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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春节档、最“热”逛馆潮、最“红”微度假……

文旅大餐能否节终宴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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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就地过年等于
“宅”，那就大错特错了！牛年春
节，人们贡献了超78亿元票房的
最“牛”春节档，逛遍各大文博场
馆，在“微度假”“微旅游”中重新
探索城市之美。

牛年春节文旅消费折射出，
人们更加注重社交属性、文化传
承和高品质体验，庞大的本地市
场潜力成为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力。

最“牛”春节档
领跑“文化过年”热上加热

最“牛”春节档、文博场馆热热
闹闹、“云文娱”“云演出”等精彩纷
呈……今年春节，“就地过年”的倡
议让很多中国人停下返乡的步履，
也让“文化过年”热上加热。

最“牛”春节档领跑文化市
场。国家电影局18日中午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1年2月11日除夕
至17日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
达78.22亿元，继2019年59.05亿
元后，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票
房纪录。灯塔研究院院长牧晨分
析：“无论从影院排片、影片供给还
是观众需求的维度来看，今年的春
节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最强
春节档。电影市场经历了停摆、复
工、复苏，春节档的火热来之不易，

不仅给行业以信心，同时也告诫从
业者必须提供优质内容。”

“下馆子”享文化大餐深入人
心。今年春节期间，杭州的张女士
带孩子一口气参观了全城数个博
物馆、美术馆，她说，与过去的“热
闹年”相比，现在过的是“文化
年”。文化场馆也备足“年货”，开
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以
满足公众需求。在上海，81家博物
馆、近30家美术馆等推出100余
场展览，上线300多个云展览，涉
及历史文物、革命文物、自然科学
标本等多个门类的藏品和展品。

文化盛宴“云上”呈现。43部
电影抢占首个网络电影春节档，
一票难求的话剧《茶馆》《天下第
一楼》《哗变》线上限时展播，享誉
海外的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与
孩子们“云过年”，携程、美团纷纷
参与由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云
游合家欢 就地过大年”活动、“云
展现”祖国大好河山……很多年
轻人把节省下来的路途与线下聚
会时间，留给了“云文娱”“云演
出”“云旅游”，以线上文化盛宴充
实这个不回家的年。

“微度假”“微旅游”流行
生活中的“惊喜”更精彩

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超

五成用户的理想出行距离为 50
公里以内。“就地过年”催生了以

“微度假”“微旅游”为代表的大众
旅游休闲新热点，在文旅深度融
合背景下，人们享受“文化大餐”，
感受团圆之乐。

北京市民徐女士和家人在
市郊一家酒店“微度假”过春节，
因为京郊风景优美，换一个环境
可以彻底放松。徐女士并非个
例，携程报告称，春节期间，上
海、北京、三亚、广州、深圳、重庆
等城市酒店订单量居前，这些城
市的用户更倾向于通过“酒店度
假”犒劳自己和家人。飞猪平台
数据显示，受益于人们的短程旅
游休闲，电竞酒店、宠物民宿等
的客单价实现 30%至 100%的
涨幅。

周边游、“微旅游”有多活
跃？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程梅红介绍，春节假期上海共接
待游客492.16万人次，同比2019
年恢复96%，其中上海本地游客
占比81.55%；沪上170家主要旅
游景区点7天累计接待游客612
万 人 次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30%。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同程航
旅数据显示，假期前6天，各地周
边游整体环比涨幅达 289%，部
分城市周边游同比增长 300%
以上。

在城市“微旅游”中，人们收

获着“新惊喜”。春秋旅游副总经
理周卫红介绍，春节假期，该企业
推出的上海本地旅游产品量较
2019 年春节旺季增长了 1.5 倍，

“微游上海”产品增长了5倍，主
题涵盖红色旅游、历史建筑、老牌
酒店等。春节团队有80%是本地
游，其中参团的游客有80%左右
都是就地过年的人。

首次就地过年的东北女孩张
玖绫和父母一起参加了探访上海
工业遗存的“微旅游”，还逛了不
少文博场馆。张玖绫说，因为都市
深度旅游，自己更了解上海，也收
获了别样的快乐新年。

重社交、重文化、重体验
文旅大餐如何时时丰盛时时新？

业界分析，从春节文旅消费来
看，人们更加注重社交和情感表
达、文化传承和高品质的体验感。

抖音平台上，用户拍摄了
1.3亿个短视频给全国网友“云”
拜年。“《你好，李焕英》看哭了”
等话题为人们津津乐道。博纳影
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说，优质的电
影能更多凝聚人心，带来更多喜
悦和温暖。在线下，国家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等几乎每天都预约
满员，山东博物馆大年初三还排
起“之”字形长队，逛馆、看展等

文化消费已成为公众文化生活
必需品。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
视员朱海闵分析，在春节等重要
节庆节点，文化消费市场“线上线
下”双重供给将成为常态，既推动
文化消费市场的整体回暖，为人
们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也
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实现
高质量发展。

周卫红说，近程的“微旅游”
走红折射出人们对自己熟悉的城
市仍有探寻历史文脉、了解文化
的诉求。一条串起上海苏州河沿
线历史建筑和浦东现代建筑、展
现上海城市发展历程的微游线路
原定7天游客总量为140人，因太
受欢迎，旅行社不得不增加人手
组织，春节期间共有约200人参
与。“人们需要更多的高品质文旅
产品。”她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
议，要适应大众旅游和小康旅游
的新变化，善用科学技术、文化创
意、艺术时尚来引领旅游业的高
质量发展；理性引导周边旅游、乡
村旅游、自驾旅游等近程旅游消
费趋势，让旅游休闲更加深入地
嵌入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发现
身边的美丽风景，体验日常的美
好生活。

（新华社 陈爱平 段菁菁 熊
琳胡旭余俊杰许晓青）

春节团圆宴上，广府人的餐桌
总少不了一道叫“横财就手”的菜
式。这道菜其实就是发菜蚝干焖
猪手。

新年讲究吉祥，所以菜式的名
字自然也带着喜庆与美好的寓意。
比如吃生菜是取生财有道，吃红枣
花生能早生贵子等。发菜谐音是

“发财”，蚝干又叫蚝豉，谐音“好
事”，而猪手寓意“横财就手”，合并
寓意“发财顺手”，简单明了地表达
了人们的愿望，希望来年能轻松赚
到更多的钱。

这道菜汇聚了山珍海味与最
日常的猪肉。蚝干自然是海味，发
菜则是山珍，又称为地衣、头发菜、
仙菜、龙须菜等名，干的发菜色黑
且细长，轻盈蓬松。其实它是一种
藻类，多生长于干旱和半干旱土地
贫瘠地区，极为稀有珍贵，所以价
格不菲。

这道菜的做法并不复杂，先将
发菜和蚝干分别泡发，泡发菜时最
好用温水，或加入几滴食用油。猪
手斩块后洗净，飞水滤干，锅中加
冰糖炒出糖色，再加姜片、猪手、酱

油、老抽、南乳酱、水等焖烂入味。
焖到最后几分钟再下蚝干增香，差
不多收汁时才下发菜，因发菜是藻
类，加热过猛容易焦成一团，影响
口感。等发菜吸收汤汁，便可摆盘
上桌。摆盘一般是猪手围成圆圈，
蚝干在第二层，发菜则堆在圆圈正
中，如嫌弃猪手过于肥腻的，还可
加些西兰花或小白菜点缀吸油。

此菜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可
以吃。不过，近些年来，出于环保考
虑，越来越多人提倡少吃发菜，因
为过度采摘发菜会影响地表生态，

导致草原退化、沙化等问题，给当
地生态环境带去损失。所以，对于
传统美食，可以进行合理改善，因
地因时制宜，譬如将发菜替换为海
发菜或紫菜等海藻类，味道与卖相
同样不逊色。

吃得吉祥富贵固然重要，但如
果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也不失为
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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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
如今越来越普及了，标志之一就
是每到年节，非遗老字号食品、非
遗手工制品、非遗民俗活动等就
会集中开展线上线下的展览展示
展销活动。“非遗”承载着中国人
的文化乡愁，是中国人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的载体。和正式的史书
相比，非遗所记录的历
史亲切、朴素而丰富，
充满了人情味儿和烟火
气。就拿春节来说，已经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
与春节有关的非遗项目
就有 200 多个，诸如舞
龙、舞狮、灯会、庙会、年
画、剪纸、社火……不胜
枚举。丰富多彩的非遗
展示出了中华文化的
深厚与多样，所营造出
的节日氛围，是其他事
物难以替代的。

许多非遗项目诞生
于农耕时代，是农业文
明特有的产物，因此随
着中国加速进入现代化
社会，这些曾经伴随着
中国人祖祖辈辈日常生
活的事物也难免渐渐消
失。比如，过去中国人几乎家家户
户都备有扇子，在文人墨客的手
中，扇子甚至发展成一种文化。在

《红楼梦》里，仅仅围绕扇子套就发
生了不少故事。但现在有了空调，
扇子的必要性就下降了。许多制作
扇子的手工技艺不免后继乏人。现
代纺织工业发展起来后，传统的土
布制造技艺就面临失传的危险。现
在造房子普遍使用钢筋水泥，而传
统的夯土建筑就很少见到了。

但是，非遗的价值不仅仅在
物质本身，更在于非遗所承载的
文化记忆，因此是不能轻易丢弃
的。非遗概念的兴起与普及，使得
这些宝贵的民间记忆和民间技艺
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实际上，非
遗尽管来自于过去，但仍然可以
融入现代生活。许多非遗技艺的

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比如，
夯土建筑的特点是冬暖夏凉、取
材方便、造价低廉，虽然现在很少
见到新建的夯土建筑，但通过现
代技术的加持，夯土的硬度和承
载力可以达到极高的标准，用现
代夯土技术建造的房屋不但美观
而且节能。一些建筑师正在推广

现代夯土建筑。现代纺
织技术造出来的布匹
尽管很舒适，但依然替
代不了土布的质感。一
些时尚人士偏爱传统
手工织造的土布，侗族
亮布、扎染、蜡染等颇
为流行。在网店里，这
些带着乡土气息的非
遗产品一直很畅销。开
发非遗的实用性才能
使它们不会远离生活。

新时代，人民更加
渴望美好的生活，而非
遗正是创造美、欣赏美，
因此是切合时代需要
的。现在所应做的就是
进一步挖掘和创新非遗
中所蕴含的美。比如，传
统图案、传统设计中所
蕴含的体现中国传统审

美的元素如何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有的非遗项目，如苏绣和世界知名
品牌合作开发手表，融古典与现代
于方寸之间，令人惊艳。故宫文创
产品中诸多爆品也是成功应用传
统纹饰的经典案例。

既实用又美好，应该成为非遗
传承发展的一个方向。非遗，只有
融入生活，才不会被生活所遗忘，
才能让人们记住文化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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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
设计千余款文创衍生品

笔者从日前举行的首届圆明
园文创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
圆明园已设计衍生产品1581款，
推出产品217款，包括“圆明园四
十景”“大水法与石鱼”“仙萼长春”

“圆明园十二生肖”等主题系列。
圆明园文创产业起步于2016

年，已形成办公用品、纪念臻品、家
居潮品、服饰穿搭等丰富的产品结
构。圆明园注重文化资源的系统收
集与梳理，通过探索、搜集、整理，
初步搭建圆明园文创素材资料库，
内容涵盖历史资料、文物资料、照片
资料、原创设计资料、3D素材、视频
资料六大类，近万种元素，且在持续
更新完善，为后续产品设计开发提
供了依据。去年10月，圆明园研究
高校联盟成立，汇集专业研究力
量，助力圆明园文创产业发展。

（《人民日报》施芳）

牛年新春
上海图书市场
“牛劲十足”

新华社上海2月 20日电（记
者 孙丽萍）位于上海福州路的上
海书城中心展位上，大红色书脊拼
出了醒目的“牛”字；而在以雅致著
称的古籍书店里，“红红火火轧闹
猛——中国民俗文化主题展”声势
夺人……

来自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
会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牛年春
节7天假期，上海图书市场销售红
红火火、牛劲十足。上海市民享受
了一个书香味浓郁的“文化年”。沪
上60家实体书店销售金额达850
万元，网上书店销售425万元。

调查显示，虽然受到疫情影
响，多数书店采取预约入场等“限
流”措施，依然挡不住上海市民牛
年新春的“悦读”热情。上海外文书
店客流、销售册数、销售码洋分别
同比2019年春节同期增长141%、
206%、25.6%；朵云书院广富林店
与 2019 年 春 节 相 比 客 流 下 降
71.83%，但营业额上升154.2%。据
统计，实体书店的图书销售与文创、
咖啡消费的比例大约为3：2：1。

春节期间，就地过年的沪上
“原年人”网络书店也“买买买不
停”。2月11日—17日，上海悦悦图
书有限公司旗下的天猫“悦悦图书
专营店”订单量3.4万笔，销售371
万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云间世纪”2月10日—17
日销售31.5万元，春节直播直接销
售转换1.7万元。

统计显示，社科、童书、文化、
科幻等主题书籍成为牛年新春上
海读者“最爱”。《细节的力量：新中
国的伟大实践》《龙猫》《三体》《百
年孤独》《故宫观止》《乡土中国》等
都是热门书籍。

东台：春节期间
西溪天仙缘景区
过文化大年

本报讯（朱铭）春节期间，江苏
东台西溪天仙缘景区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景区内游人如织、人气爆
棚，草市街、汉潮街、犁木街，七仙
女文化园、西溪乐园、西溪植物园
等网红景点人潮涌动，成为八方
游客争先恐后的打卡地。值得一
提的是，春节期间景区全新推出
的《仙·凡》沉浸式体验秀，让游客
身临仙缘其境，体验别样感受，跟
着剧情边走边看，体验惊险刺激的
场面……游客们直呼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