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可是贵阳市新晋的‘网红’街区。”
新年伊始，记者来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的百年老街——曹状元街。作为贵阳曾经
的 交 通 要 道 ，老 街 在 岁 月 长 河 中 逐 渐 黯
淡，一度出现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服务落
后、街边小吃摊遍地等问题。

道路更整洁、环境更优美、业态更多
元……贵阳市将老街改造优化后，曾经的

“老破旧”转变为“家门口的好去处”。去
年国庆期间一“开街”就实现销售额约 968

万元，如今日均游客达 3万人次。
不 只 是 贵 阳 ，北 京 、上 海 、长 沙 、广

州 …… 记 者 走 访 多 地 发 现 ，越 来 越 多 城
市 更 新 项 目 不 断 推 进 ，着 力 打 造 宜 居 、
韧性、智慧城市。

城市更新是稳投资、扩内需、增福祉
的重要发力点，更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原华东最大的果品市场、上海最大的
海鲜市场集聚地，正焕新成为未来多家世
界 500 强企业入驻的数字科创产业集聚
区；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纺织仓库“变身”
为郎园 Station，成为北京新崛起的文化消
费地标……

数据显示，去年前 11 个月，全国共实
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约 6.6 万个,其中新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 万个、惠及 882

万户居民，扩大了有效益的投资，激发了
有潜能的消费，提高了百姓生活水平。

城市在更新的同时，乡村也在持续振兴。
过 去 十 年 ，我 国 城 镇 化 进 程 不 断 加

快，但仍有 5 亿多中国人扎根乡村，保留着乡村记忆，守
护着一方乡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乡村振兴全面
推进。

贵州省思南县周寨村，从贫困村到“亿元村”，仅仅用
了 3 年多时间。村里办起了工厂，把世世代代种植的红
薯加工成“酸辣粉”，借助网络直播成功“出圈”，在电商平
台月销百万单。

留住乡风乡韵乡愁，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
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新年开局，各地持续稳
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自古以来，乡土就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叙事体系。从乡
村，到城镇，再到城乡融合，深刻的变化蕴含其中，承载着
人们生产生活、爱恨别离，也折射出社会发展、时代变迁。

曾经，人们热衷到繁华的城市求学、工作、安家。如
今，城市不再是唯一的热门“目的地”，广袤的田野孕育着
新的希望，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就业创业。

在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农业科技园内，数字化
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山坡上一片片光伏板，正
将冬日的阳光变为村集体收入。“这些年村里环境好了、有
了产业，回乡的、外来的人都多了。”水头镇村民陈石恒说。

经济总量多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
平衡是其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近年来，广东下功夫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加速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没有脱离乡的城，也没有脱离城的乡。当城市更新
起来、乡村振兴起来，有来有往、自由流动的，将不仅仅是
人，更是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一齐迸发更多新动能、激
活更多新潜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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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庙会上体验民俗，为新年祈福；到新春灯会上赏灯，品味流光溢彩；在热闹的大集和展会上挑选

礼物，寄托对亲朋的牵挂。“逛”是中国人过春节常见的姿势，它折射出人们忙碌一年后欢度佳节的舒心。

人们“逛”出家人齐聚的团圆与幸福，更“逛”出社会蓬勃的活力。

逛会赶集，在流动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和春节情怀。

在中国，龙的地位无可替代。不同时代、不同形态
的“中国龙”，附身于各式各样的精美文物。论及制作
工艺之精、艺术造诣之高，饰有龙纹的瓷器算是大宗。

一条白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龙头昂起，嘴张、舌
翘，龙鳞细密，龙的周身辅以四朵火焰形云纹。在瓶
身霁蓝釉的衬托下，整条白龙叱咤风云之气势呼之欲
出。眼睛以霁蓝釉点缀，神韵又添几分。这条“飞天
龙”是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上的龙纹，此梅瓶是扬
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这件梅瓶用大面积的霁蓝釉表现辽阔的海洋与
天空，淡雅的青白釉涂饰雕刻生动的龙，表现了神龙
出水、御云而行的景象。”扬州博物馆典藏部主任庄志
军说，元代龙纹体态轻盈，龙身细长、蛇颈，多为飞天
状，有游动、腾飞之感。

梅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广至腹部内敛，
最早出现于唐代，可做酒器，后也作观赏用。“这件梅
瓶代表了元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国宝级文物。”
庄志军说。

元代瓷器制作有所创新，霁蓝釉瓷器就是其中一
种，在当时烧制难度很高。以这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为例，要先在刻画的龙纹和云纹上施青白釉，然后将
纹饰罩上，其余部分施霁蓝釉，在 1000 多摄氏度的高
温下一次烧成。庄志军说：“元代霁蓝釉产品存世量
很低，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目前全球仅存 3件，收藏于扬
州博物馆这件器型最大、釉色净润。”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祖国
西南部，西藏博物馆内，一件青花云龙纹罐静静立于
展台。

“龙纹依罐腹弧度左右对称，张开四肢、腾空而起
的双龙咆哮于江崖海水之上，气势十足、活力满满、祥
瑞满天。”西藏博物馆副馆长吉如·巴桑罗布说，这件青
花瓷罐充分利用蓝白互映艺术效果，使纹饰愈加清晰、
舒朗，堪称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烧造的珍品。

“根据瓷罐底部的铭款‘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
判断，这一青花瓷罐属黔府在景德镇订烧的生活用
具。”吉如·巴桑罗布介绍，黔府是明朝时长久镇守西
南边陲、世代承袭“黔国公”封号的沐氏家族。这为深
入研究明朝期间各民族地区间经济交流、文化交融、
民间交往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吉如·巴桑罗布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西
藏古瓷总数超万件，以景德镇明清时期官窑瓷器居多。

中国饰有龙纹的瓷器中，龙以正面无遮挡造型示
人的，相当少见。上海博物馆龙年迎春展中，正在展
出的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胭脂红云龙纹双耳扁瓶，其
龙纹就是“正面龙”。

“明清时期吉祥纹样较为盛行，讲究‘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褚馨介绍，这
件宝瓶以祝寿为主题，瓶颈部以胭脂红彩书写异体

“寿”字，寓意百寿吉祥。瓶身前后各有一条五爪红
龙，青花色祥云环绕其间，龙纹占据瓶身中心位置，张
开四肢、卷起尾巴，以正面姿态“直视”观众，腾云驾雾
的姿势仿佛在跳街舞，又好像在展现傲人体态，动感
十足、自信满满。

褚馨指出，乾隆一朝多有对历代名瓷的临摹与仿
烧，此类扁瓶小口、短颈、双耳、扁圆腹、圈足，是借鉴
明永宣时期的抱月瓶而来。抱月瓶起源于宋元时期
马背民族使用的、挂于马鞍之侧的挂瓶，是在文化交
融中创新产生的瓷器品种。瓷瓶上娇艳的“胭脂红”
是从西洋传入景德镇的舶来品，称为新制西洋紫色。

“明艳的‘西洋红’与清雅的中国青花色相映成趣，这
件扁瓶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花车巡游、烟花汇演、新春赛马……
连日来，一项项精彩活动为 2024年农历
新春的香港注入浓厚的节日气氛。

为迎接龙年，利东街秉承新春张灯
结彩的传统，春节期间以“福鱼灯海·金
龙献岁”为主题，把 200米的林荫大道改
造成新春灯笼海，金光闪闪的福运金鱼
灯笼穿梭于 800 个大红灯笼之中，为漫
天喜庆的红灯海带来灵动的点缀，寓意
百业兴旺、年年有余。

春节期间，利东街还特设了 4 场醒
狮表演及体验工作坊，2 月 20 日利东街
农历新年传统习俗之一的“金龙醒狮舞
动贺新禧”也将继续上演。

在香港，春节登山行“大运”，很多
市 民 会 在 春 节 假 期 中 选 一 天 去 登 山 。
市民们相信，以登山远望来迎接龙年的
阳光，感受新一年的新希望，是一件具
有象征意义的事。

从黄大仙祠到林村许愿树，人们纷
纷虔诚许愿。不少善男信女会在大年
初一到黄大仙祠上头炷香，祈求新的一
年事事顺利。

大年初二车公诞，香港市民按照传
统到车公庙参拜。不少人手上都拿着
风车，一位香港市民说，每年他都会买
风 车 ，因 为 风 车 能 令“ 风 水 好 ，货 如 轮
转，好运一齐来”。

白 天 或 是 登 山 拜 庙 、或 是 买 花 祈
福、或是亲友团聚，晚上可以看晚会、看

花车巡游、看烟花汇演。龙年的香港迸发出非凡的魅力。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上表示，新春花车

巡演为一连串龙年新春盛事打响头阵。2月 14日是农历新
年后香港的首个工作日，也是西方的情人节，在中环皇后像
广场花园将会展出直径约 12 米的巨型漂浮红心，必定成为
情人节和元宵佳节的打卡热点。

一系列新春活动为香港带来喜庆的气氛，带旺消费，带
来经济上的活力。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表示，对近日爆满的订座率非常满
意，生意额在年三十、年初一及初二恢复至疫情前的九成半。

香港酒店业协会表示，维港两岸可供观赏的酒店，不论
餐厅入座率还是房间入住率都令人满意。

除了文化庆典活动，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还深入基层，特
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带头探访长者，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也分
别走访多区，探访基层家庭，为他们送上贺年福袋。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大年初一出席香港许愿
节 2024 的祈福点灯仪式时，向香港市民送上新春祝福。他
表示，龙象征智慧和力量，他期待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在龙
年继续凝聚智慧、发挥力量，引领香港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
上龙腾飞跃。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香港 2月 12日电）

“动感龙”：古瓷器龙纹活力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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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的千年古
刹林阳寺中，梅花凌寒盛开。远处青山连绵，山中空气清
冽，众多市民与游客伴着冬日阳光来此“寻梅”。

梅 花 树 下 人 潮 涌 动 ，赏 花 客 走 进 繁 花 中 合 影“ 打
卡”。轻风徐来，花瓣飘落在身着汉服的年轻人肩头。不
少游人在瑞峰阁茶楼中喝一盏茶，或直接在梅花树下围
炉煮茶，品茗、赏景、叙谈。

“这几年来此赏梅的人逐渐多起来，因此新设了茶楼
等，在梅花树下摆放桌椅供游人煮茶。”林阳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寺从 20 年前开始大面积种植红梅、白梅等多
个品种的梅花，已成为当地有名的赏梅景点。

福建省永泰县种植有 6 万亩青梅树，春节前后，树上
已结出青梅果。“虽然永泰的梅花花期刚过，却处处留着
梅的痕迹。”在福建省永泰县顺达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厅，
摆满了梅饼、青梅果干等产品，公司总经理林程介绍，梅
花季结束后 3 个月，将迎来采果高峰期，公司年收购当地
1.5万吨李果和青梅，制成 3000多吨蜜饯类产品。

永泰县溪洋村的“85 后”青年陈晨原在福州市里从
事 摄 影 工 作 ，眼 看 家 乡 的 梅 花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游 客 ，
2019年，他返乡创业办起文埕湾·栖心民宿。

陈晨说，这座 2 层带小院、土木结构的建筑有 11 间
房，赏花季“几乎天天满房”，赏花旺季餐饮等营业额通常
增长 40%至 50%。

“赏花效应大，成为村民的致富花。”永泰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村民摆摊售卖李梅相关制品等土特
产，改造民居成为民宿，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与百姓增收。
2023年全县乡村旅游收入 66.97亿元，同比增长 17.9%。

以花为纽带，福建不少地方探索“赏花+休闲采摘”
“赏花+煮茶”等模式，通过打造观赏游玩、采摘加工、文
化休闲业态，打通一二三产业，走出一条以“花”为媒打造

“美丽经济”的新路径。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福州 2月 12日电）

“赏花热”催生
“美丽经济”

1 月 31 日，游客在福州林阳寺赏梅拍照（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庙 会 、灯 会 、集 会
——新春“逛”会看活力

2 月 11 日，小朋友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万达小镇参与新春庙会活动。 新华社发 （杨武魁 摄）

春节庙会人潮涌动

正月初三上午 9点半，山西省晋城市皇城相府御书楼广
场，高亢的鼓乐响起，一声清脆的“接驾”打破了人们的窃窃
私语，皇城相府龙年庙会正式开始。

逛庙会是传统民俗，也是春节必不可少的元素。今年
春节，各地传统庙会全面恢复。游客在庙会上祈求新年好
运、看好戏赶大集，在热闹红火的氛围中，感受浓浓年味。

北京地坛、厂甸、大观园、石景山游乐园、八大处等庙会
人头攒动。在上海市奉贤区，“2024 龙湖·上海奉贤天街庙
会”正在举办，一座红彤彤的“戏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南桥
撕纸技艺、昆曲、苏式评弹等节目轮番上演。

初 一 开 春 吉 祥 ，初 二 回 门 是 喜 ，初 三 初 四 饮 宴 出 游 。
在 很 多 地 方 ，人 们 从 正 月 初 三 开 始 享 受 春 节 的 闲 适 。 于

是，许多家庭全家出门去“逛”，到外面的世界去体验特色
年俗。

山西省文旅厅数据显示，2024年春节假期前两天，全省
66 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17.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1.61%；累计门票收入 2785.96 万元，同比增长 123.46%。
太原出租车司机李志军说，机场和车站的单量在初三明显
增加，超过一半乘客是到山西旅行的外地游客。

记者走访发现，科技元素多、互动性、沉浸式的体验活
动成为今年不少地方传统庙会上的特色。

北京“厂甸元宇宙庙会”运用大场景沉浸式数字孪生、
XR 云渲染等技术，整体复刻了琉璃厂东西街区和南新华街
的街区场景。游客扫描二维码，通过寻找“文房四宝”，了解
非遗老字号的历史。

“挺有意思的，在手机上就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文化
街区风貌。”“95后”游客徐女士说。

万家共赏流光溢彩

山西太原市钟楼街的灯光，唤起了市民苏爱珍对春节
的美好回忆。今年，街上的老字号、品牌首店、市集等，以

“龙”为主题进行了亮化装扮。透过流光溢彩的灯光，不远
处传统门楼的歇山顶若隐若现，展现古代将军们英武之气
的舞蹈《相见欢》巡回上演……灯火和声乐共同营造出欢乐
祥和的过年氛围。

苏爱珍说：“我过了 70多个春节。今年和家人在璀璨的
灯火里，再次感受到了人平安、家团圆、国强盛，这就是过年
的获得感。”

如今，借助科技手段，传统文化在璀璨夺目的灯光下有
了新表达。在上海，2024 豫园民俗艺术灯会千灯点亮。主
题策划“山海奇豫记”开启“海经篇”全新讲述，从山经到海
经、从陆地到海洋、从中国到世界，穿越时光的旅程绘就华
美梦境。

线下热闹的灯会，还“走”到了线上。豫园在线下商圈利
用支付宝开放的“亚运同款数字火炬手”技术举办灯会，这也
是该数字人技术被首次应用于线下商圈。用户打开支付宝，
搜索“点亮豫园龙灯”，即可参与数字人点亮龙灯祈福活动。
活动页面还原了豫园灯会亮灯的场景。两周时间内，超 30万
人次通过支付宝点亮龙灯祈福、用 AR 扫码体验虚实结合的

“山海奇豫”。截至正月初三一早，更是有超 122万人次在支
付宝上观看豫园 AR直播，足不出户也能观赏豫园灯会，体验
豫园热闹的年景。

春节灯会是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精神享受。患有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张俊莉多年来只能卧床在家，今年她通过
网络观看了多地的灯会。她说：“传统的中国龙有各种各样
的样貌，它们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真是美极了。”

集市展会共度新春

为了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正月初三，吉林市在北山公
园举办以“龙腾盛世 福瑞江城”为主题的新春花灯游园会及
年货大集活动。快递服务点前，市民排起了长队。通过邮
递，年货飞向远方的亲朋，将牵挂和思念也一同“捎”去。

吉林市商务局党组成员李震介绍说，这次系列活动，为
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有得逛、有得游”“有得看、有得乐”

“有得品、有得买”“有得玩、有得晒”的消费和游玩体验。
春节期间，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几乎每

天都是“约满”状态。上海市民王壹和女儿王心怡上海自然
博物馆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上海科技馆原创策划的“有龙则
灵——2024甲辰龙年生肖特展”。

最 让 王 壹 父 女 振 奋 的 是 ，展 览 引 入 相 关 模 型 、图 文 、
视频，对当代名字中带有“龙”字的大国重器进行了详细
介绍：从“华龙一号”的核能之光，到“蛟龙号”深海探索；
从“鲲龙”号翱翔碧海蓝天，到“雪龙”号破冰前行……

“正是因为科学家们的自强不息精神和不断创新，我
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高科技的大国重器。他们是我的榜
样！”王心怡说。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邢媛说，人们积极参加传统节
庆活动，开心地过年，体现了他们对未来一年生活的期盼，
也更增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