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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 日，赴天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

记一下列车，就来到西青区辛口镇第六

埠村，现场听取天津全市及西青区受灾

情况介绍，走进大棚察看蔬菜长势，向菜

农详细询问大棚修复和蔬菜补种、销售

等情况。

“看到大家生产生活已经基本恢复，

温暖过冬有保障，感到很高兴。去年以

来，我国其他一些地方也遭受了洪涝、台

风、地震、山体滑坡、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

灾害，我都时刻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工作进一步做细做

实，把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安排好。”

牵挂里，有老区人民。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

脱贫致富座谈会时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

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

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我们

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

牵挂里，有基层一线劳动者。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前往

北京的地铁施工现场、派出所、环卫站、出

租客运公司，向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

各条战线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2019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结束北京市

前门东区看望慰问乘车返回途中，临时下

车来到位于前门石头胡同的快递服务点，

看望仍在工作的“快递小哥”等劳动者，了

解他们工作和生活情况。

…………

“新春佳节，我更牵挂基层的干部群

众”“我的心同大家、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一声声问候，一句句嘱托，无论走到

哪里，初心使命映照在考察调研的细心询

问里，枝叶关情贯穿于治国理政的生动实

践中。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看望儿童福利院

的儿童，指出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

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

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在贵州贵阳，关心食品安全问题，在

超市熟食区，叮嘱“一定要注意食品卫生，

标明生产日期，不能卖过期食品”；在冷鲜

区，询问冷链储运情况，要求对当天没卖

出去的冷鲜肉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领袖

来自人民，心里装着人民，懂得人民盼什

么，群众要什么。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在

《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中写道：“群众

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

’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

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心系百姓“小事”，心怀“国之大者”，

“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

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

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

最深的牵挂，最大的担当。

2016年春节前夕，在江西井冈山，贫

困户张成德的老伴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手说：“感谢您来看我们，您可是国家的当

家人啊。”

总书记接过话茬：“是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帮你们跑事的。”

一问一答间，见证总书记深厚的人民

情怀。

新春·传承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除夕和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沐浴

着优秀传统文化之光，春节里有天伦之

乐、生活之美，也在一代代人的传承发展

中沉淀着“何以中国”的深厚底蕴。

2 月 1 日，天津古文化街，鼓乐铿锵，

舞龙、舞狮表演热闹，喜气腾腾，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天津是一座很有特

色和韵味的城市，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

化街区，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

异彩。”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

兴业，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习近平总书记每逢新春佳节看望慰问基

层干部群众时不变的主题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情礼赞中华

传统文化中生肖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并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

进、力量的象征。”辛丑牛年前夕，总书记

指出，“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

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被称为瑞兔、

玉兔，代表着机智敏捷、纯洁善良、平静美

好。”癸卯兔年前夕，总书记指出，“希望全

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像动如脱兔般奋

跃而上、飞速奔跑，在各行各业竞展风流、

尽显风采。”

…………

在生肖文化里感知文明智慧，在传统

美食中寄寓新春祝福。

2019年 2月，北京东城区草厂四条胡

同，朱茂锦一家人正在包饺子，习近平总

书记加入其中，边包饺子边聊家常，连包

了 4个茴香馅饺子，总书记笑着说：“我家

里也爱包茴香馅的。多年来因工作关系

我没包过饺子了，你们看，越包越好。我

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越过越好！”

打糍粑、炸年糕、包黄粑、做年馍……

中华饮食文化延续至今，造就了多样风

物，融汇了南北风味，共同汇聚成960多万

平方公里上的新春味道。

走亲戚、送年货，是春节的传统习俗，

传递着真挚情感。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陕西梁家河村看望村民，给乡亲们送上他

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神山村。村里，家家都忙着准备年

货，总书记每到一处，都向乡亲们问好，还

给贫困户送去年货，给孩子们送去书包，

祝家家都把年过好。

大江南北，张灯结彩，丰富多彩的年

俗活动烘托出年节氛围。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

（乡），传统的“五畜祈福”仪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按照蒙古族习俗，用无名指蘸上用

银碗盛着的鲜牛奶弹了三下，祝福来年风

调雨顺，五畜兴旺，人民幸福安康。

在云南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

莫拉佤族村，习近平总书记按照当地风

俗，拿起鼓棒，敲响三声佤族木鼓，祝福来

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不同的年俗，源自相同的文化根脉，

铸就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

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

源。”

文脉绵延不绝，也要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

重要要求，其中之一是“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天津古文化街，古色古香的街道流淌的

是光阴，传承的是文化，浓缩着时代新貌。

2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沿街步行，先

后走进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果仁张、泥人

张、杨柳青年画等特色店铺，总书记问品

种、问客流、问价格，掏钱买了几盒麻花和

栗子羹，感慨一代代接续的工匠精神，让

文脉得以绵延不息，对保护和利用好历史

文化街区提出明确要求。

西安城墙内外，既有千年古都的历史

风华，又有现代城市的流光溢彩。

2015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登上西安

城墙，听取了西安城墙保护工作情况介

绍，观看了城墙保护状况。这座城墙，经

历了从军事防御设施，到城市公共空间、

文化空间的变迁，完整贯通的城垣与现代

生活相融共生。

青砖黛瓦的平遥古城，历史厚重，古

韵新生。

2022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

平遥古城。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

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沿街巷察看古城风

貌，了解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展特

色经营情况，总书记指出，要做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

宝，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

光大、推向世界。

既要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保护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8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

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考察时，自己花钱买

下一双当地群众做的布鞋。“唐昌布鞋”非

遗传承人赖淑芳说：“传统手工艺搭上了

乡村振兴快车，布鞋销量不断翻番，还带

动村民就业。”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贵州化屋村，充分

肯定苗绣、蜡染等特色产业。“苗绣既是传

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线绣出来，

何其精彩！”总书记勉励大家，一定要把苗

绣发扬光大，这既是产业也是文化，发展

好了既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同时

也能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新春·发展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常怀忧民、爱
民、惠民之心”

2 月 1 日，在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第

六埠村，习近平总书记同村民杜洪刚一家

人拉家常，一笔一笔算灾情损失和灾后生

产发展、就业增收账。

最是牵挂暖人心。习近平总书记说：

“国泰民安，民安才能国泰，党中央和各级

党委、政府时刻记挂着大家的安危冷暖，

也希望乡亲们依靠自己的双手重建美好

家园，创造幸福生活。”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

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时代的

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最终目的。”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宏

伟而又朴素的目标，就体现在一串串新春

足迹里。

一颗红红火火的苹果——

2015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梁家

河村，特意坐上越野车去看山梁高处的苹

果园，嘱托大家：“一定要坚定地把苹果产

业抓下去。”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延安的苹

果产业链串起万千小农户，融合农业与文

旅，在新时代长成了“摇钱树”，如今已是

延安农业第一大特色产业，老区的乡亲们

从苹果树上“摘下”小康生活，吃上了“产

业饭”“旅游饭”。

一颗苹果，是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推进

产业振兴的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牵挂

在心：

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强调要加快传统

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步伐，探索一些

好办法，帮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利润效

益，真正同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利益

共同体；在河北张家口，指出要把扶贫开

发、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牢记嘱托加油干，我国乡村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在产业带动、就业拉动下，农

民收入保持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69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7.6%。

一条焕发新生的胡同——

“这是什么时候改造的？”“老住户都

搬回来了吗？”“社会车辆进不来吧？”

2019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

草厂四条胡同。老北京新气象，老胡同新

生活，在这条过去居住条件较差、改造后

大为改善的胡同里，总书记指出：“党中央

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让

大家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

家关心的实际问题，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

能过上现代生活。”

从住有所居到居住更舒服，群众居住

情况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春考察的重要关

注点。据统计，2023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5.37万个、惠及居民897万户，

共完成投资近2400亿元。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常怀忧民、爱民、惠民之心”。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民生事业长足发

展，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贯彻好新发

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我们国家再

往前走也要靠自主创新。”

2015年 2月，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总书记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

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科技人员要树

立强烈的创新责任和创新自信，面向经济

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国际科技发展制高

点，努力多出创新成果，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多作贡献。

2021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

察期间，亲切会见了“中国天眼”项目负责

人和科研骨干，听取“中国天眼”建设历

程、技术创新、国际合作等情况介绍。总

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

关键和中坚作用。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

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2016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

察时指出，江西生态秀美、名胜甚多，绿色

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

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

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

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昆

明市滇池星海半岛生态湿地，详细询问滇

池保护治理和水质改善情况。总书记指

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的此次天津之行，贯穿

着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深邃思考——

“希望天津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

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勇担使命、开

拓进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

“天津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保障

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逐步扩大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兜牢民生底线，让人民

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

…………

扎实推进，笃定向前。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旋律。

新春·希望
“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

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
美好的未来”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总会

给人们带来新的憧憬。”中国人过年，过的

是岁序更替的“时间之年”，也是展望未来

的“希望之年”。

2020 年 1 月，刚刚结束开年首访的

习近平总书记从缅甸回国便直接前往云

南考察，向全国人民拜年。此时的中国，

正铆足了劲，决心再用一年时间彻底打赢

脱贫攻坚战。

司莫拉佤族村，一个佤寨农家院落

里，展开了一段畅想幸福生活的对话——

“脱贫了，还有什么需要提高改善的

吗？”

“希望老人晚年过得再好一点，两个

小娃将来找份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一老一

幼”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

201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餐厅鸿瑞园店，考

察了解社会化养老情况。总书记端上一

盘热气腾腾的饭菜，走到杨林太老人面

前，轻轻送上，请他用餐。

在百姓家中，与老人话家常、问冷暖，

跟孩子谈成长、话未来；在社区，了解老人

养老、儿童教育情况；走入基层卫生机构，

细致询问老人看病就医是否困难；走进学

校课堂，细心叮嘱孩子们保护好眼睛，好

好学习。

用心用情，抓紧抓实。新时代以来，

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着力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

坚战，实现小康这个中华民族千年梦想，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

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持续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

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

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2 年春节前夕，汾河两岸瑞雪纷

飞。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风雪严寒来到山

西省临汾市，进山村、访农户，总书记对乡

亲们说：“下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了，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要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步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

的政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2020年，贵州省剩余的 9个贫困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2021年春节前夕，在曾经是

深度贫困村的化屋村，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地对乡亲们说：“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和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干

部群众视频连线时指出，希望大家继续努

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

活越过越红火。

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

代化，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一家一户、一村一寨，习近平总书记

的新春希望，展现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情怀。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方方面面都要

强起来。”

——在高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

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要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和教育方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

养造就更多的合格人才、创新人才。

——进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

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

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访社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

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

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

殷切的期盼，深远的擘画。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我们身边发生，中

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又是一年新春时，神州大地自信自

强、充满韧劲，一派只争朝夕、生机勃勃的

景象。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节前我们

加大了蔬菜等农产品供应，确保数量充

足、品种丰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让首

都群众开开心心、安安心心过大年。”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说。

过去一年，化屋村苗家姑娘何兰成立

的公司卖出了 3 万斤小黄粑、1 万斤小黄

姜、100余套苗绣，营收近 30万元，她始终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铭记于心，

“希望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一场名为“感恩的心、家的故事”的活

动在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举行。孩子

们和慰问工作人员载歌载舞，喜迎新春到

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让

生活在咱们院里的孩子，都能快乐生活、

健康成长。”儿童福利院院长米红瑞表示。

临近春节，在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

餐厅鸿瑞园店，前来就餐的老年人络绎不

绝。老人们的用餐费用十年如一日不曾

上涨，饭菜品质也一如既往保持高水准。

“餐厅不仅为老人们提供日常就餐服务，

还会在春节等传统节日期间组织各类助

老慰老活动，让老人们快快乐乐过好年！”

餐厅负责人说。

…………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踔厉奋发、勇毅向前。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4年02月09

日 第03版）

最是牵挂暖人心

在传统庙会上体验民俗，为新年祈福；到

新春灯会上赏灯，品味流光溢彩；在热闹的大

集和展会上挑选礼物，寄托对亲朋的牵挂。

“逛”是中国人过春节常见的姿势，它折射出

人们忙碌一年后欢度佳节的舒心。人们“逛”

出家人齐聚的团圆与幸福，更“逛”出社会蓬

勃的活力。

逛会赶集，在流动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

和春节情怀。

春节庙会人潮涌动

正月初三上午 9点半，山西省晋城市皇城

相府御书楼广场，高亢的鼓乐响起，一声清脆

的“接驾”打破了人们的窃窃私语，皇城相府

龙年庙会正式开始。

逛庙会是传统民俗，也是春节必不可少

的元素。今年春节，各地传统庙会全面恢

复。游客在庙会上祈求新年好运、看好戏赶

大集，在热闹红火的氛围中，感受浓浓年味。

北京地坛、厂甸、大观园、石景山游乐园、

八大处等庙会人头攒动。在上海市奉贤区，

“2024龙湖·上海奉贤天街庙会”正在举办，一

座红彤彤的“戏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南桥

撕纸技艺、昆曲、苏式评弹等节目轮番上演。

初一开春吉祥，初二回门是喜，初三初四

饮宴出游。在很多地方，人们从正月初三开

始享受春节的闲适。于是，许多家庭全家出

门去“逛”，到外面的世界去体验特色年俗。

山西省文旅厅数据显示，2024 年春节假

期前两天，全省 66 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

游客 117.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1.61%；累计

门票收入 2785.96 万元，同比增长 123.46%。

太原出租车司机李志军说，机场和车站的单

量在初三明显增加，超过一半乘客是到山西

旅行的外地游客。

记者走访发现，科技元素多、互动性、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成为今年不少

地方传统庙会上的特色。

北京“厂甸元宇宙庙会”运用大场景沉浸式数字孪生、XR 云渲染等技

术，整体复刻了琉璃厂东西街区和南新华街的街区场景。游客扫描二维码，

通过寻找“文房四宝”，了解非遗老字号的历史。

“挺有意思的，在手机上就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文化街区风貌。”“95

后”游客徐女士说。

万家共赏流光溢彩

山西太原市钟楼街的灯光，唤起了市民苏爱珍对春节的美好回忆。今

年，街上的老字号、品牌首店、市集等，以“龙”为主题进行了亮化装扮。透过

流光溢彩的灯光，不远处传统门楼的歇山顶若隐若现，展现古代将军们英武

之气的舞蹈《相见欢》巡回上演……灯火和声乐共同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过年

氛围。

苏爱珍说：“我过了 70多个春节。今年和家人在璀璨的灯火里，再次感

受到了人平安、家团圆、国强盛，这就是过年的获得感。”

如今，借助科技手段，传统文化在璀璨夺目的灯光下有了新表达。在上

海，2024 豫园民俗艺术灯会千灯点亮。主题策划“山海奇豫记”开启“海经

篇”全新讲述，从山经到海经、从陆地到海洋、从中国到世界，穿越时光的旅

程绘就华美梦境。

线下热闹的灯会，还“走”到了线上。豫园在线下商圈利用支付宝开放

的“亚运同款数字火炬手”技术举办灯会，这也是该数字人技术被首次应用

于线下商圈。用户打开支付宝，搜索“点亮豫园龙灯”，即可参与数字人点亮

龙灯祈福活动。活动页面还原了豫园灯会亮灯的场景。两周时间内，超 30

万人次通过支付宝点亮龙灯祈福、用 AR 扫码体验虚实结合的“山海奇豫”。

截至正月初三一早，更是有超 122 万人次在支付宝上观看豫园 AR 直播，足

不出户也能观赏豫园灯会，体验豫园热闹的年景。

春节灯会是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精神享受。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张俊莉多年来只能卧床在家，今年她通过网络观看了多地的灯会。她说：

“传统的中国龙有各种各样的样貌，它们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真是美极了。”

集市展会共度新春

为了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正月初三，吉林市在北山公园举办以“龙腾

盛世 福瑞江城”为主题的新春花灯游园会及年货大集活动。快递服务点前，

市民排起了长队。通过邮递，年货飞向远方的亲朋，将牵挂和思念也一同

“捎”去。

吉林市商务局党组成员李震介绍说，这次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

提供“有得逛、有得游”“有得看、有得乐”“有得品、有得买”“有得玩、有得晒”

的消费和游玩体验。

春节期间，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几乎每天都是“约满”状

态。上海市民王壹和女儿王心怡上海自然博物馆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上海科

技馆原创策划的“有龙则灵——2024甲辰龙年生肖特展”。

最让王壹父女振奋的是，展览引入相关模型、图文、视频，对当代名字中

带有“龙”字的大国重器进行了详细介绍：从“华龙一号”的核能之光，到“蛟

龙号”深海探索；从“鲲龙”号翱翔碧海蓝天，到“雪龙”号破冰前行……

“正是因为科学家们的自强不息精神和不断创新，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

多高科技的大国重器。他们是我的榜样！”王心怡说。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邢媛说，人们积极参加传统节庆活动，开心地过

年，体现了他们对未来一年生活的期盼，也更增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认同。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 李紫薇 杨淑君 陈爱平 周蕊 段续 马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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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游客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河头老街观看文艺节目（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