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新年将近，走出深圳
罗湖翠竹地铁站，便感觉到浓

浓的年味儿，迎面而来的人们肩
上扛着银柳、蜡梅，手里捧着年

橘、百合，小推车里放着金钱树、蝴蝶
兰……

“行过花街才算年”，逛花市是老广们
必不可少的新年仪式感。不用问路，记者被熙
熙攘攘的人流带到了爱国路花市。

深圳市迎春花市始于1982年，1986年第
五届迎春花市开始由罗湖区政府承办。1998
年起，爱国路成为每年花市的固定举办地。
2016年开始，迎春花市与爱国路说再见，由一
家主办变成“多点开花”的模式，虽然方便了市
民买年花，但似乎少了那么一点年味儿。

“许多老深圳人非常不舍。”家住
附近的翠竹中学退休教师唐奶奶告
诉记者，“当时，在市‘两会’上，有政
协委员建议‘将主要会展与体育场馆
规划为举办迎春花市和庙会场所’。
人大代表提出每个区‘轮流坐庄’，每
年春节前举办一次全市的花市。网友
们也呼吁‘强烈建议恢复大型传统迎
春花市’。”

今年的迎春花市如约而
至，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副局长魏
明来介绍，今年
的爱国路花市

主题为“龙腾盛世、花开罗湖”，布展和设计中
突出了“中国红”“生肖龙”“醒狮”等中国元素
和广东特色。

在爱国路花市的门楼前，记者遇到了特意
前来打卡拍照的“深二代”徐晓林，“今年复刻
了以前传统花市门楼，它就像一台时光穿梭
机，带我秒回随着爸爸妈妈来逛花市买年货的
童年。有爱国路花市才是完整的深圳年。”

走入花市，各类年宵花卉和年味好物成为
“主角”，娇艳欲滴的玫瑰、节节高升的富贵竹、
靓丽多彩的郁金香、红红火火的春联福字、精
彩的舞龙舞狮表演……开市两天，每天的游客
数量都接近三十万，销售额上千万。

除了经典花卉、传统小吃、年节用品，今年
爱国路花市还有特别策划。花市中有一棵祈福
神树，记者也体验了一番“数字祈福”，赛博朋
克和传统祈福的碰撞，新奇有趣。市民还可以
扫码进入AR元宇宙的新春世界，与虚拟的花
卉、动物以及绚烂盛大的新春场景合影留念。

2月3日晚上8时，暮色降临，爱国路人头
攒动。伴随着音乐，无人机方阵点亮夜空，先后

变换呈现五星红旗、中国结、龙年大吉、
盛世中华、“你好2024”等图案，向市民
们送上科技感十足的新春祝福。

福田区的迎春花市则设在商业步行
街，将岭南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时尚有
机融合，主打一个“跨界”“龙”重登场。有
与岭南传统特色建筑相结合的现代甲辰
龙，有蜿蜒在祥云瑞彩中的龙灯，有栩栩

如生的糖画龙，有传递美好的人偶龙宝宝，还有
国际美妆品牌的龙年限定大型艺术装置龙……
别具匠心的龙形象，将龙年新年仪式感拉满。

“不是香港的买不起，而是深圳的更有性价
比”，身背双肩包、脚踩运动鞋的香港游客黄先生
说，这次专程来深圳看迎春花市并置办年货。他
向记者展示了刚刚买的两盆黄金果，“随着2023
年‘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落地，我们越来越
喜欢深圳。说不定，未来深圳迎春花市就变成了
大湾区迎春花市。”说完，他转战非遗展销区，对
着北方花馍大呼没见过，要买几个带回香港。

音乐演出不断、福禄寿三仙巡游、派发消费
券、新款新能源汽车亮相……来深旅游过春节的
北方“小冻梨”王梓轩小朋友在花市里，三步一惊
喜、五步一感叹：“咋这么好玩？明年还想来。”

今年福田区迎春花市以“绿美福田中国年，
低碳科技新年俗”为主题。广大市民游客除了逛
花街、行大运，还可以为公益助力，为绿美福田加
油。现场可以认识红树、黑脸琵鹭等物种，也可以
认领红树参与公益活动，获得公益认证证书。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表示，今年的
迎春花市采用11+N模式举办，即各区花市+若
干个分散的购花点，分散的购花点由各区结合核
心商圈，在社区、景区、公园等地设置。全市购花
点约300个，档位约4300个。还打造线上线下结
合购花平台，为市民提供预订、配送等便捷服务。

是谁说深圳这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没年味
儿？好花常在，好运常来，快来“逛花市，行
大运”吧！

深圳：

购买年花“龙”重登场
本报记者 白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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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喜庆的木雕龙船、光彩夺目的泥金彩漆、精
美华丽的女红刺绣……日前，“宁海湾寻龙记”庆龙年
活动在宁波市宁海县强蛟镇滨海风情街启动，由该县
非遗传承人精心创作的24款龙年主题生肖手作一一

“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讨龙彩”。
随着鼓点响起，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舞动着两

条五彩缤纷的长龙，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龙腾宁海湾”
的视觉盛宴，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宁海是著名的“五匠之乡”，自古以来就盛产能工
巧匠，民间文艺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随着龙年临近，宁
海非遗手工艺人纷纷推出以龙为元素的创意手作。他
们把创意灵感融入充满年味、寓意新年美好愿景的手
工作品中，以此表达对祖国、家乡的热爱与祝福。

“快看，这个‘双龙戏珠’粉桶好漂亮，寓意也好。”
绚丽多彩的泥金彩漆技艺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赏。

“图案和寓意都好，正巧年后儿子大婚，我们想把
这个年味好彩头带回家。”嘉兴游客张女士说。

传承人介绍，泥金彩漆结合了泥金工艺和彩漆工
艺，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漆器工艺，需要经过
捣漆泥、堆塑、贴金等20多道工艺流程才能完成，该
制作技艺以复杂且精细而著称，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受人们喜爱。

在现场创作的渔绳结编织前，同样围满了前来参
观学习的人。“这一股绳穿下去，这条龙就活了，就是俗
话说的画龙点睛。”非遗传承人尤婷婷刚介绍完，便聚
精会神地编织“龙鳞”、勾勒“龙吻”、点缀“龙眼”，手指
翩飞间，一幅精美的“鱼龙献瑞”便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想用作品描绘家乡人民美好的生活，所以把
一些宁海湾特有的装饰性色彩都融入画面中。”尤婷

婷介绍，强蛟半岛的龙文化由来已久，至今仍流传着“抬大龙”的传统习俗。
她创作的《满载而归》《渔舟唱晚》等渔绳结作品，都对应着渔民生活和智慧
的结晶，寓意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业界人士看来，现场“讨龙彩”的火热，实际彰显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我们在根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向新潮化、时尚化靠拢，使其更符合
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宁海县工艺美术家协会主席陈龙表示，为了将非遗更好
地传承下去，让大家留住美好的年味，当地的许多非遗传承人早早就构思动
手，创作了不同题材和形式的龙年主题作品，迎接甲辰龙年的到来。龙纹作为
中国典型的传统装饰纹样，在宁海乡村建筑中也被广泛应用。活动当天，不少
市民、游客还走进中国传统村落“峡山古渔村”，寻找门窗、屋梁上的龙形雕刻
等与龙相关的物件，打卡体验“寻龙”的乐趣与美好，表达对新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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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彩旗招展，人头攒动，4条赛道被依
次隔开。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在冰面上如箭
离弦，一时间，百钎齐鸣、冰花四溅……近
日，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银川市2024
年冰上龙舟比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阅海滑冰场开赛，12支冰上龙舟队争先恐
后展开角逐，展示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只见现场锣鼓声、加油呐喊声不绝于
耳；和着急促紧凑的鼓点，队员齐喊号子，
冰钎与冰面碰撞出一首首“战歌”。伴随着
划手们极富节奏感的号子声和冰锥敲击冰
面的砰砰声，一艘艘冰上龙舟奔向终点，观
众一片欢呼。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比赛有一支特殊
的队伍——银川市聋人协会代表队。据介
绍，他们是首次参赛，在比赛中，他们克服
了听力障碍，凭借稳定的节奏和坚韧的意
志力，赢得了观众们的喝彩和掌声，为寒冷
的冬季平添了一份红火与热闹。

银川市聋人协会主席李文雷表示，这
些听障运动员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龙舟运
动，在银川市体育局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
下，他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意识到
听障人士同样能够驾驭龙舟。“对于他们来
说，这次比赛不仅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更是
对自身潜能的重新认识。”李文雷说。

冰上龙舟作为新兴冰雪运动项目，是
我国传统龙舟运动项目的创新和延伸，既
保留了传统龙舟运动的技巧性与竞技性，
打破了龙舟运动的季节局限性，又简便易
学，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市民喜闻乐见
的冬季娱乐活动。

银川市龙舟运动协会秘书长翟彩侠告
诉记者，它利用中国传统的龙舟形制，把龙
舟装上冰刀，从水中搬到了冰上，水手的船
桨变成冰钎，所有船员通过团结、协调一致

的动作，使得龙舟在冰面上再次具有了让
人激动的速度。“比较而言，其明显的优势
是，冰上龙舟更加拓宽了龙舟运动的季节
性和地域性。”

本次冰上龙舟赛以“全民运动健身
乐享银川冰雪”为主题，设男子 100米、
150米直道竞速，女子100米、150米直道
竞速，混合100米、150米直道竞速6个项
目，共有12支队伍参加，参与人数约400
人，每个项目对前6名进行奖励。另外，同
往年相比，今年的冰上龙舟赛不仅竞技氛
围浓厚，文化元素也是一大亮点，多支队伍
穿上了特色“战袍”，成为比赛现场“最靓的
仔”。

“冰上龙舟运动更强调团队合作，增加
了趣味性和参与性。”选手们表示，在寒冷
的冬天里，他们选择报名参加这项冰上趣
味运动，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倡导大家积极
参与全民健身，强健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北部有贺兰山，南
部有六盘山，冬季温度保持在零下10摄氏
度左右，每年有4个月的冰雪期，宁夏开展
冬季旅游在气候上有着先天的优势。

银川市体育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当
地为做大做强冬季旅游市场，依托丰富的
冰雪资源和历史文化，以冰雪为约，为冰雪
赋能，着力打造冰雪运动赛事品牌，努力把
冰雪运动打造成城市新名片，让“冰雪热起
来”，让体育赛事在冬天火起来，每年接待
冰雪运动爱好者30万人次，深入推动了文
旅融合、体旅融合。

“很激动！以前只在电视上才能看到这
种冰上运动。”比赛前一天，刘先生就带着父
母和孩子从湖北自驾到了银川市。看到充
满激情的比赛现场，他很是惊喜：“我已经
发了朋友圈，让亲朋好友们一饱眼福。”

冰上龙舟的冰上龙舟的““速度与激情速度与激情””

农历新年即将来临，江西省宜春市各县
（市）政协发挥各自优势，聚焦本地特色，开展了
系列丰富多彩的“迎新春 委员在行动”活动。

笔墨凝书香 委员送万福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2月2日，江西
省上高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书法家协会会员
在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开展“笔墨凝书香·
委员送万福”活动。

“黄老师，我想在对联中表达为祖国感到
骄傲的内容，可以帮我写吗？”

“八面威风增国力，九州春色启龙年。”
“华夏龙腾长城内外皆春色，神州虎跃大

江南北尽朝晖。”
“你看这两幅怎么样？”县政协委员、书协

副秘书长黄水珍笑着问。
“好……”周围响起掌声和叫好声。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一张张红纸铺满桌

子，委员和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走龙蛇，300
余副寓意吉祥、充满祝福的春联和400余张

“福”字跃然纸上，用不同的字体、不同的风格，
为大家送上美好的祝福，吸引了许多市民争相
来领取。

“手写的春联更有意义、更有年味”市民们
拿到写满祝福和美好憧憬的春联时，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这一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大家品味到不一样的‘文化年味’，也架
起了一座连心桥，拉近了委员与群众的距离。”
上高县政协主席晏慧珍表示，今后将开展更多
活动，让委员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进政协。

界别特色显优势 文艺联欢铸同心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日前，大合唱《歌唱祖国》将铜鼓县政协“礼赞新时代 奋进
新征程”迎春联欢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迎春联欢会由县政协太极康养委员特色工作室承办，应急救援、
国学、漫画等委员特色工作室的委员们，各乡镇政协联络站负责人，
新老政协委员等800余人欢聚一堂。

活动中，铜鼓县第二小学学生团体带来健身气功八段锦展演，孩
子们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备受观众好评。

教育体育界别的李勇委员说：“县政协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
园，传统健身体育项目成为新时尚。学生们零距离感受到中华传统文
化独特的魅力，青年一代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太极康养、传统杨式太极拳精编25式节目舒展大方、身法中正、轻
灵沉着，文艺界别的邓永忠委员说，“太极康养委员特色工作室多年来在
全县公益推广太极拳，不仅促进了广大群众改善身心健康，更彰显了政
协委员的特色优势，推动了铜鼓县绿色康养和‘文旅兴县’融合发展，让

‘长寿铜鼓 康养胜地’更加美名远扬。”
“把政协委员工作室建在人民群众身边，建在老百姓心坎上，既

凸显了政协的职能优势，同时也让县政协履职尽责有了新抓手。”铜
鼓县政协主席罗咏鼓励委员们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
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彰显界别优势。

山货嘉年味 乡村赶年集

“我们一大早特意从丰城赶到樟树参加山货节活动，买了熏肉、
腊肠，还看到了舞龙表演，参加了写春联、打糍粑等活动，一家人都非
常开心！”日前，樟树市店下镇“山货嘉年味·乡村赶年集”山货节主题
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和周边村民前来观看。

店下镇为山区乡镇，好山好水孕育了一批批纯正的山村土特
产，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做好“土特产”文章，让“山货”走出

“山门”，促进农村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成为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
孙康馨委员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邀请相关委员开展山货销售情
况摸排。

与此同时，在樟树市政协的组织协调下，“土特产推广项目”民
主协商会召开并达成共识：举办樟树市“中国药都文旅康养年”迎新
春消费季暨店下山货节活动，免费提供46个标准摊位、100多个流动
摊点，吸引近300名农户参展销售熏肉、笋干、茶叶、葛根粉等山货产
品，并设立彩虹美食街，游客朋友们现场品尝糖醋姜、油饼、年糕等山
里农家特色小吃……

“生意挺好，一天下来卖了1万多块钱。”卖熏肉的摊主黄大爷
说。像黄大爷这样的农户不在少数，许多游客还添加摊主微信，日
常联系采购。

展示委员眼里的赣鄱年味，正在助力营造当地春节喜庆祥和的
浓厚氛围。

江
西
宜
春
：

委
员
眼
里
的
赣
鄱
年
味

晏

鹏

黄

婷

水
文
花

记
者

王

磊

喜闻乐见的传统舞龙舞狮表
演、震撼人心的戏曲演出、200人齐
奏《过大年》唢呐表演……2月2日，
农历小年夜，山东曲阜万仞宫墙前
年味甚浓。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
孔府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孔府过大
年”活动。

与以往重视听、轻互动的游览
方式不同，今年，穿汉服唱诗、写春
联、制门神、捏面人、缝布龙等体验
项目，让慕名前来的游客深度参与

其中。
“奶奶，这个龙形帽子好
可爱！”活动中，龙腾盛世

的文创集市中，手工非
遗展位吸引了不少

孩子和家长的
目光。传统

手 绣 龙
头帽、

龙

形玩偶等手工艺品成为集市上的
“潮品”。来自菏泽的王淑敏阿姨正
认真地为3岁的小孙女挑选，她告诉
记者：“龙年戴龙帽，寓意辟邪恶保
平安，给孙女买一个，希望能保佑她
健康成长，也增加一些节日氛围。”

“墨色要细润，正确的研墨方法
很重要。小朋友们看我这里，研墨要
按一定的方向均匀地重按轻推，以圆
形或椭圆形由外到内周而复始地转
磨，用力不要过大也不要太急，墨与
砚池应保持垂直，以防墨粒脱落
……”听着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孔子
书画院名誉院长孔祥胜的讲解，围观
在旁的小“书法迷”们屏气凝神，一缕
缕悠长的墨香从指尖升腾开来。

长长的“万年红”裁切妥当，用
水和面熬制的糨糊已经放凉，孔祥
胜拿出已经快被翻烂的笔记本，上
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孔府档案》中传
承了千百年的孔家楹联，孩子们你
一言我一语地猜测和询问着楹联的

意义，并选出自己认为最符合春节气
氛的，一笔一画地写在红纸上。

“孔府作为孔氏大家族居住的地
方，每逢春节，写对子、贴对子是重头
戏。”孔祥胜介绍，每副对联的背后，都
充满孔家人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对参观者而言，即便不论内容，仅
供吟咏，也别有一番情趣。

“超市里买菜送春联、网上购物赠
‘福’字，可这一副副春联背后蕴含的
除旧布新的美好祈愿，连同浓浓的节
日仪式感一同被拉满了。”带着孩子来
孔府体验“新桃换旧符”活动后，游客
孙善彬感慨道。

不知不觉，逛到傍晚，随着一声高
亢的“上灯喽”，明古城墙及孔府周边
的街道被瞬间点亮，这是曲阜近年来
最隆重的一次亮灯仪式。一时间，万仞
宫墙上流光溢彩。

“朝天灯的点燃，预示着年的脚步
更近了！”曲阜市民俗学会会长张佃玉
介绍，古时腊月十五，孔府前堂院子偏
东处，都要竖起一根高约三丈的红漆杆
子，名曰“朝天杆”，杆子上端有一绿花
顶，悬一三角钩，钩上挂一只大红灯笼，
名曰“朝天灯”。

“灯笼内会放入一支一斤重的大红
蜡烛，从腊月十五一直燃到正月十五，

其间要不断更换新蜡烛，整座曲阜城的
住户，无论身处哪个角落都能抬头看
到。”张佃玉说，“朝天灯”一点，孔府就
要支起八口大锅，蒸过年的面食，当地
百姓称“蒸壮”，诸如花糕、花卷、年糕、
馍馍、糖包、豆包等，一直要蒸到腊月
二十三。

“当我和朋友换上汉服、提着灯
笼，穿梭在这张灯结彩的古城时，感
觉瞬间被拉回了那个车马慢、时间缓
的年代，关于春节、故乡、爱与团圆的
情愫，也在这灯火下一点点漾开！”说
起这次在孔子家乡的“年味探寻”之
旅，来自南宁的游客杨晓佼兴奋地告
诉记者，最让她和朋友惊喜的是古城
不古、儒韵藏新。

“孔府‘蒸壮’体验活动，做的不只
是传统花糕和点心，还有巧克力酱的酥
饼和裹着玫瑰花瓣的糖包；拓印之下，
也不再只有碑刻、画像石，还有龙年卡
通形象和萌萌的Q版‘孔爷爷’……”杨
晓佼直言，“老年俗”与“新喜好”的精彩

碰撞，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
“我们陆续推出了夜游明故城·

欢乐过大年、孔府皮影表演、景区‘寻
龙’、汉服秀等系列互动活动，将传统
民俗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向市民和
游客传递着‘孔府过大年’的浓浓年
味和传统佳节的喜庆味道。”曲阜市
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颜涛介绍，孔府自古以来，传承
着规模最盛大的中华民族春节礼仪，
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中国家庭过
年模式。本届“孔府过大年”活动举
办时间自元旦延续至元宵节，
通过孔府年节文化氛围的打
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呈现给海内外
游客，为游客奉上
一道中国年文
化大餐。

山东曲阜：

火速出圈的孔府年俗
本报记者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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