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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冯倩楠

在“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

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首个春节，非遗美食成了消费热点。

水晶饼、炕坯子、天鹅蛋……陕西的非遗传统

糕点往往有着生动形象的名字。大年初七，在西大街

中华老字号德懋恭店内，糕点区人头攒动，收银台前

排起了长龙，两排糕点礼盒摞起一人半高。

“过年买德懋恭点心走亲访友，已经延续了几

十年了。三四十年前，德懋恭点心还包在黄麻纸

里，年节买一包，就是重礼了。”今年 59岁的黄为民

告诉记者，过去麦收后村里有“忙罢会”，原本设在

农历七月十五，由于天热点心不好存放，全村一致

决定把“忙罢会”提前到七月初五。

通过非遗技艺制作的点心，有的以经年不变的

口味唤起久远回忆，有的则通过创新让糕点焕发

新生。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老安家清真糕点铺的

点心经过精心设计，化身“国潮点心”，一个个颜值

“在线”，还创新开发出西柚、板栗、百香果、抹茶南瓜等

口味。

“能寄外地吗？”大年初九，从成都前来旅游的

陈军向店内工作人员询问。“扫这个微信，把你要寄

的地址和电话发过去，快递员发货后，会给你发运

单号。”工作人员说，春节前后，线上线下糕点礼盒

订单众多，店铺一直开张，快递没有停过。

要说春节期间哪个非遗美食最火爆，腊牛肉当

是不二之选。莲湖区北广济街附近的刘纪孝、

铁志坚、稀糊烂等店铺在高峰时期，要排队三个小时

以上。“早上 6 点半就营业了。”其中一家店主说，

最忙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平均一天卖一千到

两千斤牛肉。

西安市各大商超内，不光有非遗技艺制作的

孙庆海、贾永信等腊牛肉，还有入驻商家售卖现做

的腊牛肉、酱牛肉。永辉超市中贸广场店工作人员

介绍，春节期间，店里一天能卖掉700多斤牛肉。

春节期间，有不少与非遗美食相关的活动。宝

鸡市岐山县宣传部新闻组组长崔海燕说，借电影

《封神2》春节档上映的东风，作为故事发生地，岐山县

开展了“看《封神》电影·游西岐宝鸡·品岐山美食”

“新春欢乐打醋赶大集”等活动，集中展销岐山农家醋、

臊子面、空心挂面等非遗美食，并举办岐山臊子面

品鉴体验活动。“希望为群众送上一场非遗盛宴。”

崔海燕说。

□ 记者 殷博华

2月 8日，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全国各地迎来了

春运返程高峰，东航西北分公司飞行部飞行二分部

机长王铮再次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

身为一名资深机长，今年是王铮坚持在岗的

第 11个春节。当千家万户庆贺新年之时，他已连续

3 天跨越西安、西宁、玉树、成都、深圳五城，累计

飞行16小时，护航1000余名旅客抵家。

“每年春节假期都是我最忙碌的时候，虽然辛

苦，但成就感十足。”王铮说，每当看见旅客归家时

的微笑，自己心里就幸福满满。

王铮对大年初一记忆犹新，当天早晨6时，西宁

曹家堡机场的气温低至-11℃，他裹着厚重的飞行

制服走进准备室，准备执行MU2217西宁－成都的

飞行任务。玉树机场海拔 3905米，四周雪山环抱，

冬季大风常达 18 米/秒，是民航界公认的高难度

航线。

作为一名高原航线机长，王铮有一本飞行台账，

记录着飞行前一天航班预先准备、飞行当天体检签

到、机组协同准备、绕机检查、加油和机上准备工作

等作业流程。为确保飞行安全，每次飞行前，他都会

对飞机进行详细检查，与机务工程师耐心沟通，仔细观

察三维气象云图，并根据航图仔细核对每一个数据，

确保飞机始终运行在安全裕度之内。

对于王铮而言，安全是飞行工作的头等大事，

仪表上每个参数的背后都是上百个家庭，容不得一

丝一毫的马虎。

在完成好准备工作后，早晨 8时 03分，在塔台

的指令下，东航MU2217航班腾空而起。飞行途中，

王铮不仅仔细监控着飞机的每一个响应，还不时

望向窗外，观察着地形和天气。

“一路上非常顺利，当飞机顺利落地玉树机场后，

藏族地面调度员还通过电台传来祝福，祝愿大家

新年吉祥、阖家团圆。”王铮说，每一次平安落地的

背后，都离不开机组人员背后的守护和付出。

春节在岗期间，王铮每天都会给家人通电话

报平安，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家人一起吃顿饺子。

“面对近期紧张的工作，我和同事们已经做好了充足

准备，用心用情守护乘客平安出行。”王铮说。

王铮：云端上的坚守

春节非遗美食消费热

2月8日，在中车西安车辆有限

公司一线车间，职工们各司其职，

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

据悉，为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第一时间

开展了复工安全培训、设备维护保

养等工作，围绕“人、机、料、法、环、

测”进行周密部署，并对照生产要素

逐项梳理风险事项，制定预案、明确

目标，确保职工们以饱满的热情和

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做到

新年新气象、奋斗“开门红”。

记者 殷博华 摄影报道

在新春佳节和文旅活动

的加持下，2 月 8 日，大唐

不夜城人山人海，五彩的夜色

点亮了游客的春节记忆，

展现了西安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的独特魅力，游客纷纷

拍照留念。

实习记者 宋雨萌
首席记者 李荣

摄影报道

记录春节
美好瞬间

新年开工
全力以赴

商州蝶变年味浓
□ 实习记者 宋雨萌 首席记者 李荣

大年初五，夜幕初垂，记者走进商洛市商州区

工农路莲湖公园，只见绕湖的城墙主体焕然一新，新建

的角楼造型秀丽，各式各样的灯笼更是增添了春节的

喜庆氛围。

老老少少携家带口登上城墙，漫步在彩灯之下，

伴随着欢声笑语拍照留念。莲湖边上，微风拂过，商洛

花鼓正热闹上演，市民围成一圈，欣赏这新春独有的

风景。

辣条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只见商贩先将辣条原材

料上锅蒸熟，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调味料，用筷子

有力地搅拌，不一会儿，一盆香喷喷、火辣辣的辣条

便做好了。

这些可喜的变化得益于商州区莲湖公园城墙改造

提升工程的实施。城墙的改造为市民提供了一个

好去处，带火了周边经济。花灯、手工花束、爆米花、

现做辣条……往日冷清的摊位如今变得热闹了起来。

据工作人员介绍，商州故城西南段城墙保护工程

及城墙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东邻莲湖公园、西邻工农路，

故城墙总长约 240 米，其中西段长约 113.23 米、南段

长约127.08米，城墙遗址公园项目约15000平方米。工程

将城墙风貌修复提升与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传承

相融合，以修旧如旧的方式重现故城墙风采，工程历时

65天，1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每次骑车经过这儿，我都会看一下改造进度，

想着会改成什么样子。现在一看，果然没让人失望！”

大年初五，一位在城墙上散步的大爷说。

“城墙太漂亮了，现在商州建设得越来越美，能出

来遛娃的地方多了好几个。莲湖公园的游船也重新

开放了，那感觉好似人在画中游！”一位带小孩的

市民说，最近还去通江路黄沙河沿线看了喷泉和花灯，

参观了秦岭博物馆，这个新年幸福感“拉满”。

从莲湖公园向西北方步行约 20 分钟，就来到了

黄沙河沿线，只见灯光从望江楼倾泻而下，通江路黄沙河

沿线的音乐喷泉梦幻起舞，市民围着河道驻足欣赏，

沉浸在声、光、影加持的年味儿中。

在商州，过年还可以去哪儿？记者从社交平台

了 解到，不少市民朋友和外地游客选择打卡秦岭

博物馆。

大年初一，在秦岭博物馆，记者看到智能导览讲解

机器人欢快地向游客讲解着展厅信息。展厅内摩肩

接踵、人头攒动，大家或驻足在陶俑、石器前，感悟历史

文化的久远和厚重；或被蝴蝶、植物标本所吸引，感叹

秦岭的生态之美；或沉浸在翰墨丹青前，欣赏中国艺术

的独特风韵。

在展馆大厅，由工作人员扮演的玩偶憨态可掬，和

小朋友们互动合影。“放假前老师布置了以年味商洛、

文明商洛为主题的作文，本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写，来博

物馆参观后，一下子就有思路了。”小学生刘语桐高兴

地说。

据介绍，秦岭博物馆自1月24日起全面开放运营，

截至 2 月 3 日，共接待游客 5 万余人，平均每日接待

游 客 超 4500 人 次 ，客 流 量 在 春 节 假 日 期 间迎来

高峰，每日平均接待 65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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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冬会看中国冰雪浪漫 □ 杨洋 整理

新华社哈尔滨2月9日电 （记者 侯鸣）环绕主

火炬塔底部燃烧一周后，亚冬会圣火向上燃至塔

顶，酷似丁香花的主火炬台瞬间吐出了火红炽热的

“花蕊”。这一刻，绚烂的烟花逐次划破天际，与地面

冰雪大世界的流光溢彩交相辉映，上演一场属于“尔

滨”的冰雪浪漫。

7日晚，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盛大

开幕，这是继 1996年哈尔滨亚冬会和 2007年长春

亚冬会后，我国第三次举办这一赛事，哈尔滨也成为

“双亚冬之城”。

如今在“尔滨”，随处可见亚冬元素，亚冬会吉祥

物“滨滨”“妮妮”以冰雕、雪雕、花灯等各种形式出现

在街头，憨态可掬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热情

招手。

本届亚冬会的举办，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

一次展现中国冰雪浪漫的文化盛宴，向世界展示了

一个以冰雪为载体的浪漫、诗意中国。

开幕式举行当日，哈尔滨天降瑞雪，为整座城市

披上一层浪漫的“纱衣”，又仿佛在为亚冬会的举办

献上一份贺礼。雪，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总是浪漫且

富有感情的，这份冰雪浪漫从古延续至今。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却嫌

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在数不尽的诗词佳作中我们看到，冰雪既可

展现自然之美，也承载着人们复杂的情感与哲思，展

现了中国人“含蓄”的浪漫情怀。

哈尔滨的冰雪文化源远流长，而亚冬会的举办，

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早在20世纪初，哈尔滨就以

其独特的冰雪景观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近年来更是

成为冬季冰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形成一股“尔滨

热”，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前来赏冰乐雪。

一束束黄玫瑰“冰封”在砌成弧线的冰墙中，以

独特的姿态在冬日绽放，清冷而娇艳。冰墙前由大

片红黄玫瑰组成的玫瑰“瀑布”成为哈尔滨冬日街头

的一抹靓丽风景，引得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

照，享受“尔滨”带来的“限定版”冬日浪漫。

或是典雅的钢琴曲，或是充满异域风情的

手风琴曲，或是喜气洋洋的新年音乐……中央大

街两旁的建筑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古朴与典

雅。冰天雪地里，音乐声与路旁商贩的叫卖声浑

然一体，让游人感受音乐氛围的同时，又不失鲜活

的“烟火气”，这何尝不是一种“尔滨”的独特浪漫？

“哈尔滨是个美丽的城市，这里的街道、建筑很

美，夜晚的冰雪大世界美到超出我们想象，虽然俄罗

斯也有冰雪，但来到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了冰雪别样

的美丽与浪漫。”来自俄罗斯的游客亚历山大·阿德

列夫说。

透过本届亚冬会的领奖服、会徽的设计，也能看

出中国人极致的冰雪浪漫。

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装设计以“冰雪浪

漫”为主题，将红色雪花图案印制在领奖服色块之

上，传达出本届亚冬会中国健儿凌霜傲雪的风采；

会徽“超越”图案融合了运动员奋力冲刺的姿态、

哈尔滨市花丁香花，以及亚奥理事会太阳图标等元

素，颜色仿如阳光照射在冰面后折射的斑斓光影，

将冰雪浪漫与冰雪运动巧妙融合。

从哈尔滨五彩斑斓的冰雪大世界，到新疆雄浑

壮美的阿尔泰山，从吉林如梦似幻的雾凇景观，到内

蒙古冬季苍茫辽阔的草原……以亚冬会为契机，中

国的冰雪之美、冰雪之浪漫正在被世界看见。

【新闻回放】今年是实行春节 8天

长假、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春节申

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运，其间全国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90亿人次，同比增

长约 7%，规模将创历史新高。春运旺

盛的出行需求，诠释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展现了一个生机勃勃、

热气腾腾的“流动中国”。

网友观点：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

条件的改善、科技水平的进步，不断改

变着春运的形式和过节的方式，团圆这

一主题和精神内核一直在延续，不断强

化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家庭认同、民

族认同、文化认同，也激励着我们去追

逐共同的梦想。

网友观点：今年春运既有量的增

长，更有质的提升，新能源更普及、新

服务更暖心。春运路上，有着满载而

归的收获与成长，也积攒着重新出发

的憧憬与力量。

【新闻回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扩大服务消费和促进文化旅

游业发展的部署要求，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

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

6个方面18项具体措施。

网友观点：文化旅游是综合性产

业，既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

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要促进文旅

消费提档升级，进一步激发消费增长新

动能，用文旅流量带动消费增量。

网友观点：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努力把发展特色文化旅游这篇大

文章做深做实，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

活力，推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文旅

与经济共生共荣，谱写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