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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12集节目分别以“江山就是人民”

“九万里风鹏正举”“为有源头活水来”
“万紫千红总是春”“风物长宜放眼量”
“天容海色本澄清”“时代前进的号角”
“不负青山不负人”“铁马冰河入梦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明月何曾是两乡”
“长风破浪会有时”为题，聚焦人民至
上、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统一战线、共同富裕、全面依法治
国、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强军之路、国
家安全、命运与共、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话题。
据介绍，每一集节目都将通过“习近平

总书记原声短片”“文化经典释义”“思想
理论解读”“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思政课”

“元气满满的中国故事”“经典诗文诵读”
六个环节，构建起古今相通、情景交融、

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启迪和真挚情感传
递的平台。节目由十位思想解读人和四
位经典释义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中引用典故的出处背景、历史故事，
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

（上接第一版）
“其实邻里之间没有多大矛盾，都

是些鸡毛蒜皮小事，但总需要有人做
中间的调解者。”韩添莉说。

韩添莉每天要在网格片内行走1.5
万多步的路程，但是能帮助居民解决
问题，这个过程让她充满了成就感。
她说，幸福其实很简单，服务群众就是
一种幸福。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韩添莉
始终秉持着“心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理念，坚持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做起。

如今，在她管辖的网格内，每家每户的
基本信息她都熟记于心。

“用脚步丈量网格，用汗水诠释初
心。”这句话早已深深刻在了韩添莉的
心上。

新春佳节将至，“韩添莉们”的工
作也更忙了，他们穿梭于楼院间，走
访、排查……用点滴的汗水和密密的
脚步织牢着社区的安全网、和谐网，浇
灌着居民生活的朵朵幸福花儿，用行
动温暖着千家万户，为居民的美好生
活加分添彩。

（上接第一版）
“‘十四冬’吉祥物安达和赛努非常

可爱，所以我想挑选一些印有他们形象
的文创产品。冬运会是四年一度的盛
会，特别这一届来到内蒙古，收藏一些
具有内蒙古元素的‘十四冬’文创产品
也非常有意义。”滑雪爱好者王娜对文

创产品情有独钟。
除了吉祥物安达和赛努外，同时买

徽章、纪念章、冰箱贴、钥匙扣等的游客
也不少。

“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为浓厚的
‘十四冬’氛围添了一把火。”凉城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贾宇翔表

示，作为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乌兰
察布凉城赛区，此次引进两家文创产品
销售公司，分别是北京千纸鹤电子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盛和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在凉城县共设置了 6 个售卖
点，供全国各地运动员和游客多样化选
择，了解“十四冬”，参与“十四冬”，同时

也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凉城旅游，滑雪
泡温泉，体验冰雪魅力。

乌兰察布凉城赛区作为“十四冬”分
赛场之一，文创产品的售卖不仅满足了
游客对“十四冬”文创产品的需求，也让
更多人知晓“十四冬”的同时让更多特色
文化和冰雪文化大放异彩，对外传播。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王鹏 魏婧宇

2月16日中午，距离春节8天长假收官尚有1
天多时间，2024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便已突破70亿
元大关。

灯塔专业版最新数据显示，龙年春节档电影
消费，三四线城市十分活跃。业内人士认为，这个
春节档不仅电影佳作多、人气旺，大量观众也随着
春运客流“下沉”到二线及三四线城市，形成了“返
乡观影”“边游边看”等新趋势。

返乡客、出游潮青睐就地观影

从上海出发，自驾车回安徽阜阳过年的李媛
一家，大年初一在阜阳万达影城观看了《飞驰人生
2》。“人特别多，几乎满座了，不亚于平时上海热门
的周末场次。”李媛告诉记者。

“内蒙古博物院对面，就是一座影城。”来自重
庆的游客陈思宇一家选择在呼和浩特旅游过年，
大年初五这天，全家上午走进博物馆，看玉龙、龙
首青铜灶等，午餐后又马不停蹄“转战”电影院。

“孩子特别想看动画片《熊出没·逆转时空》。”陈思
宇说。

在海南，各地游客春节期间在享受自然风光
的同时，也偏爱走进影院过把瘾。不仅海口、三亚
等大城市的电影观众熙熙攘攘、摩肩擦踵，在文
昌、万宁等三四线城市，部分热门场次电影也一票
难求。

根据2月10日至14日春节假期前五天的灯
塔专业版数据，三四线城市成为活跃的观影主
体。目前，三四线城市春节档票房份额突破54%，
明显高于去年的50%，其中《飞驰人生2》《熊出没·
逆转时空》《第二十条》等影片的三四线票房份额
均在54%以上。

电影消费“下沉”激发市场活力

龙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由《热辣滚烫》《飞驰人
生2》一路领跑，《熊出没·逆转时空》《第二十条》
紧随其后，加上《红毯先生》等影片的加入，整个
档期热闹非凡，全国各大院线开足马力，尽可能
加排场次，服务观众多元需求。

今年春节，我国一线城市以外的市场，电影
消费非常活跃。根据灯塔专业版统计，全国单体
影城票房前十排名中，安徽阜阳万达影城多日位
居前列；全国票房前十五名的城市中，出现了苏
州、青岛等热门旅游目的地。

“春节黄金时段，位于大城市市中心的影院
人气，未必高于三四线城市的影院人气。”上海
UME影城新天地店店长卢瑛分析，“返乡观影”近
年来已成为不少“90后”乃至“00后”的新年俗，过去是合家欢，现在也可以是与儿
时的同学、朋友聚会，从UME影城的全国市场看，返乡潮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观
影消费。

电影消费正与各地的“文旅热”融合在一起，呈现“边游边看”新气象。“《熊出
没·逆转时空》在三四线城市的票房份额超过六成，可见春节档依然是显著‘下沉’
的档期，相关市场活力十足、大有可为。”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说。

近年来，国内影院及银幕资源进一步“下沉”，且东、中、西部分布均衡性增强，
覆盖到了更多三四线城市，放映设备也更新换代，以更好满足春节档的大容量需
求。比如阜阳万达影城，设计容量为“每日可接待观众上万人次”，为“返乡观影”

“边游边看”人群提供了好去处。

让“春运潮”“文旅热”更好赋能电影产业

春运期间我国数十亿人次的流动规模和各地兴起的“文旅热”，都为龙年春节
档电影市场注入新动能。

如何让电影市场的档期热点化为长期热度？多地正在考虑依托“春运潮”“文
旅热”，赋能电影产业提质增效。

江苏省的苏州、南京、南通位列今年全国春节档城市电影票房榜前列，当地正
在积极促进文旅资源与电影院线的有效衔接。今年全国冬季运动会举办地内蒙
古自治区，也在探索将“冰雪旅游热”“生态旅游热”与电影消费更好融合。

今年春节档观影人次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上海，一方面正在探索让著名景区新
天地、徐家汇、五角场等与当地影院联动，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引导热情观众赴取景
地旅行，进而带动“文—商—旅—体—会”加速“跑”起来。上海市电影局介绍，围
绕《飞驰人生2》等热门影片取景地，正在探索开展“微游”、旅拍等服务。

“让文旅‘网红’变文化‘长红’，电影产业是一个绝佳载体。”上海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分析，在追求影片内容高质量的同时，创造
条件让大中小城市的市民和游客，都能享受到更加丰富、均衡的电影资源，有助于
增强产业发展的品质和韧性。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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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新春新市，物阜民丰，百业兴隆。
举起杯、聚个餐、守好岁，传统在赓

续；赏新片、买非遗、去旅行，年俗更新
潮。好一个年味儿十足的开年市，好一
个烟火气升腾的中国年！

跟随百姓欢度春节的步履，新华社记
者深入大江南北，在浓郁年味儿里感受人
文与经济交融共生之和、相得益彰之美。

活力中国年：年味充盈市场

一桌年夜饭，不尽团圆情。
龙头造型的行运金龙包、用粉色小

龙点缀的豆茸酸奶糕、寓意“盆满钵满”
的盆菜和“步步高升”的年糕……广州酒
家今年的年夜饭，饱含吉祥的好意头。

“与往年相比，今年顾客预订年夜
饭周期更早、速度更快、态度更积极。”
广州酒家龙津西路店店长杨洪强说，

“今年的年夜饭套餐去年 12 月起就被
订满了。多款成品、半成品年菜的线上
销售情况也很火爆。我们还联合广州
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开展春节民俗体验
活动，餐桌更添‘文化味’。”

从全家上阵采购食材制备年夜饭，
到选择在饭店享受年夜饭，再到根据群
众需求提供更有滋味更有内涵的年夜
饭，中国人的“舌尖文化”与“舌尖经济”
相辅相成。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除
夕，我国部分重点大型连锁超市即时零
售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0%。年夜饭等
服务消费火热。除夕当天，重点电商平
台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增长40.8%。

吃饱喝足，上街接福。大年初一一
早，北京王府井商圈已经人头攒动。在
王府井工美大厦前，披上龙年新衣的

“冰墩墩”化身“龙墩墩”，威武喜庆，吸
引不少人拍照打卡。

来自湖南的陈女士一口气买了三
个“龙墩墩”毛绒玩具，她兴奋地说：“初
一买‘龙’，新年一定会龙马精神！”

乘着贺岁东风，“龙墩墩”再次跻身
文创界“顶流”。自2023年12月7日正
式开售以来，各线下门店累计销售“龙
墩墩”系列产品约60万件。

良渚博物院的龙首玉颜镜、中国邮
政以甲辰龙年生肖邮票图案为主题的文
创冰箱贴、华为的龙年典藏版耳机……
龙，赋予创作者灵感，丰富消费者选择。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王祎看来，中国生肖经济火热的背后，是
基于生肖的文创和品牌营销与现代国潮
消费趋势相结合，通过创新融入多样化
的文化元素，从而激发的消费新活力。

祖国东北，一条由传递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火炬人群组成的“巨龙”
格外醒目。2月17日，“十四冬”将在内
蒙古呼伦贝尔开幕。

“我们推动冰雪产业与文化、体育、
旅游深度融合，力争实现旅游拉动消费
升级，促进冰雪经济提质提效。”呼伦贝
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杨红说。

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内蒙古冰
雪旅游迎春“绽放”。据内蒙古文化和
旅游厅统计，春节假期第一天，全区接
待国内游客 390.97 万人次，是 2023 年
同期的5.66倍，实现旅游收入26.88亿
元，是2023年同期的7.61倍。

旅游团圆、休闲过年，大好河山成
为人们欢度新春佳节的壮丽背景。

在新疆喀什古城，彩灯高挂、福字
盈门，民族风情与春节装饰相映成趣。
来自甘肃的游客张格兴奋地说：“走进
其中，买买逛逛，才能真正体会到‘新疆
是个好地方’的人文之美。”

据统计，春节假期前四天，喀什地
区共接待游客86.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5.90%；实现旅游收入7.09亿元，同比
增长216.52%。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春节
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数以亿计的
中国民众在春节假期内返回故乡、探亲
访友。春节期间人们外出聚餐、购物、
旅行的意愿会大幅提升，假日消费需求
充分释放。

年味浓厚，市场红火。古老春节，
为开年经济铺就深厚的文化底蕴。

人文中国年：产业赓续文脉

这个春节假期，游人纷纷走进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江苏苏州平江路，感
受古城之春、体验国风新年。

花灯缀满小桥，红绸映照流水；红
色的货摊随着古街巷绵延，香囊福袋沁
人心脾……顺应人们需求，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推出新春年味市集等一系列活
动，让市民、游客在江南年俗中领略传
统文化魅力。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三天，平江
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客流量超过40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

“传统文化的生命张力在实践中。”
苏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俊认为，彰显
江南文化特色的文旅新业态、文化新场
景、文创新产品，不仅赓续佳节传统，而
且让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基因与
现代文明交相融合，实现了春节文化和
现代经济和谐共生。

当文化浸润经济，传统年俗更有寄
托，新年俗也在不断酝酿。

在陕西延安，春节期间，延安红街、
南泥湾红色小镇等红色文化主题街区游

客接待量屡创新高；《延安保育院》《再回
延安》等红色演艺项目一票难求。丰富
多彩的活动，将红色文化与春节文化紧
密结合，为群众送上节日文化大餐。

“趁着假期，我特意带全家人来延
安游玩，在这里不仅能感受到厚重的红
色文化，也培养了孩子的家国情怀。”来
自陕西汉中的游客王建华说。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从延安，到
西柏坡；从中共一大纪念馆，到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华大地上，一个个

“红色地标”的璀璨光芒，在万家团圆之
时更显夺目，吸引人们纷至沓来。

以经济“活化”文化，春节经济也在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辽宁辽阳，非遗民俗游园大庙会上
打铁花引来阵阵叫好；四川成都，武侯
祠成都大庙会上传统花灯讲起现代故
事；江西南昌，第二十届绳金塔庙会让
古老历史文化街区“活”起来……传承
千百年的老手艺、老行当，在这个春节
生机勃发。

来到2024天津市第二届西岸非遗·
老字号年货节，近百家中华老字号品
牌、津门老字号品牌、非遗项目令人目
不暇接，市民游客逛市集、买年货、赏非
遗，热闹的市场烘托出浓浓的年味儿。

天津市市级非遗项目王氏手绘盘
丝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郁从
霞说：“我们在这里展示非遗项目和非
遗产品，老人们看到了非遗的创新，孩
子们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通过非遗年货节，我们不仅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实现了非
遗文化的传播。”

自信中国年：新春孕育希望

球场内，队旗招展、芦笙悦响、锣鼓
喧天；球场外，灯笼高挂、游人往来，一
派热闹的过年景象……大年初四，在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甲
辰龙年的“村超”拉开大幕。

“这是‘村超’赛事在2023年盛夏火
爆‘出圈’以来，榕江人在春节期间迎来
的首个大型‘文体嘉年华’，吸引了上万
观众。”现场解说员、榕江人杨兵自豪地
说，以“足球运动”和“民族文化”为鲜明
特色的“村超”，不仅增添了节日氛围，
还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鼓舞着人
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努力奋斗。

过去一年，“村超”系列赛事全网浏
览量超580亿次，累计吸引游客733万
人次，有力带动榕江酒店、餐饮、特色产
品消费。

“开门红”赢得“满堂彩”。人文之
美正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改

革创新中传承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新需要。

突破 70 亿！2 月 16 日，2024 年春
节档票房再度传来捷报。

观影过年已经是许多人习以为常
的文化活动。来自杭州的65岁影迷王
爱虹和家人春节期间到上海省亲，就特
地安排了全家人“影院休闲一日游”。

“大家一起看了《第二十条》《飞驰人生
2》，马上要看《热辣滚烫》，特别开心。”
王爱虹说。

数据显示，2月10日至11日，48小
时内就有超过 130 万人次在上海购票
观影，上海成为春节档起步阶段全国观
影人次最多的城市。各大院线开足场
次、加排零点场，满足观众的多元需求。

“今年春节档佳片多、人气旺，尤其
是国产喜剧影片品质不断提升，观众好
评如潮。”UME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
卢瑛预计，电影票房还将进一步冲高。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
平台数据也显示，2 月 1 日至 29 日，各
大票务平台在售演出项目数量2200余
个，场次超8500场。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文化消费在
春节期间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最重要
的是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

“不远千里来泉州，除了想体验簪
花，更想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深厚文化
内涵，也为节后复工好好放松精神。”来
自武汉的游客朱林轩选择到泉州古城
过年，享受“慢”下来的假期。

文化兴盛、经济繁荣，这是泉州的
真实写照——它是拥有世界遗产点22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4 处的人
文之城，也是GDP破万亿、拥有九大千
亿产业集群的繁荣都市。

2023 年，泉州市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8652.97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53.9%；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
达 1002.40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68.9%。人们在此享受千年古城烟火气
息，城市也在“双向奔赴”中更新发展。

“深度挖掘本地文化遗产资源和传
统民俗，泉州将通过举办非遗年货节、
元宵灯会等民俗活动，力争再现宋元泉
州繁华盛景。同时，还推出发放文旅消
费券、折扣减免等惠民措施，让人们有
获得感、幸福感，更好满足人们对‘世遗
之城’的向往。”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局长吕秀家说。

龙腾虎跃、鱼跃龙门。透过新春中
国经济这扇窗，人们见证人文与经济交
相辉映的开年图景，品读着“发展为了
人民”的中国实践。

这个春节，我们感受高质量发展的
人文价值，自信满满开启新一年。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在 年 味 儿 里 感 受 人 文 经 济 魅 力

本报讯（记者 孙国俊）“非常感
谢你们，这么冷的天气施工速度还这
么快，为供济堂镇两个集体养殖基地
的顺利投运提供了非常大的电力服
务。”节前，四子王供电分公司收到四
子王旗供济堂镇人民政府发来的一
封感谢信。

原来，为确保四子王旗供济堂镇
杜蒙肉羊集体养殖基地的顺利入驻，
在基地建设前，四子王供电分公司提
前安排工作人员对接乡镇和城投公
司，配合完成肉羊集体养殖基地建设
前期的初设工作。同时，由于养殖户
的羊提前进入基地，为了方便养殖户

用电，供济堂供电所党员服务队带着
设备现场上门受理，教会养殖户使用
手机办理用电，工作人员冒着冰雪在
零下 30 摄氏度的天气下为养殖户接
电，保障及时用上电。

近年来，四子王供电分公司始终
把百姓的用电服务需求当作命令，把
用户的满意度作为标尺，急民之所
急、办民之所需、办民之所盼，切实解
决辖区用电难题，为百姓生产生活提
供可靠电力保障，用自己的热诚和实
际行动缩短了群众与供电企业的距
离，架起了一道情长意浓的“服务暖
心桥”。

四子王旗供电

热心服务保障养殖基地顺利投运

2 月 17 日，旅客在杭
州东站候车大厅等待乘
坐列车。

当 日 是 正 月 初 八 ，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是整个假期出行返程
的高峰。南来北往，东
行西进，人们收拾好行
李，离开家乡，踏上返岗
的路途。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春运迎来
返程客流高峰

“十四冬”文创产品：火热“出圈”销量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