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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到来的龙年春节假期，北
京市各大博物馆将本着能开尽开的原
则，为广大市民游客访古问今提供好
去处。而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年
味，正成为春节假期的重要旋律。

作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石景山
区的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浓浓的年味
已随处可见，树上的红灯笼、路边的
龙人卡通形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拍照打卡。

“这里雕塑的造型真可爱！”一位
小朋友对街边囚牛形象的雕塑如是
说。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为了迎接龙
年的到来，专门制作了龙生九子的雕
塑分散在街道和商户的两侧，包括囚
牛、睚眦、朝风、蒲牢等等，并在每
只雕塑旁附上对应的介绍。这位小朋
友的家长表示：“这样的雕塑和介绍
不仅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和兴趣，更能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学
习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十分有益于
他们的成长和知识的拓展。”

模式口大街是历史上京西古道重
要组成部分，于2002年列入北京市
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古迹众
多，包括法海寺、承恩寺等众多历史
遗迹和文化瑰宝，曾是北京通向塞外
的“京西古道”，至今仍保留原有的

空间结构，街区内现存众多古民居、
院落，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特
别是2023年开放的法海寺壁画艺术
馆通过沉浸式互动数字体验的方式，
让沉睡近600年的国宝壁画活起来，
形成了宝贵的数字资产，让更多人了
解、欣赏法海寺壁画艺术魅力。模式
口文博区也因此成为北京京西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走在这条贯穿东西的驼铃古道

上，欣赏汇聚而来的多样文化，每个
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来到这里
的游客也有些目不暇接。欣赏法海寺
中的白象和水月观音像，会感觉洗去
尘世的喧闹；进入樊登书店，能在畅
读中感受阅读的纯粹。哪怕走进一家

茶馆，静享一杯香茗，更能品味春节
难得的闲情。还有那些老北京美食，
同样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增添了许
多年味儿，冰糖葫芦“秀色可餐”，
排着长队兜售的法海寺炸糕、老北京
茶汤等传统美食，更是吸引着游客，
真可谓味蕾无处不绽放。

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刚上线不久
的“驼铃古道模式口游客服务”小程
序，打造了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
充分展示模式口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的同时，也让传统模式口插上了智慧
的翅膀。

据了解，针对2024年的龙年春
节，模式口传统文化街区将在 2月
10日至17日举办“福龙迎春 新春
游园会”，2月23日至25日举办“龘
有不同 元宵灯谜喜乐会”。新春游
园会以“印章里的模式口——‘寻龙
记’”集章打卡活动为主线，结合游
戏打卡、快闪表演、财神巡游等互动
体验，引导游客深度参与，感受中国
春节文化内涵。

夜幕降临，街区璀璨夺目，古韵
悠然。春节期间，倘若您来北京，不
妨走入京西一隅，来模式口探寻京味
儿新年，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寻龙
记”之旅。

一进腊月门，转眼就是年。随着
农历龙年春节的临近，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各地活动多彩多样，氛围
感拉满，年味越发浓烈。

在延边，除了独具特色的美景，
美食也是游客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之
一。明太鱼、泡菜、米酒、打糕等延
边特产琳琅满目，米肠、温面、汤
饭、水豆腐等当地正宗小吃香味四
溢，各地游客游览延边之余，先尝
鲜、再邮寄，不忘为新年的饭桌上增
添地道的“延边味”。

近年来，延吉旅游持续升温，延
吉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
大网红墙、水上市场等地成为热门打
卡地，品美食、赏民俗扩展到逛当地
早市、穿传统服饰等，丰富的体验活
动也让延吉旅游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延吉旅游也从单一景区模式转向“多
点开花”的全域旅游模式。

为了“从早吃到晚”，许多人打
卡的第一站，便是凌晨5点
都要逛的宝藏地——延吉水

上市场。水上市场位于延
吉市延吉河河畔，作

为延吉市最大的早
市，是最能够

体验当地民
俗 风 情

的 地

方。汤饭、江米鸡、土豆饺子，朝鲜
族的米酒、米肠、打糕、紫菜饭、泡
菜、鱼饼……除了朝鲜族特色小吃，
还可以看到很多朝鲜族特产和长白山
山货，林蛙、人参、灵芝、山野菜
……

漫步延吉市西市场，除明太鱼深
受外地游客青睐外，泡菜的销售也十
分火爆。橱窗里的三四十种泡菜让人
目不暇接，桔梗、沙参、黄瓜等泡菜
包裹着红色的秘制酱料，看着就让人
食欲大增。

“过年的餐桌上除了鱼肉等‘硬
菜’之外，爽口的泡菜必不可少。像
辣白菜、板筋、萝卜等都是大家比较
喜欢的种类。”西市场传统泡菜摊主
说，延边的泡菜味道爽口，咸、酸、
甜、辣、鲜五味调和，许多游客来延
吉品尝了辣白菜炒五花肉、泡菜饼等
美食后，当即就决定购买延边泡菜。

不仅仅是延吉，延边州各个县市

的美食各有特色，龙井市的米肠、图
们市的汤饭、和龙市的温面、敦化市
的烧烤、珲春市的海鲜、汪清县的小
鱼汤、安图县的辣白菜酱汤……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大朋友小朋
友都喜爱的好去处，穿上美美的朝鲜
族服装做美美的朝鲜族姑娘。民俗园
内，硕大的月亮、延吉LOGO、龙兔
牵手、麋鹿、北极熊……一组组造型优
美、做工精细的花灯纷纷亮起，一步一
景。五光十色的灯光如繁星闪闪，目之
所及，仿佛是一片美丽的灯海。

第十一届延吉国际冰雪旅游节暨
第二届延吉花灯节正在民俗园举行，
此次花灯节将持续到4月中旬，分为
玛雅区、冰雪演绎区、古村落区、民
俗区等10个区域。灯光以传统花灯的
经典元素为基础设计理念，结合现代
电子花灯，充分展现朝鲜族风情韵味。

在冬季冰雪旅游和春节黄金时
段，延边州还将围绕“玩冰雪、泡温

泉、尝美食、观歌舞、过大年”推出
复合型冰雪旅游产品，发布“吉地过
年·吉美延边”系列活动和优惠措
施，营造“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浓厚
氛围。

此外，延边州还精心设计和发布
1至3日旅游攻略，推出“长白天下
雪 吉美在延边”冰雪旅游主题的旅
游线路，推荐州内多个冬季旅游打卡
地；全州23个景区景点，推出减免
门票、优惠住宿、冬季游玩优惠套餐
等50余条优惠举措。春节期间，延
边州建立涉旅服务保障工作机制，全
面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
市场秩序，让游客有宾至如归之感，
在延边玩得开心更安心。

吉林延边：

吉地吉美来过年
本报记者 高峰

在河南郑州，记载着3000多年前文化
信息的甲骨文现身地铁，在一节节车厢上，

“中国风”与国际元素混搭，为游客市民带来新
奇的体验。2月2日，农历小年，“了不起的甲骨
文——老家河南‘字敬’世界”春节主题活动在
河南省郑州市地铁紫荆山站启动。

开通的郑州地铁1号线主题专列仿佛一座飞
驰于地下的文字陈列馆，以甲骨文为主线贯穿，
车头以“龙腾盛世”为创意，用小幅甲骨文百家
姓图案拼成“龙图腾”，车尾则以甲骨文图案组
合成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中西文化在此碰撞
出火花。

“真令人耳目一新！我一直很喜欢中国文
化，今天看到古老的甲骨文和现代地铁结合，充
满了创意。这种文化推广方式很棒，也让我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小年。”郑州大学坦桑尼亚留学生
王一山说，甲骨文从博物馆搬进地铁站，让大家
惊喜不已。

6节车厢创意满满，分别设置为“老家河
南”“‘字’得其乐”“见字如面”“天地之中”

“刻骨‘鸣新’”“‘字敬’世界”等不同主题，
展示甲骨文版百家姓、甲骨文版新年祝福、甲骨
文版河南美食、甲骨文版河南方言、甲骨文版情
诗情话、甲骨文版中外地标。

“我曾参加过2023‘甲骨文杯’国际学生
‘我与汉字’演讲大会，在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
馆，找到了汉字的源头——甲骨文。如今，没想
到能在日常乘坐的地铁内再次看到这么多甲骨文
元素，非常有趣。”来自印度的留学生潘雅茜向
记者分享自己的喜悦之情。

潘雅茜在郑州大学学习汉语国际教育，如今
已然能够使用中文流畅交流，除了标准的普通
话，她还能说出几句地道的河南方言，“这趟甲
骨文主题列车真‘中’！在车厢内一路走去，满
眼皆是甲骨文元素，既能看到甲骨文版中国姓氏
的演变，还能看到许多河南特色菜名。”于潘雅
茜而言，胡辣汤有些辣，但烩面是她的最爱。

甲骨文从博物馆搬进地铁站，让大家惊喜不
已。“百家姓”甲骨文文化墙互动体验区也成为
当下郑州最具人气的打卡点之一。乘客们纷纷上
前寻找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姓氏，转动滚轮了解其甲骨文写法。许多乘客是
刚刚返乡归来，拖着行李，在文化墙前拍下回家的第一张照片。一位妈妈
特地带着6岁的儿子来找“牛”姓，她说：“希望孩子从小就在心里种下一
颗种子，了解我们的汉字是怎么来的，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殷墟甲骨文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
极端重要性。殷商文化在河南安阳持续273年，积淀了‘了不起’的文
明创造。”为推动殷墟甲骨文“破冰出圈”，河南省政协委员、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主席李庚香在今年省政协全会上建议加大沉浸式、体验式旅
游产品开发力度，规划建设一批考古研学基地、特色旅游线路，打造以
商代文明为主题的大型演出，多方位展现殷墟甲骨文的独特魅力；高度
重视科技赋能，重视创意和设计，让甲骨文走出“书斋”、走进寻常百
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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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吃逛逛，根本停不下来！”春
节将近，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崇
安寺历史文化街区的皇亭食集人头攒
动，食客络绎不绝。

在京沪线上久负盛名的皇亭美食，
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咸丰、同治年间。今
年，随着崇安寺街区的改造升级，新的
皇亭食集以沉浸式主题街区的样貌焕新
归来，俘获“老中青”三代人的心。“过
年嘛，馋的就是这口家乡味！”

位于无锡中心城区的梁溪区，汇
集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无锡
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梁溪
区致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
和“购物天堂、美食之都”核心区，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围绕新消费、新
场景、新业态、新经济，做优做强首
店经济、假日经济、夜间经济，激发
文商体旅融合优势。

“要有‘土’味，也要有‘洋’
味。”区政协常委许阳是梁溪区假日

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节日
期间，她和同事们策划在崇
安寺街区举办一场以“潮玩
新 假 日 WORLD 梁 溪
齐乐龙龙”为主题的梁溪新
春音乐show，邀请在梁溪
的外籍友人、港商、台商等
代表共度新春佳节。“‘潮

玩新假日’是我们一直致力打造的品
牌，这次活动以传统中国年的年俗为
场景体验点，包馄饨、学茶艺、写福
字……加以国际友人过节习惯的音乐
会等方式，大家齐聚一堂，让梁溪更
具烟火气、更显国际范。”

无锡苏宁广场同崇安寺街区隔街
相望，同样位居梁溪中心商圈重要一
隅。梁溪区政协委员、苏宁置业集团
苏南区域商业管理公司总经理杨金每
逢节日总是特别忙碌。几个月前的元
旦假期，苏宁广场迎来了“现象级”
跨年，这个春节更要将“流量”变

“留量”，打出一场漂亮的新春开门
红。杨金说：“春节我们将在苏宁广
场商业综合体连续举办‘新春喜乐
集’活动，打造年货一条街，组织惠
山泥人彩绘体验，留青竹刻、无锡精
微绣等非遗展呈，同时联合区文化
馆、区残联等单位，免费为市民书写
赠送春联，既传统又时尚，让市民朋

友们欢欢喜喜过大年！”
传统与现代因春节而交融，城市

烟火在古老又年轻的梁溪绽放璀璨魅
力。这魅力，源自时跨千年的沉淀，
源自有底气的文化自信。春节前夕，梁
溪区戏剧家协会成立，这是继美术、书
法、作家、摄影、舞蹈5个文艺家协会
后，梁溪成立的又一文艺家协会。来自
梁溪的百余名戏剧工作者、爱好者成为
首批会员，梁溪区政协委员、无锡市锡
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周雁当选为秘书
长。她表示，“锡剧是吴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梁溪有着极佳的展现空
间，梁溪区戏剧家协会在春节前应运
而生，为梁溪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与爱
好者提供了更好学习并展现才艺的平
台。春节期间，将继续为市民朋友们奉
上‘锡韵流芳’非遗戏剧演出体验等文
化服务，传承好‘非遗’锡剧，让更多
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戏剧、民乐、非遗体验、艺术展
……“文艺年货”在梁溪越来越成为
市民“心头好”。春节期间，“吴风雅
乐”惠民演出、“梁辰美景 溪有人
间”文艺汇演、金奖音乐会等文化大
餐悉数登场，鼓乐齐鸣、曲尽其妙，
赢得满堂彩。文博场馆叫好又叫座，

“塑以载道”全国雕塑艺术展、“往来
千载”徐悲鸿无锡艺术特展、“掇菁

撷华”无锡历代名家书画精品展等展
馆成为春节期间梁溪网红打卡地。

年味，有人爱热闹，有人乐清
净。在梁溪，图书馆里过大年，是

“动静皆宜”的选项。付雅茹是梁溪
区政协常委，也是梁溪区图书馆副馆
长，她介绍，“‘溪阅好市’非遗年
俗市集是区图书馆重磅打造的春节活
动，涵盖‘竹编献福’‘纸上生花’

‘纸马奔腾’等有趣环节，书法家们
现场书写春联，手工艺人制作糖画、
年糕，图书馆还贴心地为读者们准备
了心愿卡，通过赠书等方式，为读者
们投递阅读‘小确幸’。”这份带有浓
浓书香的年味，与梁溪区政协近年来
致力打造的书香政协品牌不谋而合。
去年，梁溪区政协通过沉浸式走读、
直播分享、音频领读等方式，开展

“行走书房·委员说”品牌活动80余
场，委员们撰写读书心得115篇，线
上分享感悟 600 多条，“运河千里
文脉梁溪”委员读书线上直播等特色
活动深受好评，“委委”道来，书香
政协有力带动书香社会建设。

在梁溪，过年，过的是辞旧迎新
的“时间之年”，更是情意绵长的

“文化之年”。“共欢新故岁，迎送一
宵中”，细细品来，这梁溪的“年”，
余音绕“梁”，格外有滋有味！

江苏无锡梁溪区：

余音绕“梁”年味悠长
通讯员 黄岁荣 本报记者 江迪

千人共舞、艺人同台、彩车巡
游……2月2日，福建泉州泉港，
一场别开生面的“千人踩街闹新
春”民俗展演活动在喜庆的后龙
街道上轮番上演，迎着群众夹道
的欢呼声，开启了第一场地道“泉
味”文化盛宴。

今年，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联合漳州、泉州、莆田、平潭等地
市文旅部门，举行“欢欢喜喜过大
年”福建文旅新春活动暨“文旅联
万家·福气通八闽”主题年活动，
聚焦戏曲演艺、美食民俗、城市休
闲、非遗展演、文博展示等业态，
全力营造“月月有活动、季季有高
潮”的浓厚氛围。

与此同时，2024年中国·福
州新春文化旅游月启动仪式在福
州市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举行，
为期一个月的新春文旅盛宴就此
拉开帷幕。

“我最喜欢新春年味图片展
和汉服换装体验了，让人感受到
不同的浓浓福州年味。”来自山西
的游客郝志芬一下子就与当地的
市民融合在一起，一同参与“新春
集福”互动活动，一同体验传统新
春小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有福
之州”的“福派”年味“好戏不
断”——新春文旅主题市集开市
活动、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游

购乡村，好物迎春”活动、“迎新年·
乐泡温泉”优惠活动等一系列活动
以及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文艺演
出和文博展览也将陆续在福州“登
台”。

此外，春节期间，从福建民俗博
物馆“瑞龙纳福·共享非遗”春节主
题活动，到泉州舞香龙、南平炸龙
节，再到宁德板凳龙“龙”重登场，漳
州“火烧尪”、莆田红橘塔习俗、龙岩

“打菩萨”……全省将推出2300多
场活动、260多项优惠政策、10条
年味旅游精品线路，“拉满”各地过
年的仪式感，并在全省营造全民参
与、全民乐享的文化和旅游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福建特别推出
的10条年味精品旅游线路，不但包
括了“集福气”非遗闹春之旅、“开福
运”岁末跨年之旅、“迎福年”山海沐
阳之旅、“寻福景”新春出片之旅，而
且包括了“赏福雪”山海迎春之
旅、“享福汤”龙年沐新之旅、

“逛福地”山水祈福之旅、“探
福星”金榜题名之旅、

“呷福茶”新年茶韵之
旅、“享福宴”烟火
年味之旅，全
面推动新
春假期

“游”起
来。

福建：

“欢欢喜喜过大年”
本报记者 王惠兵

京西模式口：

历史文化街区的京味儿春节
朱嘉薏

水上市场

模式口灯会模式口灯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宁贾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