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2023年农历春节期间，上海市奉贤区各大商圈都开展了迎春活动，为上海市民提

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图为龙湖奉贤新城天街商场举办“我们的节日·春节”活动，小朋友现场体验南桥撕纸非遗项目。

（上海市奉贤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2023.01.30 星期一

今日8版 第7641期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主办出版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主办出版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www.cfgw.net.cn

中国改革报为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

重点推荐

提振信心 充分激活消费“引擎” 2版

中华人民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价价格格公报发布报纸公报发布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本 报 发 布 企 业业 债 券 公 告债 券 公 告

传 播 力 就 是 竞 争 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新闻热线：（010）63691897 本版编辑：付朝欢
Email:crdzbs@163.com

改革网 中国发展改革微信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 见习记者 甄敬怡

“好！”“再来一个！”1月22日下

午，河北省保定市西大街庙会上传来

阵阵叫好声。被人群层层围绕的舞

台上，热闹的舞狮表演正在上演。整

条街人声鼎沸，喜气洋洋。

庙会所在的保定西大街形成于

宋代淳化年间，长846米，是名副其

实的千年古街。上世纪60年代脍炙

人口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就

曾来此处取景。“两年前保定着手

推动古城保护更新，西大街的修

复就是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古城

更新工程。”一名街区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2021年起这里开始进行业

态改善、商户搬离等工作，2022 年

11月崭新的西大街举办了开街测试

仪式。

大年初一天气寒冷，但西大街

人头攒动、热情不减。“逛了这一会，

就看了皮影戏、拉洋片、舞狮等非遗

项目表演，这是我们保定市民了解

古城文化很好的契机。”人群中的唐

女士告诉记者。

保定方言博物馆内，一名家长

带着孩子指认墙上的保定方言。“我

很喜欢这个博物馆，头一回看到我

们的口头表达落在纸面上，感觉既

熟悉又新奇。”这位家长对记者说。

可观的客流量拉高了商家的销

售额。庙会内小吃街摊位前热气腾

腾、香味萦绕，店面里销购两旺、热闹

非凡。街道两侧，糖人、泥塑、草编等

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看得人眼花缭

乱。“过年这两天，店里每天的销售额

能达到平时的两倍多。”一位茶叶店

店主告诉记者。

据了解，过年前夕，保定市统筹

安排1亿元资金发放各类消费券、开

展形式多样的优惠促销活动，旨在激

发消费新活力、点燃城市烟火气。春

节期间，保定著名文化遗迹景点直隶

总督署、古莲花池免费向游客开放。

大年初四早上记者赶到时，发现直隶

总督署的参观队伍已排到了大门开

外500多米。

大年初一携一家老小到大慈阁

祈福游览，是保定老百姓由来已久的

春节习俗。大慈阁凭借“市阁凌霄”

之美誉成为古城保定的象征之一，有

着“不到大慈阁，何曾到保定”之说。

今年过年，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寺庙迎

来了疫情以来的正式对外开放。“这

是我们三年来第一次前来重游。”一

位市民对记者说，“辞旧迎新，相信今

年一定会更好。”

有平台统计显示，保定可能是新

冠疫情以来，中国最早经历感染高

峰、最先开始恢复日常的城市之一。

记者从当地两家医院了解到，目前医

院的日常医疗秩序均已恢复。“前来

买药的人比前段时间少了很多，买退

烧、感冒类药物的顾客已经很少了，

也没有人囤药了。”保定莲池区一家

药店店长告诉记者。

作为河北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保定东站自元旦以来日均客流在

8000~10000人，恢复到接近正常水

平，甚至已多次出现瞬时大客流集中

进站、增设临时候车区的情况。春

节期间，日常街道的人流量已恢复

往常。“活儿明显多了起来，”一位滴

滴司机对记者说，“今年除夕我也没

歇着。”

保定的城市活力正在寒冷冬日

里加速回归。这片拥有约1000万

人口的京畿重地，重现着往日的秩

序与繁华。“年味莲池·菊胡同首届

新年文创集市”上，热闹的京剧演唱

吸引着年轻人纷纷驻足、连连叫好，

“乐享新保定，开心过大年”几个大

字在古香古色的布景中十分惹眼。

新旧交替的节日里，人们纷纷走出

家门，在新保定的流动气象与老保

定的历史沉淀中，感受着久违的市

井烟火气，收获着穿越时空的文化

认同。

赏非遗览古迹 烟火气重现保定古城

□ 见习记者 陈荟词

“等你晚上再来看，这街上的灯

都亮起来了，更好看！”腊月二十九，

河南省兰考县人民广场旁的街道上，

工作人员王师傅正在高空中悬挂布

置新春彩灯。随着新春来临，兰考县

启动了2023年春节亮化工作，在街

头，在树木间，各种元素的彩灯点亮

了冬季夜景。

1月 16 日上午，2023 年“欢乐

春节 幸福兰考”文艺演出暨年货大

集系列活动正式启动。1月14日至

2月8日期间，以兰考城区人民广场

为主阵地，以县文化馆、图书馆、礼

堂和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服务

中心等公共文化场所为补充，兰考

县拟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70余

场，年货大集、特色农副产品展销、

消费券发放、特色小吃等配套活动

也进一步丰富了广大群众新春佳节

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释放消

费潜力，助力经济快速回暖。

“大娘，你要几副春联？”“我要三

张门福、两副春联！”除夕之前，义写

春联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应邀前来

的书法爱好者们一边询问着大家的

需求，一边铺纸、蘸墨、挥毫，手上的

动作一刻未停。书写过程中，环卫工

人张阿姨帮忙按着纸张的另一头，浓

浓的年味随着笔尖流淌出来。“你看

这字写得多好，今年可不用买春联

了。”张阿姨向记者展示着她刚拿到

的墨迹未干的门福。

穿过售卖各式各样年货商品和

特色小吃的摊位，陈先生被广场

另一侧的“迎新春兰考新貌暨乡

村 振 兴 摄 影 作 品 展 ”吸 引 了 目

光。他指着其中一幅作品说道，“这

是一位很有名的摄影家。”据了解，

此次活动得到了广大摄影家的大力

支持和踊跃参与，他们深入田间地

头、企业、城乡建设一线，围绕乡村

振兴、精准扶贫等中心工作开展采

风，用镜头记录下了乡村振兴的精

彩瞬间。

在兰考人民广场穿行而过，记者

驻足在一面展板前，上面记录着1月

14日至2月8日期间每天的活动内

容。义写春联、乡村振兴摄影展、图

书赶集、文艺晚会、灯谜竞猜、民俗

表演……在兰考街头，备足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年货”。春节是中华民

族最隆重而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之

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文化年货”丰富了兰考人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兰考的年味更

醇、更浓。

“文化年货”迎新春 兰考年味更醇浓

急诊科里的“别样”春节

□ 本报记者 鲍筱兰

□ 戴玲玉燕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为喜迎2023年农历兔年春

节，1月18日，上海市奉贤区在龙湖

奉贤新城天街商场举办了“我们的节

日·春节”主题活动，与市民们共庆新

春佳节，共享欢乐祥和。

中午12时30分，活动在龙湖奉

贤新城天街的一楼中庭热闹开场。

红火喜庆的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踊

跃参与。活动设置了红红火火民俗

体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国潮

文化联展活动、幸福暖心祝福活动

等。市民们可以在现场参与民俗

撕纸、写福字春联、录制拜年短视

频，还可以领取南桥暖日子小礼

品。来到现场的市民阮伟鸿也是

一名文明家庭代表，她刚体验完民

俗撕纸。她说，这是商场开业后第

一次举办这样的主题活动，由于家

住附近，觉得十分方便。

现场，还来了一群来自恒贤小

学的小朋友，孩子们都聚精会神地

撕着手里的纸张。一会工夫，一只

只活泼的红色小兔便“跳”出了掌

心。一旁在给他们指导的，便是南

桥撕纸非遗传承人何玉玮。何玉玮

介绍道：“我们这个新春比较热闹，

通过带领孩子们来学习南桥撕纸这

一区级的非遗项目，也能让小孩子

对非遗有所了解。今天相较于平常

的上课环境，会更加热闹一些，因

为来商场玩嘛，孩子们本身就很开

心。”张孝然小朋友刚刚完成手中

的撕纸，他笑容满面地向大家展示

道：“我撕的是一个小兔子，今天也

是我第一次撕纸，撕纸很有乐趣，

红兔子也很喜庆。”一旁的陆可欣小

朋友也为大家送去祝福，她说：“新年

到了，我也撕了一个小兔子，祝大家

新春快乐。”

“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活

动旨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营造欢乐喜庆、祥和文明

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通过深入

挖掘春节所凝结的优秀传统文化

内涵，强化与“贤文化”的融合，

在组织开展贴近市民、贴近生活

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和文化娱乐活

动中，切实提高广大市民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春节期间，奉贤区各大商圈都

开展了此类迎春活动，为上海市

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体验传统民俗
红火迎新春

□ 本报记者 田新元

1月27日，随着成都航空EU1895

次航班稳稳落地，在经历了22个月的停

航改扩建施工后，中国最北机场——漠

河古莲机场恢复通航，标志着神州北极

“空中通道”正式恢复。

在漠河体验了零下53摄氏度极寒

天气的上海游客王丹，来到漠河已经好

几天了，今天返程的她专门等待这趟航

班。“我大年三十到漠河，专门等这趟航

班返回，有飞机出行方便了很多，希望

开通到上海的航班，我夏天还会再来。”

最南看海，最北看雪。来自广州的

游客潘女士在南方长大，所以就想去祖

国北方看看雪。“一开始，想着坐火车，

但是抢不到票，然后才看有没有飞

机，没想到竟然有票，这样会节省很

多时间。”潘女士说。

据了解，漠河机场改扩建工程是黑

龙江省重点推进的百大项目工程之

一。该项目总投资8.05亿元，改扩建

后，跑道延长至2800米，新建航站楼、

航管楼和2部登机廊桥，配套建设空

管、供水、供电、供暖、消防救援等辅助

生产生活设施，可起降A321、B737-

800同类及以下机型。目前，开通了哈

尔滨至漠河、哈尔滨经停加格达奇至漠

河两条航线。

漠河机场安全质量部经理钱鑫淼

介绍，漠河机场复航后，机场综合保障

能力进一步提升，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7万人次、货邮吞吐量731吨、飞机起

降量5596架次的使用需求，将有效改

善和提升漠河旅游旺季交通运力，拉动

大兴安岭林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年，漠

河机场将力争开通漠河至北京、长三

角、珠三角的航线。

漠河地处黑龙江省北部，是中国最

北边的城市，也是中国纬度最高、气温最

低的城市，全年平均气温零下3.8℃，所

辖北极村是中国唯一可观赏到北极光和

极昼现象的地方，素有“神州北极”“金鸡

之冠”的美誉。作为中国最北机场，漠河

机场在2008年通航后，有效发挥了支线

机场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改扩建后，漠河机场将更加繁忙，

为当地经济发展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新春飞到“神州北极”去看雪

□ 本报记者 明 慧

□ 李冰冰

医护人员交接班、日常查房、紧急

抢救、多科会诊、交代病情……农历大

年三十，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美

术馆东街18号的北京市隆福医院急诊

科，这里和平时每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没

什么不同。

在急诊人眼中，“急”就是一个常

态，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更是家常便

饭。3年来的抗疫过程，急诊科作为直面

患者的第一窗口，每次都是首当其冲，既

体现了医院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能力，

也考验了科室医护人员的凝聚力。

“由于患者数量增加，急诊科的医

护也在保持着高强度的运转。在抢救

室内，时间都是以秒为单位计算。心肺

复苏、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高级

生命支持……这些是每名医护必须要掌

握的技能。”急诊科主任王卫对记者说，

急诊科是医院的最前线，所有的急、危、

重症抢救都是从急诊开始的，送到急诊

的病人，情况都比较危重，如果不能迅速

稳定住病情，后续治疗根本无从谈起。

“肾上腺素1mg静推，每3分钟一

次，继续胸外按压。”大年初一夜里11

时，在北京市隆福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医生来回穿梭。各种抢救设

备、监控仪器的警报声不断响起。这

里，正在进行一场命悬一线的抢救……

ICU担负着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重任，

是与死神争夺生命的重要战场。在这

场全民关注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能带

给大家最好的消息就是有患者康复出

院或者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

房。谈及今后的医疗救治，重症医学科

主任陈雁表示，这里重症患者多，一线

医务人员忙到最后只想着能抓紧多治

好几个病人。

“急诊科这里有一个呼吸衰竭的患

者，请贾主任来看一下。”接到会诊通知

后，北京市隆福医院呼吸科主任贾琦第

一时间赶到了急诊。春节放假6天，贾

琦每天都会到科室转一圈，看看患者情

况，顺便给老病号们拜个年。

这个春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团

聚和陪伴的象征，但对医护人员来说，

却是职责和坚守的代名词。“医院是最

特殊的地方，一年365天没有休息的时

候，春节期间医疗救治不能停歇，大家

24小时开机待命，随时应对春节期间

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北京市隆福医

院院长彭堃对记者说，我们春节长假短

休，初二就恢复了全天门诊，老百姓关

注的中医和西医康复门诊全部开放。

自明朝起，什刹海冰场就是“冬嬉”的著名场所。什刹海冰场经营面积16万平

方米，前海和后海水域可容纳1.2万人同时上冰。图为今年春节期间，北京什刹海

冰场游客如织，人们尽享冰上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 苗 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