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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在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甲辰龙
年的“村超”拉开大幕。

“这是‘村超’赛事在2023年
盛夏火爆‘出圈’以来，榕江人在
春节期间迎来的首个大型‘文体
嘉年华’，吸引了上万观众。”现
场解说员、榕江人杨兵自豪地
说，以“足球运动”和“民族文化”
为鲜明特色的“村超”，不仅增添
了节日氛围，还极大促进了当地
经济发展，鼓舞着人们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面貌努力奋斗。

过去一年，“村超”系列赛事
全网浏览量超580亿次，累计吸
引游客733万人次，有力带动榕
江酒店、餐饮、特色产品消费。

“开门红”赢得“满堂彩”。人
文之美正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在改革创新中传承发展，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

突破 70 亿元！2 月 16 日，
2024年春节档票房再度传来捷报。

观影过年已经是许多人习
以为常的文化活动。来自杭州
的65岁影迷王爱虹和家人春节
期间到上海省亲，就特地安排了
全家人“影院休闲一日游”。“大
家一起看了《第二十条》《飞驰人

生2》，马上要看《热辣滚烫》，特
别开心。”王爱虹说。

数据显示，2 月 10 日至 11
日，48小时内就有超过130万人
次在上海购票观影，上海成为春
节档起步阶段全国观影人次最
多的城市。各大院线开足场次、
加排零点场，满足观众的多元需
求。

“今年春节档佳片多、人气
旺，尤其是国产喜剧影片品质不
断提升，观众好评如潮。”UME影
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卢瑛预计，
电影票房还将进一步冲高。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
息采集平台数据也显示，2月1
日至29日，各大票务平台在售演
出项目数量 2200 余个，场次超
8500场。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文化
消费在春节期间创造经济收益
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充实人们的
精神世界。

“不远千里来泉州，除了想
体验簪花，更想深入了解这座城
市的深厚文化内涵，也为节后复
工好好放松精神。”来自武汉的
游客朱林轩选择到泉州古城过
年，享受“慢”下来的假期。

文化兴盛、经济繁荣，这是
泉州的真实写照——它是拥有
世界遗产点22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44处的人文之城，也是
GDP破万亿、拥有九大千亿产业
集群的繁荣都市。

2023年，泉州市累计接待国
内外游客 8652.97 万人次，比上
年同期增长 53.9%；累计实现旅
游总收入突破千亿，达1002.4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8.9%。
人们在此享受千年古城烟火气
息，城市也在“双向奔赴”中更新
发展。

龙腾虎跃、鱼跃龙门。透过
新春中国经济这扇窗，人们见证
人文与经济交相辉映的开年图
景，品读着“发展为了人民”的中
国实践。

这个春节，我们感受高质量
发展的人文价值，自信满满开启
新一年。 据新华社电

在年味里感受人文经济魅力

一桌年夜饭，不尽团
圆情。“与往年相比，今年
顾客预订年夜饭周期更
早、速度更快、态度更积
极。”广州酒家龙津西路
店店长杨洪强说，“今年
的年夜饭套餐去年12月起就被
订满了。多款成品、半成品年菜
的线上销售情况也很火爆。我
们还联合广州博物馆等文博机
构开展春节民俗体验活动，让餐
桌更添‘文化味’。”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示，
今年除夕，我国部分重点大型
连锁超市即时零售销售额同比
增长约 20%。年夜饭等服务消
费火热。除夕当天，重点电商
平台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增长
40.8%。

吃饱喝足，上街接福。大年
初一一早，北京王府井商圈已经
人头攒动。在王府井工美大厦
前，披上龙年新衣的“冰墩墩”化
身“龙墩墩”，威武喜庆，吸引不
少人拍照打卡。

来自湖南的陈女士一口气
买了三个“龙墩墩”毛绒玩具，她
兴奋地说：“初一买‘龙’，新年一
定会龙马精神！”

乘着贺岁东风，“龙墩墩”再
次跻身文创界“顶流”。自2023
年12月7日正式开售以来，各线
下门店累计销售“龙墩墩”系列
产品约60万件。

良渚博物院的龙首玉颜镜、
中国邮政以甲辰龙年生肖邮票
图案为主题的文创冰箱贴、华为
的龙年典藏版耳机……龙，赋予
创作者灵感，丰富消费者选择。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王祎看来，中国生肖经
济火热的背后，是基于生肖的文
创和品牌营销与现代国潮消费
趋势相结合，通过创新融入多样
化的文化元素，从而激发消费新
活力。

祖国东北，一条由传递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火炬人群
组成的“巨龙”格外醒目。2月
17日，“十四冬”将在内蒙古呼
伦贝尔开幕。

“我们推动冰雪产业与文
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力争实
现旅游拉动消费升级，促进冰雪
经济提质提效。”呼伦贝尔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杨红说。

在新疆喀什古城，彩灯高
挂、福字盈门，民族风情与春节
装饰相映成趣。来自甘肃的游
客张格兴奋地说：“走进其中，买
买逛逛，才能真正体会到‘新疆
是个好地方’的人文之美。”

据统计，春节假期前四天，
喀什地区共接待游客 86.14 万
人次，同比增长205.90%；实现旅
游 收 入 7.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6.52%。

年味浓厚，市场红火。古老
春节，为开年经济铺就深厚的文
化底蕴。

这个春节假期，游人纷纷
走进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江苏
苏州平江路，感受古城之春、体
验国风新年。

花灯缀满小桥，红绸映照
流水；红色的货摊随着古街巷
绵延，香囊福袋沁人心脾……
顺应人们需求，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推出新春年味市集等一系
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江南年
俗中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三
天，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客
流量超过40万人次，创历史新
高。

“传统文化的生命张力在
实践中。”苏州市社会科学院院
长王俊认为，彰显江南文化特
色的文旅新业态、文化新场景、
文创新产品，不仅赓续佳节传
统，而且让中国人骨子里的传
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交相融
合，实现了春节文化和现代经

济和谐共生。
当文化浸润经济，传统年

俗更有寄托，新年俗也在不断
酝酿。

在陕西延安，春节期间，延
安红街、南泥湾红色小镇等红
色文化主题街区游客接待量屡
创新高；《延安保育院》《再回延
安》等红色演艺项目一票难
求。丰富多彩的活动，将红色
文化与春节文化紧密结合，为
群众送上节日文化大餐。

“趁着假期，我特意带全家
人来延安游玩，在这里不仅能
感受到厚重的红色文化，也培
养了孩子的家国情怀。”来自陕
西汉中的游客王建华说。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从
延安，到西柏坡；从中共一大纪
念馆，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中华大地上，一个个“红色
地标”的璀璨光芒，在万家团圆
之时更显夺目，吸引人们纷至
沓来。

以经济“活化”文化，春节
经济也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辽宁辽阳，非遗民俗游园
大庙会上打铁花引来阵阵叫
好；四川成都，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上传统花灯讲起现代故事；
江西南昌，第二十届绳金塔庙
会让古老历史文化街区“活”起
来……传承千百年的老手艺、
老行当，在这个春节生机勃发。

跟随百姓欢度
春节的步履，记者深
入大江南北，在浓郁
年味儿里感受人文
与经济交融共生之
和、相得益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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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中国年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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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中国年

新春
孕育希望

游客在河南商丘古城年货
大集上购买龙帽。

在贵州省仁怀市烽禾影城，市民从春节档电影宣传海报前经过。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头戴簪花的游客在福建省泉州市蟳埔村游览。

游客游览苏州平江路水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