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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铜梁龙
舞，犹如一颗璀璨的
明珠，点亮了新春的
夜空，成为众多游客
印象深刻的年味体
验。铜梁龙舞火龙表
演现场，匠人们以精
湛的技艺，将1500摄
氏度的铁水抛向空
中，再用木板奋力击
打，瞬间火花四溅，犹
如万点星辰绽放，为
观众带来视觉盛宴。
这是在重庆市铜梁区
奇彩梦园景区拍摄的
火龙表演。

黄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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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消费，升腾着烟火气，是春节市
场的一道靓丽景色。

一桌难求，是不少餐厅在春节期间
的“新常态”。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新雅
粤菜馆从小年夜一直热闹到初三，接下
来的几天假期也早已预订一空。

“除夕夜，包房和大厅一共有91桌年
夜饭，坐得满满当当。”新雅粤菜馆行政
总厨黄任康介绍说，从小年夜午市开始，
预订量同比去年上升30％。

伴随春节走亲访友热潮，餐饮消费
迎来快速增长。海底捞后台数据显示，
在江苏南通，大年初一当天，海底捞火锅
海门龙信广场店翻台率超10轮。

线上数据同样飘红。叮咚买菜第八
年春节不打烊。从商品数据上看，除夕
前一天至大年初二，年夜饭、走亲访友、
在家聚餐需求促使叮咚买菜鲜活水产、
肉类、水果礼盒等销售量大增，猪肉类商
品整体销售增长2倍。

春节假期，一些热门景点再现“人从
众”景象，文旅消费火热。

大年初三，山西省晋城市大阳古镇

明清老街上游人如织，吆喝叫卖声、民俗
社火展演的音乐声混在一起，洋溢着浓
浓年味。

大阳镇文化站站长颜文红介绍说，
春节期间，古镇准备了八音会、上党梆子
等节目全天演出，吸引了大量游客。大
年初一游客人数超过5万人，初三预计达
到3万人以上。

美团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三
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西安、
南京、杭州、哈尔滨、昆明等是旅游热度
最高的城市。今年春节，年轻人流行在
南方小城“深度旅游”，高性价比的县域
旅游持续火热。作为申遗成功的首个春
节，逛灯会庙会是体验年俗的重头戏，春
节前三日全国“灯会”“庙会”的搜索热度
环比增长217％。

上海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
示，截至目前，春秋旅游2025年春节的预
订人次、营收等指标已超去年同期，总人
次增长近20％。飞猪数据显示，近一周，
平台上国内高星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超40％。

对于很多人而言，看电影已然成为
新年俗。神话传说、悬疑侦探……春节
档电影大餐品类丰富。

大年初一票房18.05亿元，观影人次
为3515.12万，创造了新的单日票房和观
影人次纪录。猫眼榜单数据显示，截至1
月31日16时，2025春节档新片总票房达
44.29亿元。

就在春节前，手机、平板、智能手表
（手环）购新补贴政策在全国实施，国家
补贴15％，手机单品至高补贴500元。

除夕，太原市民李女士趁着这轮国
补，下单了心仪已久的智能手表，作为
送给父亲的新年礼物。“加上商家活动，
原价 1400 元的手表优惠了近 300 元，很
划算！”

补贴政策加力，消费市场加热。天
猫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30 日 24 点，春节
前三天（除夕、初一、初二）手机品类成
交同比增长超 50％。截至目前，共 15
个省市手机国补活动全面上线天猫，其
中春节期间，新增广东、北京、安徽、陕
西4个省市。

首店、体育、谷子等新消费与节日巧
妙融合，热度不断攀升。

走进文和友山西首店——“钟楼街
1990”，上世纪90年代太原市经典生活场
景被浓缩在6966平方米的空间内，历史

记忆与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大年初
一，这里还安排了舞狮、非遗展演活
动。钟楼街文旅发展公司总经理王强
说，除夕以来，“钟楼街 1990”每日入店
人数超过 2 万人，很多消费者全家出动
前来体验。

北国冰封，没有影响体育消费。31
日，国际雪联单板障碍追逐世界杯比赛
正式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19支代表队、
百余名运动员在吉林省吉林市冰雪试验
区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展开激情比拼，吸
引不少家庭前来观赛度假。“观赛、滑雪、
过节，啥也不耽误！”来自北京的游客李
女士说。

度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春节期
间，北大湖滑雪度假区预计接待游客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实现旅游收入
5118万元，同比增长40％。

晋城市民秦先生很喜欢国产3A游戏
《黑神话：悟空》，今年春节，他收到了妻
子送的黑神话火照黑云织毯。

立足于动画、漫画、游戏等版权作品
的衍生品，“谷子经济”市场规模快速增
长。1月15日，天猫黑神话官方旗舰店开
业，半个月来，这款盖毯已经卖出了超过
2000件。

乙巳春节，红火的节日市场，折射中
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活力旺 亮点多
——春节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李紫薇 陈爱平 郎兵兵

捏搓揉掀、点切刻划，柔韧的面团在
指尖游走，摇身一变竟成了栩栩如生的
艺术形象。在团圆与喜庆交织的新春时
节，面塑，这项历史悠久的指尖技艺，以
其细腻独特的表达形式，化作节日里的
一抹温馨亮色。

面塑，俗称“面花”“面人”，是以面
粉、糯米粉等为主要原料的传统塑作艺
术，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史。2008 年，
面人获批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自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面塑的张
书嘉2007年尝试创业，致力于面塑的推
广工作。“刚创业的时候，向人们解释‘什
么是非遗’成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张

书嘉回忆道，“而且在当时，如果我们独
立运作的话，房租压力也会非常大。”

2009 年，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向张书嘉抛出橄榄枝，双方
一拍即合，张书嘉便在这里开设了自己
的工作室。中心为面塑工作室提供 100
多平方米空间，用于面塑的展览展示和
传承教学。

天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负责人沈瑾
怡介绍，文化中心多年来通过“非遗进社
区”“非遗进校园”等方式帮助面塑艺术
深入社区、商场和其他公共活动空间。
针对不同人群，以宣讲介绍、互动讲座、
创意课堂和成果展示等不同形式，让非
遗代表性项目和体验可以扎根。

一走进张书嘉的面塑工作室，就看
到很多小朋友们在专心地捏面塑。“源于
兴趣，我6岁便接触面塑，一直跟着张老
师学习，现在还在学校创办了面塑社
团。”今年 16 岁的肖圣译说，“我希望能
带着自己的面塑作品走上更大的舞台，
把这项技艺传播到世界各地。”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可
以和学校紧密合作，学校提供场地，社
区 负 责 邀 请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授
课。”沈瑾怡分享道，“这种合作模式，
既解决了学校特色课程资源不足的问
题，又为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培养
了年轻一代。”

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非遗、学习

面塑技艺之后，张书嘉在面塑推广的道
路上又有了新的尝试。她和团队在继承
传统面塑技艺和题材的基础上，制作出
更多具有新意且贴近生活的面塑作品
——既有大胆跨界、由静变动的非遗定
格动画作品，又有饰品、冰箱贴等具有功
能性的面塑产品。

今年春节，张书嘉和她的“徒弟”
们专门制作了以生肖蛇为主题的“蛇
来运转”面塑作品，希望通过“年轻化”

“生活化”的表达，让面塑走进大众生
活。张书嘉说：“希望世界上有越来越
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能看到、了解
并热爱面塑。”

（陈浩明 周心怡 唐斯琦）

非遗“守”艺人：面塑，与时俱进的指尖艺术

寒假来临，各地滑雪场迎来不
少“小孩哥”“小孩姐”。在山西九
龙国际滑雪场，几拨冬令营小学
员身着统一服装，在教练带领下
学习站立、滑行、刹停等动作，雪
场上不时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

TOPKIDS 途悦滑雪俱乐部
（九龙店）负责人何顺兴告诉记
者，俱乐部从2013年开始做单板
滑雪培训，报名人数几乎逐年增
长，这个雪季的培训人次超过200
人，其中 18 岁以下的孩子占到
80％以上。

“近些年，特别是北京冬奥会
以后，参与、学习滑雪的孩子在明
显增加。”何顺兴说，“以我们店来
说，每年参加培训的儿童青少年
人数增长幅度在10％到20％。”

这家俱乐部并不是个例。寒
假期间，记者走访山西多家滑雪
场和俱乐部发现，越来越多儿童
青少年正在走上雪场，为冰雪消
费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九龙国际滑雪场负责人常玉
林表示，近几年，伴随儿童青少年
滑雪热潮的兴起，一大批青少年
滑雪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目前仅在他们一家滑雪场就聚集
了近20家滑雪俱乐部，其中大部
分都是针对青少年儿童群体的。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成民
铎说：“如果将 2000 年左右开始
滑雪的人口称之为‘雪一代’，那
么北京冬奥会后，大批走上雪场
的‘雪二代’将为中国的滑雪市场
带来长远的红利。”

太原采薇滑雪学校教练赫荣
国是较早感受到这种红利的人群
之一。他表示，从 2023 年起，他
们开设了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和考试，来自
全国的参与者络绎不绝，目前已
举办四期，300多人取得了滑雪教

练职业资格。
“过去山西没有滑雪国职考

试，而现在越来越多人有机会接
受更加专业化、标准化的培训，从
而走上滑雪教练的道路。”赫荣国
说，“这也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
青少年滑雪培训市场的需要。”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大众
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3—
2024冰雪季）》显示，对于家中18
岁以下孩子参与冰雪运动的主要
花费，家长选择比重较高的是门
票、运动装备和餐饮，其他依次是
交通、娱乐休闲项目和住宿等。

何顺兴告诉记者，过去山西
没有卖 儿 童 滑 雪 装 备 的 专 门
店，而现在这样的店铺正在出
现，尽管这一细分赛道刚刚起
步 ，但 市 场 正 在 快 速 增 长 ，展
现出巨大潜力。

京东消费数据显示，2024 年
儿童滑雪手套、滑雪服、滑雪头套
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86％、
85％、65％，儿童滑雪裤、滑雪杖、
滑雪镜成交额也实现了40％以上
的增长。

此外，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滑
雪赛事活动也在逐渐增多。据介
绍，今年雪季山西各地举办了“奔
跑吧·少年”系列青少年滑雪赛
事，累计有上千名青少年参与。
此外，多地的大众冰雪季活动也
设置了青少年滑雪比赛或培训
班，这些赛事活动在发掘、培养滑
雪后备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掀
起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新热潮。

“儿童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
的人数显著提升，为冰雪运动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与大流量。”成民
铎说，“这些流量有望转化为经济
增量，撑起冰雪产业未来发展的
一片天。”

（刘扬涛 马晓媛）

“小孩哥”上雪带来“大流量”

“地里的作物长得都正常吧？”
“1号地块儿的土壤盐碱度数

据再发我看看。”
……
过年这几天，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傅
向东不时要和海南、新疆等地的
基层农技人员通电话，问问农作
物生长状况。想到一些关键问
题，他便打开电脑查阅资料数据。

“数亿亩盐碱地，开发利用好
了，就是咱们国家的大粮仓！”说
起盐碱地，傅向东目光炯炯，格外
激动。

多年来，傅向东带领团队探
索出一系列“少投入、多产出、绿
色低碳”的农作物育种新策略。
2024年，他和团队重点围绕提升
盐碱地综合利用水平开展攻关，
足迹踏遍新疆、宁夏、辽宁、山东
等地，并成功种植了耐盐碱的小
麦、油菜、水稻品种，让昔日荒凉
的盐碱地焕发了勃勃生机。

风吹日晒、寒来暑往，傅向东
和团队往返于实验室和田间地
头。作物新种质的各项生长发育
指标、盐碱地改良前后土壤成分
变化……他的电脑里，装满了珍
贵的研究数据，为端牢“中国饭
碗”贡献一份力量。

春节一过，傅向东又将飞往
阿克苏等地，实地查看冬小麦生
长情况。“今年，争取把更多的作
物种到盐碱地上。”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科技
工作者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新疆墨玉县阿依玛克村，一

座座温室大棚里种满樱桃树，
室 外 天 寒 地 冻 ，棚 内 生 机 盎
然。最早一批大棚樱桃正绽放
美丽的花朵，再过大约两个月
就能上市，第二批也已打破休
眠，即将萌芽。

“向内生长的芽要去除，它们
会阻碍枝条正常生长；较弱的芽
要抹掉，这样养分就能集中供给
健壮的芽点……”中国科学院新
疆分院帮扶人员王平，几天来通
过现场指导，以及电话、视频方
式，加紧给村民讲解樱桃春季管
理注意事项。

这种温室大棚樱桃高密度栽
培技术是中国科学院团队的攻关
成果，与常规的露地栽培模式相
比，每亩可增产 20％至 50％，采
摘上市时间提前1至2个月，经济
效益大幅提升。

2021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新
疆分院组织 28 个科研团队在 10
个村开展科技帮扶，帮助建设了
一批“智慧大棚”，培养了一批“土
专家”“田秀才”，形成了樱桃、番
石榴、草莓等“农业＋观光＋采
摘”产业，村集体和农户收入大幅
增加。

一开春，王平又要下乡了。
“科技成果为当地百姓带来实实
在在的收益。我们看在眼里，喜
在心头！”王平说，未来要把更多
好成果带到乡村。

（张泉）

科技又添新“丰”景

1月31日，许多市民来到天津火车头体育场内新建成的陆上滑冰
场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入冬以来，天津火车头体育场将原有的足球
场地转换成为总面积约11000平方米的户外冰场，满足了市民春节假
期户外滑冰、健身娱乐的需求。

孙凡越 摄

走进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潭村，
村口打造的特色结婚小镇洋溢着一片浪
漫气氛：花束、彩灯、礼堂、舞台，爱心、囍
字随处可见，昔日沉寂的废墟焕发新颜、
热闹起来。

这里曾是荒废了 20 多年的旧墟。
“以前经过的人都不愿意走进来。”当地
一名村民说。

这一切，因为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
项目而发生改变。通过3年的建设和治

理，一个特色小镇拔地而起。
“2024 年，有 100 多对新人在我们结

婚小镇喜结连理。其中，有42对新人在
这里举办了集体婚礼。”龙潭村党总支书
记夏敏光说。

围绕着“甜蜜经济”的幸福产业链正
在形成。广东首个婚姻外出登记点在此
落户，多家婚恋交友、婚庆礼仪服务机构
进驻，与之配套的餐饮民宿、旅游休闲业
态不断完善，一些文创、动漫、潮流饰品

等商家也陆续开业。
小镇特色产业的打造吸引了不少青

年回乡就业和创业。天天惦记·结婚小
镇运营经理庚振相就是其中一员。“大学
毕业后我在外打拼，从事文旅民宿相关
工作，后来听说家乡有一个这样的项目，
我马上回来加入了。”他说。

村民们开民宿、卖土特产，增收的路
子越来越宽。“得益于乡村振兴田园综合
体项目，我们村增加了300个工作岗位，

村集体年收入从 20 多万元增加到 70 多
万元。最火的时候，我们村 5 天来了 10
万游客。”夏敏光说。

当地还在农文旅结合上做文章：稻
田上开起观光小火车；以奶牛为IP的研
学项目吸引家庭前来游玩；相关的奶制
品、粮食深加工产品也在发展……

“自己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就是为
乡村振兴做贡献。”庚振相说。

（郑天虹）

广州从化：“甜蜜经济”点亮乡村

春节是消费旺季。今年春节，餐饮、文旅等传统消费活力旺，逛首
店、追比赛、送谷子等新消费亮点多，购新补贴等促消费政策更为市场

“加了一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