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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春节前夕，荷兰
海牙德厄伊特霍夫体育中心一场职
业冰球比赛中场休息期间，一红一
橙两只活灵活现的“狮子”在锣鼓声
中闪亮登场，参加表演的中荷两国
少年还将蛇年吉祥物抛向看台，为
当地观众带来融合冬季运动与春节
文化的特别体验。

蛇舞新春，福满乾坤。相隔万
里的人们在春节时刻共同绘就一幅
其乐融融、共情共庆的画卷。

在埃及吉萨，“尼罗泛龙舟”春
节主题活动设置了龙舟拔河赛、龙
舟竞速赛等环节，让人们感悟不同
文化传统之间的交融；在阿尔及利
亚，“欢乐春节——中华文化进校
园”活动走进阿尔及尔第二大学，
学生伊萨姆说，在剪纸过程中体味
到“宁静和谐的东方哲理”；在匈牙
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中匈两
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分别介绍苏
绣和马丘刺绣的历史传统与艺术
特点，并指导观众练习刺绣技法；
在英国伦敦，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
英国人理查德·霍利在“欢乐春节
——非遗雅集”活动上用毛笔写下

“福”和“蛇”两个汉字；在突尼斯

首都突尼斯市，当地民众品尝中国
美食，学编中国结，拓印“福”字；
在约旦费城大学，师生们体验中国
棋艺、茶艺，通过 VR 视频观赏中
国山河美景；在赞比亚少林寺文化
中心，人们排起长队，敲钟祈福
……

四海欢庆，五洲同乐。中国的
年味儿、年俗走进世界各地，让不同
国家的人们共享欢乐幸福。在巴格
达，伊拉克工程师埃米尔·迪耶和同
事们在中国企业举行的春节庆祝活
动中一起写下“时时欢心”和“事事
顺心”的对联。他说，共贺新春“将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拢
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这是一种跨
越国界的幸福感”。

抒盛情——同行向未来

世界的年味儿，是文明交融的
温暖和声。

蛇年生肖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成为祝福“关键词”。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在新春致辞中说：“蛇象征

着智慧、坚韧和新生。在当前全球
所处的这个艰难时刻，让我们在这
些品性的指引下，重振致力于和平、
平等和正义的决心。”联合国文明联
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在参加“福
到联合国”新春庆祝活动时说，蛇象
征着智慧和谨慎，也代表着变革与
成长，“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蛇年
所体现的精神将为我们注入希望与
正能量”。

透过春节之窗，世界沉浸式感
受中华文明的博大深邃，进一步理
解中国文化承载的和谐、包容、团
结、共享等理念，从中汲取智慧与
力量。

在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
研究联盟创始主席阿万眼中，春节
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人们在欢迎春天和新一轮自然周
期的到来中，懂得尊重规律、善待万
物的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

“春节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庭节
日。”白俄罗斯白中友协副主席阿莉

娜·格里什克维奇说，春节注重家庭
团圆，多姿多彩的传统节庆活动体现
出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样的精神在当
今时代非常珍贵。

“我看到越来越多肯尼亚人在日
历上特意标记‘中国年’。”肯尼亚国
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说，春
节传递出的共享和包容精神感染着很
多人。“我们一起分享节日的喜悦，欣
赏同台表演的非洲传统鼓乐和中国风
舞蹈，这样的体验太美妙了！”

塞内加尔通讯社社长莫马尔·迪
翁格说，中国不仅致力于保护传承自
身传统文化，还秉持开放精神积极与
各国开展交流。“我尤其欣赏春节所
体现的团结互助精神。我最真诚的新
春愿望是人们将彼此视为兄弟姐妹，
全人类生活在和平之中。”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春节，这一
古老又有活力、多彩而又温馨的文化
符号，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正如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
迈德所说：“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相
互了解最有效、最有影响力的工具，
春节正是加深和推动相互了解的重要
载体和契机。”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金 蛇 献 瑞 万 象 启 新

正月里闹新春，烟花爆竹增添了节日喜庆氛围。
然而近日有的地方还是发生不当燃放烟花爆竹导致
的意外事故，因小孩燃放鞭炮引起沼气爆炸致多辆汽
车受损，再次敲响消防安全警钟。

今年多地放宽烟花爆竹燃放范围，群众可以有
序、限时或在限定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禁放”到“限
放”，彰显城市管理的温度，传递出对传统习俗的尊重
和对群众情感需求的回应。但“限放”不是“随意放”，
必须筑牢防范火灾风险的底线。

冬季天干物燥，往往易发火灾事故。绚丽烟花、
声声爆竹，若因大意助“燃”，则小祸易成大祸。家长
不够重视孩子的用火安全教育，未能有效监管其危险
行为，加之儿童自身判断能力和安全知识有限，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容易做出危险举动。除燃放烟花爆竹
外，春节期间祭祀先祖、点燃篝火等民间习俗、庆祝活
动密集，厨房和取暖产品用电增多，节日防火须臾不
可大意。

意外事故也暴露出一些管理上的漏洞。比如禁放
区域标识不清晰，巡逻监管力度不够，违规燃放现象
屡禁不止。

防火无小事，“限放”更需“善管”。
各部门各司其职，组织重点区域前置值守，加强

对火灾隐患区域的巡逻防控，做好隐患治理、监督执
法、消防宣传等工作，才能真正形成合力，限得住、管
得好。广大群众在呼唤“年味”的同时，更要自查身边
的消防安全隐患，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借此机会也为
孩子补上消防安全知识这一课，让孩子了解火灾危害
知识，学习相关自救常识，养成良好用火用电习惯。

春节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勿让火灾
事故成为节日之痛，只有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主
动参与，才能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让鞭炮的喜庆真
正为春节图景增光添彩。 （新华社重庆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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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冰期输水当前处
于关键期。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
集团加强预报预测、巡查防守和应
急准备等相关工作，确保冰期输水
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
到，2024至2025年度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冰期输水时间为 2024 年
12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涉及
渠段从安阳河倒虹吸出口到北拒马
河暗渠进口渠段；东线一期工程冰
期输水时间为2024年12月21日至
2025年 2月 28日，涉及渠段主要在
东平湖以东的胶东段和黄河以北的
鲁北段。

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
调水工程，东中线一期工程已向北
方输水近780亿立方米。由于近年
来极端天气增多和长距离输水、气

温梯度变化大等，工程冰期输水情况
较为复杂、风险隐患较多。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为沿线
京津冀豫四省市近 1.14 亿人提供稳
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
线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线冰期输
水做好预报预测，针对工程重点部
位，做好巡查防守。同时，做好动态
调度、设施维护和应急准备，全力保
障冰期供水需求，确保防冰设备有效
运行。

据介绍，针对 2024 至 2025 年度
冰期输水，中线公司推进数字孪生冰
期输水业务应用建设，在安阳河倒虹
吸以北段增加了20套气象水温监测
感知设备，实现气象水温实时监测。
同时，优化调整了冰期输水调度规
程，提升冰期输水效益和效率。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冰期输水关键期！

南水北调工程强化冰期输水安全

“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时
光悠悠，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近期
重新开街，这段长约 2.1 公里的街
道，春节期间平均每天接待游客25
万人次，热闹非凡。

河北邯郸，有“中国成语典故之
都”的美誉。历史上，邯郸道是太行
山东麓大道绕不开的节点，是明清
时期邯郸古城南门通北门的核心街
道。春节假期，邯郸道举办“新春漫
步邯郸道 一眼阅尽三千年”活动，
将成语文化与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文化
盛宴。

漫步在邯郸道上，两侧古色古
香的建筑，挂满了绘制着成语故事
图案的红灯笼；市集上，非遗传承人

现场展示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艺，
并将成语故事融入其中；书法爱好
者挥毫泼墨，书写成语佳句，为市民
送上新春祝福；孩子们围在讲解员
身边，听着“完璧归赵”“毛遂自荐”
等成语的故事。

“最近我经常在网上‘刷’到邯
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这里的成语主
题元素特别吸引我，趁假期赶紧带
孩子来转转。”来自邢台的游客刘晴
说，一家人特意在这里租了古装，带
孩子“沉浸式”体验成语典故。“回去
的路上，孩子一直在复述这些成语
故事。”

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春红说，历史上至少有
1584 条成语和邯郸直接或间接有
关，重新开街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
区将“邯郸学步”的学步桥、“胡服骑
射”的武灵丛台、“秦皇故里”等成语
景点“串珠成链”，让游客逛一条街
就能实地感受邯郸的成语文化。

夜晚，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以

古城墙为背景，举行成语主题灯光
秀，将“围魏救赵”“黄粱一梦”等成
语故事以动态画面呈现。当灯光秀
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视觉盛宴并
未结束，上百架无人机从地面缓缓
升起，组成“毛遂自荐”等成语的字
样与图案，相互交织、如梦如幻。返
乡大学生李飞飞说：“看到家乡这么
美，特别自豪。我把照片发在了宿
舍微信群里，大家都想来玩。”

来自石家庄的游客孙蕾蕾说：
“这里的咖啡很有文化韵味，包装上
不仅有‘邯郸学步’‘一言九鼎’等成
语标识，还可以制作成语拉花。”她
要求制作了一个“胡服骑射”的拉
花，发到社交媒体后好多人还询问
从哪里能买到。

很多成语故事还被巧妙融入景
观设计、巡游体验、实景演出中。邯
郸道的一处戏台上，演员每天身着
特定服装，演绎着“负荆请罪”“完璧
归赵”等经典成语故事，引来不少游
客鼓掌喝彩。

“我们在学步桥看到了‘邯郸学
步’的实景演出，融合了光影元素，非
常震撼。”来自山西太原的游客王
峰说。

不仅如此，邯郸道上还有不少店
铺别出心裁，巧用成语谐音作为店
名，既表达了所售商品的含义，又充
满了文化趣味。例如“金邱食悦”店
铺，取“金秋十月”的谐音，店里展示
了邯郸邱县的特色牛羊肉、红薯、山
药、文冠果茶等产品。旗舰店负责人
景致说，邯郸道为本地产业提供了一
个面向更广泛人群的舞台，让更多人
能够了解这些产业，带动本地产业
发展。

李春红说，邯郸道不仅成为了连
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也为文旅融合
和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
邯郸道将继续以成语文化为核心，打
造更多富有创意的文化活动，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
璨的光芒。

（新华社石家庄2月3日电）

文旅融合贺佳节：在邯郸道上品成语韵味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当第一
缕春风拂过大地，立春如同大自然
的使者，带着温暖与希望，唤醒沉睡
的万物，宣告着新的节气轮回已然
开启。

“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
……立夏秋冬同。”元代文人吴澄编
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如此解
释立春的含义。

在这一时节，东风解冻，蛰虫始
振，鱼陟负冰。冻结于冬的河流、湖
泊，在春风的轻抚下渐渐苏醒，冰雪
消融；那些在寒冷中沉睡的昆虫，感
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开始在泥土中
苏醒；鱼儿们在寒冷的冬季潜伏于
水底，立春时节，阳气上升，它们在
尚未完全融化的冰块和冰片间
游动。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
授田兆元表示，立春不仅是一个节

气，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据文献
记载，古人庆祝立春不仅有盛大的
仪式，还有丰富的民俗活动。人们
会在立春前一日举行“迎春”仪式，
抬着春神句芒的神像出城上山，同
时祭拜太岁。立春当天，还会有

“鞭春牛”的仪式，人们鞭打泥牛，
以祈求丰收。此外，人们还会佩戴
用彩绸剪成的“燕子”，迎接春天的
到来。

这时节，人们会吃春饼、春卷、
萝卜等食物，这种习俗被称为“咬
春”。特别是春饼，搭配新鲜蔬菜和
肉食，卷起来食用，寓意“有头有
尾”，希望一年从头到尾都顺利。这
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氛围，也体现了
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在《立春》中
写道：“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
梅发时。”春盘是立春的传统习俗之

一，杜甫通过描写春盘这一细节，勾
起了对往昔岁月的回忆，梅花盛开
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而自己却漂
泊异乡，不禁感慨万千。这首诗不
仅描绘了立春的习俗，更表达了诗
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在立春的古诗中，宋代张栻的
《立春偶成》堪称经典：“律回岁晚
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
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立春时节的
细微变化：冰霜渐渐消融，草木开
始萌动，东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
绿波。这不仅是对自然景象的生
动描绘，更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
喜爱与赞美。春天的到来，让世
间万物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仿
佛每一个角落都被赋予了新的
希望。

辛弃疾的《汉宫春·立春日》则

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立春的韵味：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词中描绘
了立春时节，人们在头上插上春幡，
庆祝春天的到来。然而，春天的脚步
总是轻盈而缓慢，风雨依旧，寒意未
消。即便如此，词中后文又提及燕
子、黄柑、青韭——春天的气息依然
在弥漫。这些细节都透露出人们对
春天的期待与热爱。

“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
春。”立春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希望
的象征。此时，枝头的春风告诉人
们，勿缚于旧，勿困于冬，无论经历了
怎样的霜刀雪剑，春天总会如期而
至。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时节里，请带
着希望和梦想，迎接每一个温暖的晨
曦，拥抱每一个灿烂的黄昏，一路步
履不停，直至春山可望。

（新华社上海2月3日电）

立春：东风解冻意 草木感春声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立春在即，各地农民积极
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呈现
一派“人勤春早”的农忙景象。

这是 2 月 2 日，在安徽省亳
州市利辛县孙集镇许沟口村，
农 民 驾 驶 机 械 进 行 田 间 管 理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人
勤
春
来
早

（上接第一版）强调，公共临时停车场
管理员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到场
内各类垃圾随产随清，保持场内干净
整洁。同时，要求全市停车场统一制
定整改方案，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

度，优化绿化布局设计，修补路边牙石
等基础设施，并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监
督。责令相关责任方在限定时间内完
成整改任务，全力以赴为市民和游客
营造更加舒适、美观的城市环境。

（上接第一版）“一直以来妈妈
都很辛苦，所以家里很多事情我们
都积极帮忙，以减轻妈妈的负担。
我想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不让
妈妈担心。”罗布次仁说。

为了履行当初好好照顾17名孩
子的诺言，尼玛卓嘎仍是单身一
人。2024 年 12 月 26 日，尼玛卓嘎
荣获“感动拉萨十大人物”称号，作
为一名职业妈妈，这是尼玛卓嘎终
生难忘的时刻。

“没有血缘，也不影响家的温
度，若有遗憾就用爱来弥补。24载
春秋，你以平凡而伟大的爱，守护着

孩子的心灵，为他们撑起风帆，助他
们扬帆前行！”这是“感动拉萨”组委
会给予尼玛卓嘎的肯定。

回顾走过的24年，看着孩子们健
康成长，有辛酸，有苦恼，更有幸福、
快乐相伴，尼玛卓嘎和孩子们共同努
力，经营着一个永远温暖的家。

“我收获最多的是爱还有幸福，虽
然没有结婚，但是我坚定地扛起了妈
妈的责任，真正成为了一名母亲。现
在我的好多孩子们却已经长大结婚生
子了，他们时常来看望我，看着他们
幸福美满，我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
的。”尼玛卓嘎说。

用爱陪伴孩子成长的“职业妈妈”

（上接第一版）“这里的糌粑质
量好，对肝和胃有保健作用，我专程
到合作社来购买。”达孜区桑珠林村
村民洛桑说。

起初，合作社仅生产白糌粑，后
来为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洛桑色格
前往各地寻找生产其他品味糌粑的
原材料。最终在山南市隆子县收购
到大量豌豆、黑青稞等，生产出了豌
豆糌粑、黑青稞糌粑。这些产品一
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烈欢迎，不仅
各大超市、零售商争相进货，很多市
民、游客都慕名而来，上门参观糌粑
加工工艺，品尝新研磨的糌粑。

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不仅让传
统糌粑焕发出新的活力，还为当地
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次仁旺
堆便是受益者之一。“我是 2020 年

来到合作社工作的，这边离家近，很
方便，能按时拿到工资。”白纳村村民
次仁旺堆说。

像次仁旺堆一样在合作社长期工
作的人员共有5名。此外，合作社以
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当地村民种植的
青稞，不仅解决了当地农产品销售难
题，增加了村民收入，还带动了更多
村民种植黑青稞、豌豆，优化农业种
植结构。在挣得利润的同时，洛桑色
格不忘回馈社会，每年向达孜区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捐赠糌粑，让
特困人员在品尝传统美味的同时，感
受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我们会继续保持糌粑品质，把好
食品安全关，设置合理的价格，让合
作社发展得越来越好，为乡村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洛桑色格说。

阿古糌粑加工合作社：
传统美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