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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灯，流光溢彩，活力满满；品元
宵，甜蜜满溢，热气腾腾。

农历正月十五，各地举行节庆活动、
共度元宵佳节，消费市场也延续着春节
以来的旺盛势头。

观灯赏景
灯火灿烂闹元宵

在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元宵节清
早，非遗传承人方勇标就和队员们舞动
着板凳龙上街巡游。穿插在各路舞龙舞
狮队伍中的，还有流传千年的非遗傩舞
表演。龙旗招展，锣鼓齐鸣，引得观众连
连喝彩。夜幕降临，崇仁河畔黄州桥夜市
流光溢彩、人头攒动。人们一边猜灯谜、
一边吃汤圆，好不热闹喜庆。

在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22 个乡镇
（街道）的社火队伍在城区集结，有《江格
尔》等非遗特色方阵，也有“麦西来甫”

“黑走马”等多民族文化方阵。长龙腾云
霄、群狮齐拜年，喜庆的社火表演，把各
族人民庆新春、过大年的气氛推向高潮。

入夜，上海 2024 豫园民俗艺术灯会
千灯点亮，中心广场上巨型“黄龙”冲天
而起，九曲桥头“鱼龙公主”摇曳生姿。被
绵绵细雨淋湿的路面如同一面面镜子，
映照璀璨灯彩，别有一番风味。

在四川自贡，3 万多名游客走进“中
国灯城”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观彩灯、
赏演艺、拍全家福。空中，600 架无人机
排列出汤圆、舞龙灯等图样；地面，舞龙
舞狮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上百名身着
汉服的演员手提花灯巡游……

“彩灯琳琅满目，创意天马行空，这
简直就是一个彩灯的梦幻世界！”首次前
来观灯的北京游客刘佳赞叹不已，“真正
体会到了古诗词里的花市灯如昼。”

古老文化新传承
年俗“走”进生活场景

喧天锣鼓驱散冬日严寒，嘹亮唢呐
吹响喜庆号角……在陕西省宝鸡市陇县
社火广场的舞台上，旱船、跑马、陇州小
调、芯子、高跷……演员们踩着鼓点，舞

出新年精气神，社火艺术魅力充分展现，
吸引了上万名当地群众和游客。

13 岁的小演员王舒媛首次站上高
芯参与游演。她激动地说：“这是从古至
今传承的年俗活动，寄托着美好祝福。很
高兴我也能成为表演团队的一员，将社
火文化传承下去。”

四川成都东郊记忆园区内，丝竹华
章，国韵悠长。一场“东市街头音乐会·民
乐闹元宵”演出，民乐优雅的气韵与东郊
的烟火气交融。园区内的繁星戏剧村童
剧场开启“东郊有戏·庆龙年”盖碗川戏·
非遗文化川剧表演秀，吸引一批“90 后”

“00后”“10后”戏迷。
广东潮州古城，舞龙舞狮、英歌舞展

示为主的民俗表演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
客。“十八梭船廿四洲”的广济桥上开设

“非遗集市”，游客可以在展位前近距离
观察或体验陶瓷、潮绣、木雕、手拉壶等
非遗技艺。

陕西推出的 64 项 400 余场元宵节主
题活动中，既有赏花灯、猜灯谜、闹社火、
送元宵等传统民俗活动，也有文艺演出、

阅读推广等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活
动，满足人们不同的“文化味蕾”。

从各地元宵节乃至整个农历新春
年节活动来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
与到传统民俗活动中来，优秀传统文
化吸引了更为广泛的体验者、参与者、
传承者。

节庆活动聚人气
消费市场活力足

上海老字号宁波汤团店里，顾客
坐得满满当当，一碗碗汤团热气腾腾。
年逾七旬的上海市民刘凤携一家老小
在这里一饱口福。她挑选了经典的黑
洋沙汤圆，小孙子则偏爱蟹粉鲜肉汤
圆。“全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就让
人觉得暖暖的。”刘凤笑称。

元宵节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
各地带来了人气和流量。上海市中心
城区一家超市里，消费者购物车满满
当当，既装有时令水果、鲜菜，更有“柿
柿如意”等色彩鲜明、造型可爱的新品
汤圆。上海海昌海洋乐园、上海欢乐谷
等景区客流如织，部分特色酒店官网
显示元宵节前后房间预订紧俏。

各地群众广泛参与逛庙会、赏花
灯、夜游等，形成了周边游和短途游
的热潮，延续着农历春节假期以来的
消费旺盛势头。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程超功介绍，从平台景区和活动订
单来看，元宵节前后广州、上海等城市
举办的大型灯会及游园活动，观众中
有相当部分是周边省市的游客。

四川自贡推出富顺豆花文化旅游
季等年俗民俗文化活动，参与群众超
112 万人次。据了解，自 2 月 2 日开园
至今，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已接待游
客近 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5％；门
票收入超 9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7％。

火热的节日，还让不少群众有了
“真金白银”的收益。春节前后，新疆乌
苏市甘河子镇王乡庄子村村民以新疆
特色艾德莱斯绸为原料手工制作了
10 条龙，其中 8 条销售到其他县市和
乡场镇，每条带来约 8000 元的收入。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消费市
场蓬勃发展的基础，要让逢年过节“火
出圈”的现象衍生为更常态化的资源，
让节日的红火持续。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人月团圆元气满 年俗焕新消费旺
——各地欢度元宵节扫描

新华社记者

2月24日，福
建省连城县罗坊
乡走古事队伍穿
过云龙廊桥，蹚着
清岩河水前行。

元 宵 佳 节 ，
罗坊乡举行独具
特色的水陆“走
古事”庆元宵活
动 。 罗 坊 乡 的

“走古事”独具特
色，是当地客家
人为纪念祖先不
远万里由中原迁
徙而来举办的闹
元宵活动，走古
事队伍不但要在
岸上狂奔竞速，
更需在水中逆流
争渡，展现先祖
奋勇拼搏 、力争
上 游 的 创 业 精
神，场面热闹非
凡。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上接第一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
兹在兹，先后两次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去年
5 月 16 日在运城考察时指出：“黄河流域
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
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
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坚决不
能做。”

这为我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强化污染治理。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五条
绿色走廊”建设向纵深推进，动态实施总
投资 866.5 亿元“双十工程”。持续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治山治水治气
治城一体推进，深入实施“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加强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
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治理，推动化
工类园区废水循环利用实现零排放；

——抓好水土保持。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深化“绿满运城”行动，调整绿化
结构，加强重点区域封育保护力度，因地
制宜推进塬面保护、小流域综合治理、淤
地坝建设等项目，累计建成淤地坝 148
座，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527.45 平方
公里，占区域水土流失面积 78.15%，同
时大力发展高效旱作农业，全面提升水
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全方位
贯彻“四水四定”原则，一体推进供水排
水节水，抓好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节
水改造项目，谋划建设一批农业灌溉调
蓄水库项目，完善末级渠系配套，持续开
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把来之不易的
黄河水用足用好；

……
2023 年，我市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围绕国土绿化、生态
保护修复、水土保持与矿区生态修复、湿
地生态保护等方面，滚动实施重大项目，
投资 1252.53 亿元，涉及 471 个项目，生
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坚持绿色发展，打造高质
量发展增长极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面绿
色转型是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有效举措。

沿黄流域是运城重要的能源、化工、
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经济要发展，生
态要保护，必然倒逼产品升级和产业转
型 。漫 步 河 东 ，年 度 投 资 1073 亿 元 的
2080 个项目建设正酣。抢抓新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盐湖保护开发利用和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等“1+7”专 题 项 目 齐 齐 发
力，势能强劲。

落子发力，架构转型发展的四梁八
柱。我市持续聚焦 546 个项目，深入推进

“一季一观摩一考核”常态化行动，各地
奋力比学赶超，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
抓招商势头强劲。2023 年上半年，全市
共 签 约 项 目 301 个 ，总 投 资 2335.44 亿
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总签约项目
的比例逐年攀升，由 2020 年的 59%上升
至 86%，为转型发展不断注入“源头活
水”。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增加含绿量。通
过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开发绿色产品、
打造绿色园区，产业含绿量持续递增。推
动传统优势产业迭代升级，新型铝镁合
金产业基地、精品钢基地、新材料产业基
地集聚成势，中铝新材料、大运新能源汽
车、银光华盛镁业、亚宝药业 4 家企业成
为全省首批“链主”。

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着力建设
绿色节能示范区、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智慧能源网联区和清洁利用先行区，能
源结构持续优化。垣曲、绛县、河津等
一批抽水储能项目率先启动，走在全省
前列。

战新产业培育跑出加速度。深入实
施“415”十大工业产业集群培育工程，打
造“合汽生材”新兴产业地标，不断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聚力推进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行动。
大力发展“特”“优”农业，加快“果品蔬
菜、饮品酿品、主食糕点、药材药品、肉蛋
制品”五大产业集群建设，黄汾百万亩粮
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形成规模；大
力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打造“运城面粉”“运
城苹果”“运城蔬菜”三大品牌。

数字赋能转型发展。我市制订了《运

城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培育工
作方案》《运城市企业数据管理国家标准
贯标试点工作计划（2023—2025 年）》等
方案，加快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通过创建省级数字经济园区，
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字乡
村，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省级
科技园区。2023 年新增 23 家国家“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总数达到 122
家，建设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随着一个个项目的落地生根，运城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呈现出势头迅猛、全面开花的喜人
态势：全年生产总值增长 5.3%，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5.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3%、7%……多数
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保持
在全省第一方阵。这一稳健表现再次改
写了以前“煤炭形势好、运城排名就垫
底”的旧有历史。

深挖河东文化“富矿”，书
写新时代黄河文化新篇章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源泉所系、血脉所依、根
魂所在。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南风起，盐始生。运城，因池盐而兴、
因盐运而名，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
之一，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从中条山
吹下来的南风，在加速池盐析出、给百姓
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让千年的人文历
史在此积淀。

“一段盬盐历史的春秋画卷、一次宋
代风雅的互动之旅、一首穿越时光的南
风赞歌……”2023 年 9 月 29 日晚，大型
沉浸式游园演出《宋韵·南风歌》在河东
池盐文化博览园，盛大开演，沉浸式的实
景互动演艺，带领市民开启一场穿越时
空之旅，让游客在游园中观景、赏剧，与
历史“对话”，一起感受河东民俗风味的
宋韵集市和盬盐历史的春秋画卷。

古老蒲剧是黄河文化的主基因之
一，其血脉中永远流淌着伟大的民族精
神。2023 年 1 月 21 日晚，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蒲剧表演艺

术家、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获得者、国
家一级演员景雪变表演蒲剧经典剧目

《柜中缘》，向全国、全世界观众展示了
蒲剧的艺术魅力和河东戏曲文化的深
厚底蕴。

关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如何传
承关公文化，做好关公文化的研究阐
释、交流传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贡献运城力量，是我们牢记嘱托、必
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每年一度的关公文化旅游节，是
传承弘扬关公文化的重要举措。2023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以“传承关公
文化、共创现代文明”为主题的第
34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我市隆重举
行。其间，2023 年“忠义千秋”海
峽两岸关公文化书画展、“关公文化
与中华现代文明”研讨会、“你好，
关公”短视频大赛、癸卯年社会各界
民间团体祭拜关公大典等系列活动赋
予关公精神新内涵。

黄河文物承载着民族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根”
与“魂”。2023 年，我市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
述、重要批示精神，高度重视文物工
作，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为全面提升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奠定基础。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我市联合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文物
局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
坛——夏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出
台《运城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
创新实施办法》，对司马迁墓等 3 个文
物项目实施数字化保护，持续实施永
乐宫壁画修复保护工程；积极与国家
博物馆考古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
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开展全面合
作，主动考古发掘 6 项，发掘面积 5100
平方米。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更好地
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及文化价值的重
要一环。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大文物
保护工作力度，挖掘河东历史文化，传
承弘扬优秀文化，培育发展文博、文
创、文旅产业，不断丰富供给和服务，
持续提升“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
的品牌影响力。

黄河蜿蜒，绿水间流淌着奋斗者
的豪情；中条万仞，青山中镌刻着攀登
者的足迹。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一笔一划答好生态考卷，久久为功
建设生态文明，让母亲河永续造福美
丽河东。

奋 力 谱 写 黄 河 流 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月 24日是元宵佳节，各地举办多样活动迎接佳节的到来。
上图：群众在南京夫子庙景区赏灯。 新华社发（苏 阳 摄）
下图：群众在北京市西城区赏花灯。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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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根据省厅统一部署，春节前我

市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
告”制度。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
预警，确保全面、及时、准确反映市
场供求运行情况，引导市民合理消
费，保障节日市场秩序稳定。春节期
间，全市米面粮油肉蛋奶价格稳定，
供应充足，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
量足价稳。市民关注度较高的蔬菜
价格有涨有跌，总体呈下降趋势。

商圈消费形成新热点

“我们提前在网上预购万达影
院今天下午 4 点的电影票，就怕人
太多没有车位，下午 2 点就到了，结
果车位爆满，我们把车停在了挺远
的地方步行过来。”盐湖区居民刘鹏
飞说。

“一位难求”也从侧面显示了我
市商圈经济的火爆程度。

走进万达广场，记者看到，巨幅
的红色条幅从天而降，憨态可掬的
奶龙元素遍布商场各处，4 楼餐饮
区好几家餐饮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人头攒动的商场内部人气火爆。

春节期间，万达广场策划了“万
万新年局——有滋有味过龙年”系
列促销活动，推出了“运乐购 迎新
春”万万年货节、“书万福 送春联”
万万新年局、非遗民俗集市等多项
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

“8 天春节假期，进店客流量日
均达到 4.6 万人次，最高日达 5.8 万
人次，环比增长超过 70%，日均销售
额达到 380 万元，环比上升 45%左
右。”万达广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

我市商圈商场钜惠聚人气、增
动力。各大商场商圈满减、团券、大
礼包等新春钜惠活动层出不穷，“中
国龙”元素融入的国潮商品成为消
费新宠。

我市各商贸服务企业抢抓春节
假日旺销时机，调整营业时间，丰富
商品货源，美化商品陈列，提高服务
质量，为消费者营造了良好的购物

环境。与此同时，各大商场、超市积极
组织开展惠民促销活动，各类新春主
题展中时尚潮流、文化历史相互交织，
让市民游客共享美好生活。

促进消费新方式

“我今天在年货大集上买了 4 盒
绿豆饼，买了 1 盒蒸碗礼盒，还买了两
个冻猪蹄，手里都快拿不下了。”盐湖
区居民黄晓婷说，“我是在微信公众号
上看到这个活动宣传，而且抢到了政
府消费券，这次消费数额的一半都用
了消费券，相当于打了五折，感觉太划
算了，就多买了点。”

黄晓婷所说的活动，正是我市推
出的“我在河东过大年”系列活动——

“嗨购·我的运城”年货会，这一年货会
在盐湖区忠义街、岚山根景区都有设
点。年货会上，琳琅满目的年货、丰富
多彩的促消费活动，为广大市民新年
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为特色产业
和电商企业搭建了展示的舞台。

盐湖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吕栓萍介
绍，忠义街年货大集共设 120 个摊位，
13 个县（市、区）的乡村 e 镇和盐湖区
50 余家企业参与，供应粮油、熟食、水
果、牛奶、酒品、休闲食品、冷冻食品等
400余种商品。

此次年货会通过云闪付、翼支付
等平台，发放 120 万元政府数字消费
券，采取政府补贴、平台支持、商户让
利的方式，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据悉，下一步，为贯彻落实好全
省、全市政府系统抓落实提高执行力
会议精神，开启新年“加速度”，夺取首
季“开门红”，围绕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指标增长 6%目标任务，全市商务
部门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组织
开展家居惠民专项活动，让利百姓生
活；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以打造提
升高品质步行街，强力推进便民生活
圈为基础的城市商业体系，深入实施
县域商业三年行动，持续释放城乡消
费潜力；三是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办
好“消费促进年”系列活动，稳定和扩
大传统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扩大
服务消费、优化消费环境。

（上接第一版）
中禁门下的河东池盐博物馆由

序厅、瑞盐天成、供食华夏、国之大
宝、盐务专城、盐化时代、世纪之约、
知盐学堂等部分组成，总布展面积
3800 平方米，主要展出以“盐文化”
为核心的文物、雕塑等，通过盐池形
成、历史演变、盐池产盐等内容，集
中展示运城五千年的盐文化。

“此次池盐文化博览园提升改
造项目的内容主要包括建设运城河
东盐文化博物馆及陈展装修、地下
文物库房、盐池绿化景观工程、盐池
神庙生态景观公园及公共配套和道
路、绿化、拆迁改造等。”该项目负责
人介绍，“项目覆盖范围为盐湖区解
放路南端，东依解放路，西靠银湖雅
居东路，南接湿地公园外环线，北至
银 湖 街 。 项 目 规 划 占 地 面 积 515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38750 平 方 米 ，其
中，地下面积 749.27平方米。”

池盐文化博览园提升改造项目是
我市“1311”重大工程项目，是盐湖生
态保护和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建
修缮后的池神庙重现昔日风光，楼宇
美轮美奂，景致含英咀华。依托河东
池盐文化博览园，河东故事展示厅、河
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甘泉遗址
展示厅等，集中展示运城五千年池盐
文化内涵和丰富池盐文化产品，进一
步擦亮池盐文化这一金字招牌，助推
运城知名旅游强市建设。

池盐文化博览园提升改造项目更
是盐湖生态保护和开发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项目建成后，运城盐湖、池神
庙、中禁门、盐文化博物馆等将连成一
片，成为一道展示河东盐文化魅力的
亮丽风景线。

擦亮盐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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