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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夜 烟 火 暖 人 心
——从团圆“食”刻看消费活力

春节买买买，快递不打烊。新春佳节，年货成了消费
市场的关键词。一样样年货从快递小哥们手中送至千家
万户，快递带来的年味成为佳节新气象，折射中国消费新
活力。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侯延波说，国家邮政局全力保
障年货寄递业务，指导快递企业做好旺季服务保障，精准
对接电商寄递需求，做好全网调度，充分安排好人员、场
地、运力。

高效物流，年味“鲜”达。
春节前，牛羊肉、海鲜、水果等生鲜产品寄递量猛增，

快递企业在人力、物力、运力资源上下功夫，让特色年货
“鲜”送到家。

顺丰投入 2 架全货机、30 个冷库，开通 14 条冷链线
路、250 多条运输干线，实现全国 52 个重点城市全面覆
盖。通过预处理中心、定制包装、生鲜一体化供应链，助力
牛羊肉一站式“从草原直达餐桌”。

1 月 22 日，京东物流开通宁夏牛羊肉全货机，从宁夏
银川始发，贯通华北、华南、华东，江苏、浙江、山东、广东
等省份实现次日达。

针对春节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海鲜，顺丰制
定了差异化的运输模式，提高海鲜寄递的时效性与稳定
性。同时，顺丰采取定制化的海鲜包装，并在外箱印上产
品产地等标识，让海鲜在转运中实现优转优派。

快递进村，年货提速。
进店、取件、扫码、出库……接到短信通知，湖北神农

架林区村民魏振海一路小跑到兔喜末端驿站。“我来取干
果，年货节第一天下的单，没想到 3天就到了。”他说。

兔喜末端驿站工作人员向华说，以前林区村民要花 1

个小时到镇上取快递，现在村口就能拿包裹，随着快递进

村步伐提速，村民的网购热情也随之高涨。
“我一个月收 10 多个快递，这不，春节临近，衣服、食

品都是网上买的！方便！”魏振海说。
向华介绍，林区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大部分

是老人，日常寄出的多是山珍特产，收到的是子女从外地
寄回来的衣服、食品等。一开始，老人们不会操作淘宝等
购物平台，他便手把手教老人们买东西，随着快递进村的
持续深入，村民们收到的快递种类也更加丰富。

服务多样，商家无忧。
圆通开启春节运营模式，全网集运中心、网点、海内外

航线正常运行，快递员、客服、飞行员一如既往投身春节寄
递服务，对寄递需求旺盛的地区，圆通根据数字化预测及
市场预告，对人员安排、资源调配、模式调整等方面工作进
行重点保障。

韵达成立专项保障小组，优化升级智能系统，例如客
户管家、网点管家等，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升寄递效率。

中通深入了解合作商家的年货节发货需求，提前储备
人员、仓储、快递等资源，为合作商家开设前置分仓，提前将
年货运输到离消费者更近的仓库中。针对产品种类多、订
单结构杂、单量波动大等难题，中通持续进行智能仓配升级，
柔性应对各种复杂作业，有效提升仓库运营质量与效率。

“国家邮政局引导快递企业预测春节期间业务变化，确
保春节期间保持服务能力。快递员工作非常辛苦，休息时
间有限。我们督促寄递企业实行错峰放假，对在岗员工依
法支付加班工资，并做好生活保障。”侯延波说，如果春节期
间无法按时收到快递，请群众对“小蜜蜂”们也多一些谅解。

国家邮政局还引导邮政快递企业补充人员力量，为节
后快速复产储备资源能力。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一件有几十只小龙层叠盘旋的巨型温酒
器、一只整体形似龙舟的觥、一张龙飞凤舞的错
金银案几……三件分别出土于湖北、山西、河北
的青铜礼器以各具特色的龙元素，凑齐一组“龙
装备”。它们以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
饰，展示了先秦时期精妙绝伦的青铜铸造技艺，
如今均为禁止出境的国宝。

远看像一团团云朵，实际上是龙、蛇、蟠螭
层层叠叠、盘旋环绕组成的镂空纹饰，让人眼花
缭乱的同时深感震撼——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最
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之一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由盘和置于盘中的尊两件器物
组合而成。尊是盛酒器，盘是水器，冬季可盛沸
水用于温酒，夏季可盛冰用于镇酒。全套器物
通高 42 厘米，重近 30 公斤。尊体共装饰有 28

条龙、32条蟠螭，腹部和圈足满是蟠螭纹和浮雕
的龙；盘体装饰 56条龙、48条蟠螭，盘足为四条
圆雕的双身龙，龙首、龙体、龙尾蜿蜒曲折，表现
出充沛的生命力。

“商人好酒”。商代的青铜器中，酒器种类
丰富。山西博物院有件 60 多年前出土于山西
省石楼县的龙形觥，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通高
17.7厘米，通长 42.5厘米，重 4310克，容积 1620

毫升。与一般青铜觥将兽头装饰在器盖的前
端、后部有鋬的情况不同，它更像一只龙舟。

觥的前端为昂首龙头，瞠目张角，龇牙咧嘴
为流。器盖正中有菌状的钮。腹部前窄后宽，
两 侧 各 有 两 个 方 形 系 ，穿 上 绳 子 可 将 器 物 提
起。觥上还有龙、蛇、鳄鱼等为主的大小纹饰 20

多条。它们相互纠结，又疏密有致，与器形的简
洁典雅相辅相成。

酒器需要桌来配。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战国时期的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1977 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三汲村
一战国古墓。它通高 36.2 厘米，重 18.65 公斤，底盘由 4 只
梅花鹿承托，底盘之上挺立着 4 条神龙。在龙身蟠环纠结
之间，凤鸟引颈长鸣、展翅欲飞，整体造型动静结合，可谓龙
飞凤舞、新颖奇特。

这件铜方案被发掘出来时，漆制案面已朽，只剩案座。
整件文物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设计复杂
精巧；还施以错金银工艺，金光银彩间双色闪动。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欢乐吉祥，喜气洋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 2 月 9 日 20 点如约与海内
外受众相见。晚会通过“思想+艺术+技术”融合
传播，用平实、喜庆、优美的表达，汇聚过去一年
的收获与感动，在欢声笑语中为人们呈上一道振
奋人心、情真意切的“文化大餐”。

总台龙年春晚境内新媒体端实时直播收视
用户规模和收视次数均创新记录。截至 2 月 9

日 24 时，总台龙年春晚直播用户规模为 6.79 亿
人；直播收视次数 15.01 亿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2.69%。“竖屏看春晚”直播播放量 4.2 亿次，较
去年同时段提升 57.58%。直播用户人数达 2.5

亿人，较去年同时段提升 37.97%。春晚社交媒
体话题讨论量达 160.52 亿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9.48%。春晚合作项目互动总人次 521亿次。

海外传播量创新高。CGTN（中国国际电视
台）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频道
和 68种语言对外新媒体平台，联动来自美国、英
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巴西、澳大利
亚、印度、阿联酋、新加坡、南非等全球 20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100多家媒体对春晚进行同步直播
和报道，获全球阅读量超过 6.49 亿，视频观看量
2.1 亿 。 央 视 网 海 外 社 交 平 台 直 播 播 放 量 为
6044 万次，较去年同时段提升 46.77%。“海外千
屏”闪耀五洲，49个国家、90座城市的 3000余块
公共大屏直播和宣介总台春晚，全球受众在喜庆
红火的年味中感受中国春节、中华文化的隽永魅力。

心在一起
展现热气腾腾的活力中国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今年总台
春晚邀请在各行业发光发热、可爱可亲的平凡人
亮相舞台、入座观众席。真挚动人的百姓故事、奋
斗进取的精神血脉，尽展神州大地的蓬勃生机。
开场短片《我们的春晚》以电影化拍摄手法，记录
勇敢追梦的百姓群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以及飞行员、教师、科
研人员、设计师等 50余位行业代表合唱《看动画
片的我们长大了》，在熟悉的童年旋律中串起成
长的闪光轨迹。大国工匠、劳模代表等在辽宁沈
阳分会场唱响“咱们都回家乡，铆足干劲儿闯一
闯”，自信的笑容照亮人们对新一年的向往。

美好生活洋溢青春朝气。创意年俗秀《别开
生面》通过交互技术与投影技术使“非遗”面食表
演与舞蹈表演同框，以方言唱出热气腾腾的生活
气息。歌手周深与群众表演者、虚拟熊猫形象带
来歌曲《健康到到令》，共同演绎传统“八段锦”。

大江南北共欢腾。今年春晚北京主会场与
辽宁沈阳、湖南长沙、陕西西安、新疆喀什四地
分会场节目气韵贯通，国潮表演、歌舞说唱、器
乐演奏等节目形式与地域特点巧妙融合，热潮一浪高过一
浪。民歌串烧《我的家乡我的歌》集纳《太阳出来喜洋洋》
《采茶舞曲》《山歌好比春江水》《谁不说俺家乡好》等经典民
歌，耳熟能详的旋律描绘出山河锦绣的幸福年景。

美在一起
多彩演绎中国式浪漫

龙腾天下、文脉一心。今年总台春晚的节目编创、视觉
呈现、服装设计等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象。千年
中华瑰宝在先进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古韵再生新意。

五彩纹样灿若云霞，绘出锦绣中华。中国传统纹样创
演秀《年锦》选取汉、唐、宋、明四个朝代富有代表性的纹样，
通过歌曲+虚拟合成技术，织出一幅跨越千载的纹样变迁图
卷。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身着传统服饰，图案繁盛、
细 节 有 序 的 华 服 之 美 蕴 含 河 清 海 晏 、繁 荣 昌 盛 的 美 好 祝
福。舞蹈《锦鲤》融合 AI、XR 等技术，舞者以飞天之姿化身
水中锦鲤，点波流金，令人惊艳。

舞剧《咏春》选段配以剪影的舞台呈现效果，以“舞”演
“武”，动静皆宜，行云流水。舞蹈《瓷影》生动演绎瓷器的诞
生过程，清新脱俗的青白之色定格光洁温润的东方美。功
夫微电影《争春》融合重庆铜梁“非遗”龙舞，再现中国武术
经典招式，三龙聚首共贺新春。

爱在一起
温暖旋律唱出人间美好

动人的旋律诉说亲情、爱情与友情，让暖意徐徐流淌。
“母亲的眺望，游子的情切，千里归途，向着一处团圆。”歌手
毛不易携手湖南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田野诗班”的孩子们
带来歌咏《如果要写年》，纯真的童心、天马行空的想象，触
动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黄渤在歌曲《拼音》中，用自
己的成长过程将受众带进岁月的长廊，唱出中国式的父子
深情。任素汐低吟浅唱，一首《枕着光的她》唱出温柔缱绻
的爱意，点亮相携一生的真情。

语言类节目取材于平凡生活，人间烟火。相声《导演的
“心事”》中，金霏、陈曦等用极富张力的表演，将现代人的
“精神内耗”演绎得活灵活现，让观众开怀大笑。沈腾、马
丽、艾伦带来的小品《寒舍不寒》，以直播带货为故事背景，
接连不断的“笑料”背后是暖心与爱心的双向奔赴。岳云
鹏、孙越带来相声《我要不一样》，另类演绎中国诗词文化，
引发现场欢笑连连。

聚在一起
奏响文明交流和美乐章

伴着一曲动感快乐的《晒 share》，大张伟、刘宇宁与全
球网友联屏共舞“龙年主题舞蹈”，分享春节的喜庆欢乐。
这支舞蹈来自总台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发起的龙年主题舞蹈
挑战赛，目前已吸引 68个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参与，全球阅览
量超 5.89亿。今年正值中法建交 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
索拉尔、廖昌永、吉安·马可·夏雷提、张英席、安杰洛·德尔·
维奇奥、袁岱等中外艺术家共同演绎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
院》选段《美人》。全球共舞，以歌会友，总台春晚用文艺精品
促进文化交流互鉴，让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生机盎然。

全球看春晚。在农历新年被列为联合国假日后的首个
新年之际，总台主办的“春晚序曲 全球看春晚”活动在美国、
肯尼亚、瑞士等多国举办近 40 场；各大洲 49 个国家、90 座
城市的 3000 余块公共大屏直播和宣介总台春晚；世界最高
建筑迪拜哈利法塔、非洲第一高楼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
务区标志塔、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王花园广场……灵
动吉祥的“龙辰辰”将中国新年的美好祝愿传遍全球。

“百城千屏”看春晚。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
盖，北京、上海、深圳、沈阳、长沙、西安等全国 112 个城市的
1075块地标大屏配合云听客户端的三维菁彩声同步直播春
晚，在核心商圈、城市广场、机场等交通枢纽，清晰震撼的视
听效果吸引了城乡居民、归乡旅客驻足观看，为除夕的城市
夜空增添了一抹喜庆贴心的温暖。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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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龙形觥 山西博物院供图

预订名额“告急”，折射消费恢复态势良好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 5 间包厢和大厅 13 张圆桌早就
预订完了，真的没法再接单。”大年三十当天，杭州雅惠酒
家的老板娘宋文琳一边接听电话，一边迎来送往，忙得“脚
打后脑勺儿”。“尽管晚上 7 点 45 分就停止接客，但就餐需
求还是相当火爆。”

横跨大江南北，今年除夕年夜饭市场呈现出一片火热
态势：广州白天鹅宾馆 200多桌年夜饭全部订完，海底捞郑
州万达坊店的年夜饭包间在 2 个月前就已满员，北京盛百
味当代商城店由三餐增加到四餐仍有顾客排队等位……

美团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年夜饭”相关搜索量月
度环比增长约 4倍；截至 1月下旬，预订除夕夜餐厅桌位的
订单量较去年增长超 3倍。

“为了抢夺晚上的‘黄金时段’，去年国庆节开始便有
消费者前来咨询。”北京龙人居水煮鱼连锁酒楼总经理黄
晓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消费者预订年夜饭时间更
早、速度更快，消费热情明显提高。

作为“团圆宴”，年夜饭不仅是消费者在春节期间最特
别的情感载体，更是餐饮业的风向标之一。

2023 年，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餐饮住宿等接触
型、聚集型消费较快回暖：餐饮收入首次突破 5 万亿元，同
比增长 20.4%，餐饮业商务活动指数年均值升至扩张区
间，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溪认为，年夜饭预
订火爆折射出餐饮消费持续恢复向好，也体现出百姓消费
习惯的变化。以“新春档”需求旺盛为契机推出特色菜品、
提高服务品质，有助于餐饮企业实现“开门红”，从而带动
整个行业持续升温。

形式花样翻新，凸显消费业态日益丰富

厨房“小白”不会做又没订到堂食位置，老人出行不便

想要在家吃，坚守岗位的“打工人”顾不上准备……面对众
多消费需求，龙年的年夜饭花样翻新，主打一个“丰富”。

隔 水 蒸 白 切 鸡 、微 波 炉 热 墨 鱼 虾 饼 、装 盘 生 捞 鱼
皮 ……大年三十下午 4 点，广州市民黄女士手提八个大小
不一的打包盒，刚从楼下饭馆“领”回现做的年夜饭，稍晚
自行加热食用。“外出订餐难，在家五口人八个菜，十分钟
不到加热好，新鲜美味又解放双手。”

同一时间的江苏徐州，梁阿姨拎箱上门，准备为孙女
士一家“定制”年夜饭。一边开箱取出各种肉菜，一边询问
客户口味偏好，接着洗切炖炒，三小时内梁阿姨相继做好
了秘制牛肉、白切羊肉等 6例凉菜；清蒸黄鱼、鱼羊鲜等 10

例热菜；最后收拾厨房、带走垃圾。
市场繁荣表现的背后也反映出餐饮消费的变化。记

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的年夜饭更加凸显个性多样。面对
堂食扎堆、包间紧俏，各餐饮酒店同步“上线”成品、半成品
礼盒，还叠加送餐到家、外卖下单、大厨上门等多种形式，
让这份传统的“仪式感”吃出新花样。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1 月中旬“年夜饭外卖”关键词搜
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4 倍。“阿姨妈妈上门做饭”平台负责
人杨睿介绍，从三年前的十几单增至今年的近百单，“上门
代厨”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家庭团聚和美味佳肴的双重需
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新选择。

万家团圆之时，依旧有人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
了方便这些“打工人”吃到热乎的年夜饭，盒马、叮咚买菜
等商家简化了半成品年菜的复热方式，还推出海鲜大咖、卤
味熟食、猪肋排等丰富的成品年菜，并准备好了配送运力。

换个地方过年，新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

大年三十当天凌晨四点多，家住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松江河镇的邢利准时出门，拼车到 30 公里外的滑雪度假

酒店上班。“受东北冰雪旅游‘火出圈’带动，今年客流激
增，酒店 90%以上的客人来自南方，在滑雪度假区过年、吃
年夜饭体验地域特色的需求多了起来。”

“游客年夜饭”是今年的新热门。长白山华美胜地
度 假 区 瑞 士 酒 店 餐 饮 服 务 经 理 计 雪 冰 告 诉 记 者 ，针 对

“冰雪热”带来的消费新趋势，酒店不断对产品和服务进
行优化升级。“有用糯米纸打出龙元素，再制作而成的主
题 甜 品 ，还 新 增 热 门 的 烤 地 瓜 、糖 葫 芦 和 冻 梨 咖 啡 等
新 品。”

长达 8 天的春节假期，百姓出游掀起小高潮。携程发
布的预测报告显示，这个春节将是 2024 甲辰龙年首个出
游高峰。为了抢抓春节消费黄金期，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各大旅游平台纷纷推出“旅游+年夜饭”套餐项目，产
品覆盖东北、上海、江苏、湖北、海南等地。

记者在一家旅游网站上见到，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
打 出 了“3888 元 1 晚 江 景 房 +年 夜 饭 中 餐 套 餐 +2 份 早
餐”的 2 天 1 晚套餐产品。还有旅行社制定了上海出发
每 人 1402 元“ 3 天 2 晚跟团游”，可享 3288 元 /桌年夜饭
的行程。

长春市饭店餐饮烹饪协会秘书长王昕表示，旅游消费
热潮推动了酒店年夜饭的迅猛增长，这些订单不仅为消费
者带来更多个性化体验，还拓宽了餐饮消费范围，为促进
消费注入新动能。随着各类扩大需求政策举措落地显
效，餐饮业展现出的强劲复苏势头有望激发我国消费市
场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来源：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