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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1月17日，文化和
旅游部宣布将于近期恢复福建、
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目前各项
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记者采
访获悉，对于即将恢复的上海居
民赴台团队游，旅游从业者都满
心期待，跃跃欲试。无论是旅游
从业者还是涉台研究专家学者
都认为，这将有利于促进两岸人
民文化和情感交流，也有利于两
岸旅游产业，特别是岛内旅游产
业的复苏。

对推进两岸交流与发
展有一系列积极影响

“这个消息应该是大陆和台
湾旅游从业者都期待已久的，对
旅游业恢复和发展将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春秋旅游副总经理
周卫红说，这同样也有利于促进
两岸人民文化和情感交流，“两
岸一家亲，我们中国人都是希望

和平、发展、交流与合作的。”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超也表示，大陆方面
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一
贯支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
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这次
恢复赴台团队游对于推进两岸
交流与发展具有一系列积极影
响。首先，恢复福建与上海地区
居民赴台团队游有利于进一步
推进两岸人员之间的往来。“福
建与台湾地区亲缘关系深厚，上
海本地居民旅游需求旺盛，这些
基础都会进一步提升两岸人员
之间往来的数量与频率，加强两
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增
进两岸同胞之间的亲情和信
任。”其次，这一举措也有利于两
岸旅游产业，特别是岛内旅游产
业的复苏。“恢复福建、上海地区
居民赴台团队游，不仅有利于旅
游业的复苏，对于餐饮、交通等
相关产业，也会注入新的活力。”
陈超说。

陈超认为，交流是加强理
解、增进信任的基础。此次恢复
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不
仅是大陆向台湾同胞释放的善
意，而且再次传递了大陆继续推
动两岸和平与融合发展的信
号。他希望，在未来两岸交流合
作中，有更多的两岸青年能够加
入，从而推动两岸交流进一步发
展。

全面盘点资源优化服
务提升游客体验

上海和福建居民可以去宝
岛台湾，欣赏自然风光、品尝特
色美食，再去书店看看书、住一
住特色民宿……对于即将恢复
的赴台团队游，旅游业界已经
在积极做准备。周卫红透露，
春秋旅游已在根据市场新需
求，与时俱进准备有关产品策
划、重新调研与整合资源、系统
调试，以及导游领队培训、公司
内部操作文件的修订等一系列

工作，“待条件允许进行实地考
察后，再按照规定进行规范操
作。”

作为一家有着航空特色的
综合性旅游运营商，上航旅游集
团也已在全面盘点资源，力求将
优化服务渗透到各个环节中。
上海航空国际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何中皓介绍说，除
了传统的环岛游、台北高雄台中
连线游等常规线路，将结合台湾
的资源优势，关注新兴旅游趋
势，并开发相关的新产品，如台
湾生态农业观光之旅，让游客了
解台湾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台
湾历史建筑文化游，组织建筑爱
好者或学生参观台湾的经典建
筑。同时，尝试与其他行业进行
融合创新，开发跨界旅游产品，
如与体育产业结合，举办台湾马
拉松、自行车赛等体育旅游活
动。

此外，还将与更多优质酒
店、特色民宿合作，为游客提供

多样化的住宿选择，让游客更好
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海边
民宿、温泉民宿、少数民族风格
民宿等。在旅游产品中融入更
多的互动体验元素，如组织游客
参加台湾的妈祖绕境、平溪天灯
节等传统节日庆典，增加一些主
题类新产品，如台湾少数民族文
化深度体验游，带领游客深入少
数民族村落，参与传统手工艺制
作、歌舞表演等活动。

而在地接导游方面，上航国
旅也通过定期组织地接导游参
加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导游服务
意识、加强导游语言能力培养等
举措，全面提升地接导游水平。

“我们渴望用温暖服务，让每一
位游客在台湾的旅程都成为难
忘回忆，成为两岸友好交流的生
动注脚。”何中皓说，相信在民众
的期待与旅游从业者的努力下，
两岸旅游必将迎来繁花似锦的
春天，进一步加深两岸同胞情
谊，共绘美好未来。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1月17日晚，夜幕
下的复兴中路，新年味道渐浓。
上海交响乐团的“馄饨皮”内外，
长廊彩灯和红灯笼交相辉映，厅
外的红地毯和百福墙，挤满了前
来打卡的市民和观众。蛇年新
春是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
当晚，指挥家刘沙执棒2025上海
新春音乐会在捷豹上海交响音
乐厅上演，上海交响乐团联袂中
央民族乐团、北京民族乐团的演
奏家们，献上了一台精心挑选的
中国作品集锦，让申城提前进入
春节氛围。“文化，才是一个城市
的灵魂。”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
平说。

民族音乐传递浓浓年味
当晚的音乐会，曲目设计透

着浓浓的中国味。《春节序曲》欢
快喜庆的旋律让人不禁想起过
年时，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共庆
佳节的热闹景象。《白毛女》是中
国第一部新歌剧作品，在近代音
乐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改编后的交响组曲版本音响磅
礴，又蕴含着亲切熟悉的民间曲
调，是历经苦难后迎来光明的积
极象征。

琵琶协奏曲《福吉天长》由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琵琶演奏家
赵聪创作并担纲独奏。作品中
融入了东北民歌元素与朝鲜族
音乐风格，曲如其名，祝福人民
如意吉祥、祈愿祖国地久天长。

下半场特邀北京民族乐团
的一众演奏家们登台，与上海交
响乐团联袂献演乐队协奏曲《聆
听刘天华》。作为中国音乐现代
化探索与民族乐器改革的先驱，
刘天华终其一生唤醒中国民族
音乐之灵魂。乐曲把西方管弦
乐队与中国民族乐队合二为一，
西方交响乐和中国民间音乐的
要素在其中相融，展示了刘天华

曾幻想的未来，这也是上海交响
乐团首次与民族乐团同台协演
一部作品。

全球奏响中国传统文化乐章
随着中国春节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传统节日
的国际影响力正越来越强。不
过，在申遗成功之前，中国各界
人士也已经在发挥自身影响力，
推动着这一进程。

为了增强中国文化的全球
影响力，让世界感知博大精深的
中国文化，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余隆在2012年倡议纽约爱乐
乐团创办“中国农历新春音乐
会”，将其纳入乐团常规乐季之
中，随后更是把贺岁舞台逐步拓
展到墨尔本、伦敦、多伦多等多
个城市，并于2016年推出上海新
春音乐会品牌，与上海新年音乐
会并蒂生花，一中一西共庆新
岁。

在这场音乐会之前，上交各
处张贴悬挂的大幅红色系海报
上，标写着“上海幸福你”的字
样，和“交响乐”的英文“sympho-
ny”一词，玩起了谐音梗，既代表
着上海交响乐团送给城市、市民
的美好祝愿，也是中西文化交融
的一种象征。

余隆2016年在创办“上海新
春音乐会”时就曾表示，它与上
海新年音乐会成为两大“上海”
品牌，一个将世界庆祝新年的音
乐传统植入申城的文化土壤，一
个让中国欢度新春的贺岁音符
通过交响语汇传向全球，形成了
中西文化交流的良好循环。本
土的市民也可以共享两种文化
氛围下的节日音乐盛宴。“今天
不论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
都进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时代，而在不同文化间交流中，
大家才能找到各自的身份认
同。”他说。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弄堂英歌，年味沸
腾！1月18日下午，具有130余
年历史的潮阳棉北后溪英歌队
首次来到上海，在沪上海派潮流
地标——滨港商业中心今潮8
弄的百年广东弄堂，带来27人
阵容的潮汕英歌舞巡游，以雄浑
热闹的“中华战舞”点燃申城海
派迎春年味烟火气，让上海市民
足不出“沪”沉浸体验非遗年俗。

英歌舞是来自广东潮汕的
国家级非遗艺术瑰宝，融舞蹈、
武术、戏曲于一体，以其磅礴的
气势、独特的舞姿和激昂的节
奏而闻名，是当地过年氛围感
最强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一。今
潮8弄前身为广东弄堂“公益
坊”，此前也曾举办过潮汕美食
文化节等一系列颇具广东风情
的人气活动，通过一次次联结
逐步营造出广东弄堂在今天的
新模样。此次邀请到的“潮阳

棉北后溪英歌队”是潮阳中快
板英歌代表之一，他们在滨港
商业中心与今潮8弄之间的步
行街进行演出。只见，舞者们
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脸
画各色脸谱，手持短棍，个个精
神抖擞，一出场就吸引了往来
的市民游客驻足围观。在节奏
分明的鼓点声中，队伍阵型不
断变化，舞者舞姿尽显豪迈气
概，槌槌有力刚柔并济，为新旧
共鸣的海派街区注入欢腾的年
味氛围与文化享受。弄堂现场
人潮涌动，精彩的英歌舞表演
让观众赞叹不已，纷纷举起手
机记录，并报以阵阵热烈掌声
与喝彩声。

“今天是寒假第一天，爸爸
妈妈带我一起来感受节日气
氛，特别开心。”五年级小学生
小陈说道，“我还没有去过广
东，通过今天的表演，让我一下
子对那里充满了向往，希望以
后有机会可以去当地再看一

场。”小陈妈妈杨女士告诉记
者，由于工作关系，今年假期无
法带孩子去外地旅行了，在看
英歌舞之前，他们已经逛了一
圈这里的新春市集，一站式了
解、体验了多个来自全国各地
的非遗民俗项目，收获满满。

原来，除了潮汕英歌舞外，
中国多地非遗民俗体验也在百
年弄堂亮相。在弄堂一角还上
演着妙趣横生、历史悠久的非
遗竿傀儡戏，演员一人两竿挑
起傀儡成戏，灵活多变栩栩如
生。与此同时，今潮8弄携手
早春乐事集带来的“蛇舞新春”
大集上，100余位生活艺术家
各展神通，不仅有来自江浙沪
皖的地道美味，还有来自四川、
江西、福建等全国各地的丰富
年货，以及传统打麦芽糖、书法
体验、古法艾灸、榫卯拼搭等文
化体验。每个摊位前都人头攒
动，人气爆棚，在“逛吃逛吃”中感
受假期的愉悦和浓浓的年味儿。

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即将恢复
优化服务提升游客体验，旅游部门积极应对

上海新春音乐会奏响
迎接“世界非遗版”春节

“中华战舞”燃动申城

上海市民看英歌迎新年。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