑队大部分是60岁
以上的老年人，这个冬季有将近 40人
走上冰雪。“现在的冰场越来越多，我家
附近的好几个公园都有室外冰场，还有
的冰场对60岁以上的老人优惠。”张凯
说，“参与冰雪运动不分年龄，人人都能
感受到乐趣。”

朱承翼说，随着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战略的推进，国内冰雪运动持
续升温，开展冰雪运动的城市已经从大
中城市向小城市、乡镇延伸，今后中小
城市、乡镇地区也将成为开展群众冰雪
运动的重要力量。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冰雪运动场
地已有 2452个，较上年增长 8.45%，贵
州、四川、云南等常年无雪的南方地区，

也通过建设室内滑雪场等方式开展冰
雪运动。

在重庆，滑雪正在成为一项热门运
动。目前重庆已建成8个室外滑雪场，
主城区内还建有两个室内滑雪场，满足
滑雪爱好者一年四季“触雪”的需求。
很多南方人对冰雪不再是“看稀奇”，而
是以运动、旅游、研学等不同方式深度
参与，南方地区也形成了冰雪运动文化
氛围。

产业热力四溢 冰雪
化作动能

入冬以来，呼伦贝尔举行了冰雪那
达慕、冰雪“伊萨仁”、冷极马拉松等系
列文旅活动，共有61家A级旅游景区、
星级乡村（牧区）接待户及乡村旅游重
点村开门营业，同比增长 52.5%，一些
景区首次在冬季实现运营。

“得益于‘十四冬’的赛事活动吸
引，我们酒店相较往年，入住率提升了
20%，去年底还出现了连续好几天满房
的情况。”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
巴彦托海镇银帆商务酒店经理金越
说。随着赛事临近，前来体验冰雪魅力
的游客络绎不绝。2024春节假期前四
天，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 1692.47万人
次，是2023年的6.35倍，实现旅游收入
119.24亿元，是2023年的8.62倍。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各地、各
部门在坚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支持冰
雪产业发展，让“冷资源”释放经济“热

效能”。冰雪产业发展已成为带动新型
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为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

自 2024 年 1 月以来，哈尔滨机场
每天进出港旅客 7.2万余人次，来自北
京、广州等地的航班客座率超过 90%，

“尔滨”成为网络和线下的热词……哈
尔滨的“现象级”爆红，离不开当地围绕
丰富的冰雪资源做文章，提升服务业水
平，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

除了“尔滨”，还有阿勒泰、长白山、
呼伦贝尔……以往因为“猫冬”而沉寂的
西北、东北旅游目的地，热度显著增长。

随着“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
景变成现实，体验佳、重复消费率高的
冰雪运动消费场景受到追捧，这正是各
冰雪文旅目的地客流火热的原因之一。

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单日最大接待游客量达到1.4万人次。
在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地张家口市
崇礼区，往返此地与北京之间的高铁一票
难求，铁路部门、民航部门为此已加开线
路班次。关于新疆、吉林滑雪目的地的电
商平台搜索量大幅增长，“阿勒泰地区滑
雪”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2倍。

冰雪文旅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乡村
振兴和群众就业。长白山、阿勒泰地区
滑雪场附近的边远山村，通过发展餐
饮、民宿等配套服务业，寻找到致富增
收的新路径。雪场、酒店等新增的用工
需求，也为当地带来了大量就业岗位。
仅吉林市的一个大型雪场，在雪季就能
提供 2000多个岗位；在阿勒泰地区的

可可托海滑雪场附近，当地牧民或在考
取滑雪教练资格证后应聘到雪场任教，
或从事造雪等后勤工作，有的人月收入
超过 1万元……人民群众从冰雪产业
发展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闭幕近两
年后的今天，往返京张两地的高铁依然
繁忙地运送着滑雪者和游客。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云顶滑雪公园等北京冬奥
会设施现已对外营业，群众可亲身体验
冬奥“同款”赛道，雪季期间日均吸引数
千人“打卡”。位于北京市区的世界首
个永久性滑雪大跳台设施——“雪飞
天”，在2023年再次迎来了滑雪世界杯
赛事……

随着冰雪运动相关科研、自主知识
产权产品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冰雪装备
国产化率显著提升，河北张家口、新疆
乌鲁木齐等地发展起造雪、缆车等滑雪
场设施制造业。我国企业在滑雪机、旱
雪模拟训练设施的研发和制造领域已在
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不仅满足了国内
滑雪培训市场的激增需求，还向欧美等
冰雪运动先发地区输出产品。而在冰雪
相关的轻工业领域，一些过去为欧美厂
家代工生产的企业，开始涉足产业链的
上游，不仅深度参与国外品牌的设计和
生产，甚至推动了原创品牌的诞生。

不仅“硬件”上的冬奥遗产正为冰
雪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强基石，“软件”方
面，在冬奥会经历过高标准历练的场地
运营、安全巡逻、医疗急救等人才，也在
冬奥会后向各地开枝散叶，将世界一流
的运营管理经验注入群众身边的冰雪
设施之中。

（参与采写 林德韧 王春燕）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5日电）

延 续 冬 奥 激 情 放 飞 冰 雪 梦 想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是中华儿女心目中最
为隆重的节日。那浓浓的
年味儿，是无数游子的心
心念念。

年味儿中有什么？有
贴春联挂灯笼、有穿新衣吃
饺子、有访亲友逛庙会……

不知从何时起，春节假
期带着家人携着好友看电
影、观展览已成为新年俗。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报道，截至 2月 15日 11时
11 分，2024年春节档（2月
10日—2月17日）档期总票
房（含预售）突破 60亿元！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
《熊出没·逆转时空》暂列档
期票房前三位。

2024 春节档电影，为
观众带来一场场轻松、愉悦
且震撼的视听盛宴，让甲辰
龙年年味儿更加浓郁。今
年春节档，你觉得哪部电影
最好看呢？扫描二维码，来
为你喜欢的电影投票吧！

春
节
档
电
影
，
你
最
喜
欢
哪
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