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过年的“标配”，
很多人提起“年货”，
首先想到的是烟酒茶
糖、鸡鸭鱼肉。然而，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
的年代，这些已经很
难代表心意了，反而
是一些“文化年货”，
虽然不能填饱肚子，
却可满足人们对“年”
的精神需求。

文化艺术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执行主编：宋若铭

责任编辑：焦红霞

新闻热线：（010）56805161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whzk619@163.com

文化创意 Culture CreativityCulture Creativity
2018.02.02

星期五

重点推荐

时 评

6版

公共图书馆 走心＋出新

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主要数据（第三号）》显示，2016年末，

96.8%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面对

公共图书馆事业不断增长的巨大体量，

要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图书馆进行管理，

是公共图书馆法出台的重要前提。

上海大世界非遗中国年上海大世界非遗中国年
正式正式开锣开锣

近日，上海大世界非遗中国年正式

开锣。本次活动以“阿拉过年”为主题，

以海派风情为情感纽带，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体验纯正的上海年味。

汤彦俊 摄

□ 特约记者 岳依桐

送春联、逛庙会、看展览、赏音

乐会、听讲座……春节将至，成都市

民将迎来一系列丰富的文化活动。

日前，来自2018成都“新年文化艺

术月”（以下简称文化月）新闻发布

会上的消息显示，本次文化月将从1

月持续至3月，覆盖春节、元宵两大

传统节日，开展各级各类文化活动

2000场以上。

自2016年以来，成都已成功举

办过两届文化月系列活动，集合各

级各类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为广大

城乡居民和来蓉游客烹制了一场场

连续性、高品质、多样化的春节文化

盛宴，已成为成都节日文化生活的

一张新名片。

本次文化月围绕“迎新春”“贺

新春”“闹新春”三大主题，在成都全

域开展艺术表演、游园、灯会、书画

展览、文博展示、电影展映、艺术讲

座培训等系列文化活动，努力为城

乡居民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

具特色的节日“文化大餐”。

在“贺新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中，将开展话剧、京剧、川剧等在内

的30余场优秀剧(节)目惠民展演，

十余场文博和美术精品惠民展览、

227场市民公益阅读讲座和培训活

动。同时，成都市将在全市行政村、

涉农社区、特殊人群开展10,426场

公益电影惠民展演活动。

成都大庙会、成都金沙太阳节、

成都诗圣文化节三大传统节庆活动

依旧是今年春节文化活动的重头

戏。其中，“2018成都大庙会”更具

有博物馆特色，届时，十余个大小活

动将让市民们体验最传统的成都

年。庙会期间，还将特别推出趣味十

足的“狗与汉代生活特展”，集中展出

汉晋时期的精品文物100余件，展现

汉晋时期喜狗、御狗的社会风尚。

“第九届成都诗圣文化节”围绕

诗歌文化，将从朗诵会到音乐会，从

“人日”祭拜礼到名家书法展，开出有

史以来最为丰盛的“节日菜单”。

2018“成都金沙太阳节”少不了

绚丽的主题花灯和浪漫的异域风情，

还有围绕“古蜀文明和古罗马文明”

主题的《庞贝：永恒的城市》特展。届

时，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珍藏的120件/套文物精品将面向市

民展出，再现庞贝古城的真实面貌。

而作为成都人过年少不了的老

传统，已举办了50届的成都国际熊

猫灯会今年将更显“年轻态”。现代

新型光源科技与中国传统彩灯工艺

相结合，在突出传统民俗年味的基

础上，融入了丰富的天府文化元素。

□ 本报记者 于 馨

临近2018年农历春节，很多人

都开始摩拳擦掌“买买买”了。网络

电商更是早早启动了各式各样的“年

货节”。其中，天猫年货节今年主打

“让心意先到家”，宣传很“佛系”，每

个环节都不急于展示自己的营销物

品，而是用精良制作的H5和走心视

频打动人心，在用数据描述“家”和

“爱”这两个温情概念的同时，挖掘出

年货节深层次的含义，“让年味更浓，

让你和亲人更近，过一个更好的年。”

把年货带回家，就是把心意带回家。

作为过年的“标配”，很多人提起

“年货”，首先想到的是烟酒茶糖、鸡

鸭鱼肉。然而，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

的年代，这些已经很难代表心意了，

反而是一些“文化年货”，虽然不能填

饱肚子，却可满足人们对“年”的精神

需求。

农民工的年货：行李箱内
藏“幸福”

春节前后，火车站必定是一个最

为“热闹”的地方，这里聚满了行色匆

匆的人们，大包小裹扛在肩上，归乡

的喜悦写在脸上，随便找个人搭讪，

回答都会是：回家过年。在北京南站

的候车厅里，记者见到了要回老家黑

龙江过年的农民工老沈。他身上背

着厚重的行李卷，却拉着一个很新的

行李箱，他告诉记者，这里都是给家

里人买的年货，因为怕磕着碰着，所

以“狠心”花了一百多元钱买了个行

李箱，这是他买的第一个行李箱。“什

么年货这么‘金贵’啊？”记者很是好

奇。“这些都是只能在北京才能买到

的好东西啊。”老沈很神秘地说。

因为记者的请求，老沈打开了行

李箱，最上面的是两件红色“福”字花

锦缎唐装棉袄。“这是给俺爹、俺娘买

的，是在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买

的。”老沈说，以前都是在电视里看到

老人孩子穿着红色的唐装过年，觉得

很喜庆，所以年初放假的时候，他特

意跑到大栅栏，挨家地找，最后找到

了“瑞蚨祥”。“‘瑞蚨祥’可是有100

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了，售货员说这种

‘福’字花的红棉袄最适合给老人了，

寓意特别好。”除了棉袄，行李箱里还

有老沈送给妻子的“内联升”布鞋、女

儿的景泰蓝手镯、儿子的“稻香村”点

心匣子以及两瓶牛栏山二锅头。

2017年，像老沈一样在外打工

的农民工有1.7亿人，为了保证他们

的权益，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

办法》。今年年初，人社部联合国家

发改委等12个部门，在全国范围部

署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

查，对春节前的治欠保支工作进行了

专门部署，保障“老沈”们都能高高兴

兴回家过年。

“以前做工程都有包工头，到了

年底，钱都是找包工头要，现在是老

板直接把钱打进银行卡里。”钱安全

地进入钱包了，老沈就能多花些心思

来买年货了。“以前回家过年，俺都不

知道买啥，跑到商场里，看啥都贵，最

后只能买一些吃的，回家一看，俺们

那的商店里都有。今年俺的工资涨

了，就像给家里人买些特别的。”老沈

说，买这些年货，主要是看中它们背

后的“故事”，比如“‘瑞蚨祥’这个名

号，来自于《搜神记》中‘青蚨还钱’的

典故”；“‘内联升’是给皇亲国戚做朝

靴的，只要穿上‘内联升’，就能‘连升

三级’‘平步青云’”；“景泰蓝是北京

著名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品，距今已有

600多年的历史”。每个故事都是老

沈向店里售货员请教得知的，并一点

点记在本子上的。“爹娘和孩子都没来

过北京，俺希望通过这些年货能让他

们多了解一些，希望儿子、女儿未来能

到北京读大学。”检票时间快到了，老

沈很仔细地收好年货，合上行李箱，背

上行李卷，走向检票口。

奶奶的年货：一只毛笔
书写“心愿”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二楼的碳

墨轩里，潘奶奶正在挑选毛笔，这是

她给孙子准备的礼物。潘奶奶的儿

子一家常年生活在广州，今年全家回

北京过年，为此，潘奶奶早早就开始

准备年货了。“吃的、穿的早就买好

了，就是不知道要给孙子买点什么。”

想了很久，潘奶奶有了主意：她要送

给孙子一只毛笔。

潘奶奶说，以前过年，家家户户

的春联都是请胡同里的文化人来

写。买红纸、研墨汁，祝福的词儿都

是老先生根据各家情形“私人订制”，

挥起粗粗的毛笔，遒劲的大字跃然纸

上。红纸黑字，贴在门上，年味一下

就“浓”了。“如今的春联都是从商超

里买来的，虽然制作华丽精致，内容

却千篇一律，我还是喜欢手写春联的

质朴和清雅，喜欢它散发出的淡淡墨

香和传达出的‘精气神’”。潘奶奶决

定今年要和孙子一起动手写春联。

潘奶奶的孙子在广州读的是国

际学校，接受的教育更偏向西方，“孩

子英语说得很溜儿，却不会讲北京

话。手机、iPad玩得精，却不会写毛

笔字。我送他毛笔、教他书法，是希

望他能好好了解老祖宗给我们留下

来的好东西。”潘奶奶如是说。

在碳墨轩的柜台旁，竖着一块很

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书法是我国一门历史

悠久的传统艺术。在古代，读书人写

字作文以毛笔为主，自然而然地催生

出了书法这门艺术，可是在手机、电

脑盛行的今天，人们用电脑打字越来

越多，用笔写字越来越少，甚至出现

了汉字的认读危机和书写危机。书

法更是成为一种“特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

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

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近年来，教育部

一直在推行中小学“书法进课堂”活

动，书法基础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但是，家庭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环，因为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书

法教育不仅是技能教育，更是一种文

化养成。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一副春联延续着华夏的文明

传承；“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一只毛笔书写着潘奶奶对孙子的心愿。

儿女的年货：小小邮票
寄托“孝心”

“过年回家，除了给父亲红包之

外，还能送点什么有意义的年货呢？”

自从决定今年回家过年，这个问题一

直困扰着王先生，因为2018年农历

戊戌年是他父亲60岁的“本命年”。

在剔除各种选择之后，王先生最终决

定为父亲购买一套狗年生肖邮票。

十二生肖源于我国古代的干支

纪年法。古人以天干、地支纪年，

地支附以动物，即成为鼠年、牛年、

虎年……中国邮政自1980年起发行

生肖邮票，至今已有四轮了，每年一

套的生肖邮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文

化寄托。王先生的父亲是资深“票

友”，并且热衷于收集生肖邮票，但他

一直都很遗憾没有1982年第一轮的

狗年邮票。今年又恰逢狗年，王先生

决定送父亲一套狗年生肖邮票。

今年《戊戌年》生肖一套2枚，延

续第四轮生肖票整体“合家欢”的气

氛，第一枚“犬守平安”图案中公犬昂

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瞪视前方，随

时准备抵御外敌、守护家宅;第二枚

“家和业兴”则描绘了母子二犬相依，

舐犊情深的美好场景，寄托了家业兴

旺的美好祝福。今年的第四轮狗年

生肖邮票是由99岁高龄的国宝级艺

术家周令钊设计，他是开国大典时天

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作者，有

“国家形象设计师”的美誉。拿到邮

票的王先生很高兴，“这套邮票很好

地表现了中国人对‘家’的理解，也最

能表现我对父母亲的爱，是送给父亲

最好的‘年礼’了。”

春节，作为一年中最隆重、老百

姓最看重的节日：备年货、贴春联、年

夜饭、压岁钱……它承载着几千年来

国人的诸多情感。“小时候，乡愁是一

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回家，这个朴素的字眼，因为春

节，而散发着缕缕暖意，透出只有中

国人才能理解的温柔和热烈。

如今，很多人都抱怨年味儿淡

了，其实，写春联、剪窗花、编中国结，

这些浓浓的“中国味儿”年俗并未淡

出生活，而是走出了“独乐乐”的小格

局，走到了文化馆、图书馆和书城的

“文化集市”中。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文化年

货不可轻视，因为它们更富内涵，更具

年味儿。年货从满足物质到满足精神

的变迁，承载的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全新理解和向往。所以，今年春节，

我们不妨动手写写春联，促进汉字文

化传承；不妨拿起剪刀剪剪窗花，把喜

兴装点；不妨编上中国结、挂上红灯

笼，用文化把家里装扮出浓浓年味。

烹制“年味”浓浓的文化盛宴
四川成都超两千场文化活动陪市民过年

让 年 货 多 些“ 文 化 味 儿 ”
年货从满足物质到满足精神的变迁，承载的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全新理解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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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的钟声

北京有许多名胜。天安门、故宫、长

城……但如果没有在胡同四合院里追逐

打闹、在北海公园夏划船冬玩冰的童年，

是不好意思与这些名胜以“咱”相称的。

而北京站和北京站的钟声是例外：它存

在于这座城市，更多的是为了这座城市

的他乡过客。

让春节消费季
舒畅起来

□ 杨玉龙

春节将至，1月29日，广州市消委会

发布春节消费提示，呼吁广大消费者在

消费过程中要理性消费、健康消费，警惕

各类花样陷阱。消费时注意保留票据，

以助维权。(1月30日《羊城晚报》)

临近年底，各类的年货需要购置，无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更或者海淘，极大丰

富了人们的购物渠道。但与之相伴的并

非是放心舒畅的消费。从双11到双12

的消费体验就能略知一二。商家的先涨

价后降价，不降价反提价套路，以及产品

中存在的瑕疵，乃至物流配送中存在的

隐私泄露风险等，让人难以释怀。

消委会的春节消费提示很有必要。

比如，选购年货时，切莫贪图便宜，参加

促销打折活动，要详细了解清楚活动规

则；索取留存消费票据；预付卡消费需

谨慎；对于要求输入人敏感信息的，更

要提高警惕，不扫用途不明的“二维码”、

不抢来源不清楚的“红包”……这些既是

“经验之谈”，更是商家有可能还将构建

的套路。

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的确如

此，这些套路虽然媒体报道不断，消委会

也频频警示，但是对于商家而言，若黑了

心与消费者做对，总结创新套路就是手

拿把攥的事儿，更让人难以防不胜防。

所以，消委会的提示很用心，也很贴心，

终归抵不住商家的歪心眼。让春节消费

季舒畅起来，最根本的还要看商家是不

是正经人，会不会干正经事儿。

同样，让春节消费不堵心，须强化市

场监管。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专门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切实加

强元旦春节两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调

控，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而且，各地

均在紧锣密鼓地出台相关举措，加强春

节市场监管。事实上，唯有监管动起来，

措施硬起来，让不法商家无容身之地，消

费者才能舒心消费。

另外，行业的自律不容小觑。比如，

近日一段海南三亚“第一市场”周边、数

十家海鲜加工店联合呼吁抵制“拉客”

“宰客”行为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可以

说，街面上的商家能够抵制“拉客宰客”

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智慧。而每个行

业理应需要这样净化自身的勇气。毕

竟，唯有干干净净、踏踏实实做生意，才

能赢得市场。

春节是开心喜悦的日子，也是传统

的消费旺季，任谁也不愿意因为买东西

而怄气，甚至因为一件商品连年都过不

痛快。因此，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多下功

夫，而商家更须恪守“守法诚信经营”原

则，尊重消费者。同样，对于消费者而

言，这段时间虽然钱包鼓了，自己的钱自

己做主，也需牢记文明消费、科学消费、

理性消费，更应学会依法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