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实现了“安全、有序、优
质、高效、文明”目标。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
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
亿元，同比增长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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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传统民俗和民间文化吸引力凸
显。旅游过年已成新民俗，家庭游、
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成为节
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春节
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
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
内蒙古等12个省（区、市）开展“非遗
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
安徽举办彩灯大会、舞龙舞狮、抖空
竹等民俗体验活动，广东的广府庙
会、迎春花市、醒狮贺岁、客家山歌、
采茶戏等非遗项目让游客流连忘
返。“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
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据中国旅游
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调
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
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

比例分别达 40.5%、44.2%、40.6%和
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
到34.8%。

三四线城市、各地乡镇春节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欢乐春节全球参与。
基层和乡村的春节休闲方式已不再
只有K歌、打牌、搓麻“老三样”，民俗
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人民的
节日生活。全国各地县、乡、村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村民当上了

“村晚”导演，左邻右舍成为舞台主
角，逛庙会、猜灯谜、旅游文化巡游
等迎新年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到农村
去闹新春，草莓采摘、柑橘采摘成为
亲子游的热门活动。“欢乐春节”活
动在全球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6
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庙会等1500

多项活动，讲述美丽故事，传播中华
文化。日益丰富的春节文化生活彰
显国民幸福，处处体现大众对优秀
传统文化和美好生活的认同和文化
自信。

各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假日市场
安全有序运行。全国各地文化和旅
游部门提前部署应急值守和安全检
查工作，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安全监
管，多部门联动，文化综合执法效果
明显，市场秩序良好。春节期间，北
京、四川、湖北、安徽等地向游客发放
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提醒大家安全出
行、文明守礼、勤俭过节，强化文明旅
游氛围，传播文明旅游理念，提高市
民和游客文明旅游素质。

据新华社电

2019年春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旅游收入5139亿元 增长8.2%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范黎黎 张晓雷

本报讯 受寒潮天气影响，猪年
春节假期尾声雨雪不断，海上更是在
冷空气和雨雪的双重影响下，风大浪
高。2019年2月9日上午，失火渔船

“闽福鼎渔06999”轮在浙江温州外海
遇险，东海救助局海上专业救助力量
化险为夷，成功将11名遇险渔民全
部救回。

当日上午10时07分，“闽福鼎渔

06999”轮（钢质渔船，船长22.99米，船
宽5米）在浙江省温州南麂列岛以东
约30海里处机舱失火，大火蔓延至生
活区和驾驶台，船上共11名船员在
寒风中逃至船艏，紧急求救。

东海救助局接获险情信息后，立
即指派正在南麂列岛海域待命的救
助船舶“东海救131”轮和温州龙湾
机场待命的救助直升机“B-7361”前
往现场展开救援。中午12时许，直
升机“B-7361”率先抵达现场发现遇
险船舶，此时现场东北风8-9级，经

过半小时不懈努力，救助直升机先后
将11名遇险渔民全部救回，并于13
时携获救渔民安全返回机场。13时
30分，“东海救131”轮随后抵达现
场，查看遇险渔船无明火，仍有浓烟
飘散。14时50分，经确认该船已处
于稳定状态，交由其他力量妥善处置
后，“东海救131”轮随即撤离。

据悉，2019年春节假期首日（2
月4日）至今，东海救助局共执行6起
救助任务，出动9次救助力量，救助
遇险人员13人。

救援人员将11名遇险渔民全部救回。 受访者供图

新春首次大范围雨雪来袭 11名渔民寒风中亟待救援

东海救助局专业救助力量快速出动化险为夷

“火星合月”今上演
“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天文专家介绍，11日，夜空将上
演“火星合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如
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用肉眼即可看
到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相互辉
映、齐放光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
星，呈红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
化，而且在天空中运动，有时从西向
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
迷惑，所以我国古代叫它“荧惑”，有

“荧荧火光，离离乱惑”之意。而在西
方古罗马神话中，则被喻为身披血色
战袍的战神“玛尔斯”。

“今年2月火星由双鱼座顺行至
白羊座，日落时位于西南方天空，约
于23时12分落下，亮度1.0等，前半
夜可见。”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文学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11日日落
后，一弯正月初七的“上弦月”挂在西
南方天空，在月亮右边不远处，有一
颗红色星星，这就是火星。“红色的火
星与皎洁的月亮，在苍穹中深情相
对，上演‘星月童话’，为早春的夜空
平添几分情趣。”

赵之珩提示说，火星是唯一能用
望远镜看得很清楚的类地行星。感
兴趣的公众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

“火星合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
镜，火星看起来呈现出橙红色的球
面，非常美丽。” 据新华社电

正月初七“人胜节”
源于女娲创世神话

今天是正月初七。民俗专家表
示，这一天是“人胜节”，中国古代传
说中的人的生日，也称人日、人庆、七
元等。

天津市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说，
“人胜节”来源于中国的创世神话。
民间传说，过去人和动物不分彼此，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日。女娲创世，
在七天内每天造出一种生物，前六
天诞生了鸡、犬、豕（猪）、羊、牛、
马，直到第七天才出现了人。因
此，古人将农历正月初一视为鸡的
生日，初二是狗的生日，以此顺序，
初七是人的生日。后来，在民间还
出现补充说法，初八为谷日，初九为
天日，初十为地日。

人日这一天的民俗活动较早出
现在古人的占卜生活中。自汉魏以
来，人们在人日的活动已逐渐走出单
一的占卜求吉，不断扩展涉及祭祀、
庆祝、文化、服饰、出游、饮食等多层
面多领域，可谓丰富多彩，并久而久
之形成风习，如食七宝羹、戴胜、登高
等。“这些习俗蕴含了古人的美好愿
望，其中有些习俗对后世仍有深远影
响。”由国庆说。

由国庆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人对人日的风俗越来越陌生了，
相关的节庆活动也几近消逝，但是这
个古老节日的相关文化和积淀却存
在下来。令人欣慰的是，人日的相关
节庆活动在当下的成都得到了很好
的承袭，市民在正月初七游杜甫草堂
凭吊诗圣，吟唱诗歌，赏梅祈福，庆贺
人日。这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年俗之
一。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