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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文/摄
随着北方小年的悄然来，北京这

座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城市，正式拉开
了春节庆典的序幕。夜幕降临，华灯
初上，长安街及沿线的春节景观布置
犹如一幅被点亮的梦幻画卷，在世人
面前缓缓展开，宣告着京城已全面进
入“春节模式”。城六区的街头巷尾，
灯笼灯饰交相辉映，将大街小巷装点
得年味十足，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
氛围。

今年的春节尤为特殊，是第一个被
冠以“世界非遗版”的春节。北京以“非
遗贺新春 京城过大年”为主题，巧妙地
将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景观布置之中，让
传统与现代在灯火阑珊处相遇，碰撞出
别样的火花。生肖蛇、春联“福”字、年
画窗花、鲤鱼、牡丹花、宫灯、如意……
这些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符号，与京
剧脸谱、京韵大鼓等传统民俗元素交织
在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

节日图景。
1月22日晚，记者踏入北京市西城

区和平门外琉璃厂文化街，这里早已是
灯火辉煌，美不胜收。璀璨的灯光如同
星河洒落，照亮了这条古老的街巷，将
每一处细节都映衬得美轮美奂。诗词
花灯、铁树银花、生肖灯组等特色灯组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道两旁，与文化街
的历史底蕴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独特
的文化氛围。市民和游客们纷纷驻足
观赏，拍照留念，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消费者杨先生感慨地说：“琉璃厂
文化街去年的华灯就已经很亮眼了，没
想到今年又升级到了 2.0版，真是让人
眼前一亮！这不仅是灯光的升级，更是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为了进一步提升春节景观布置的
品质和内涵，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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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措施提出发
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丰富文旅业态，举办民俗演

艺、灯会庙会、光影秀等活动。同时，还
支持各地对消费集聚商业区的夜间照
明和夜景灯光升级改造，优化停车场、
公共交通等配套服务设施。这一政策
的出台，无疑为北京的春节景观布置增
添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也将进一步促进
北京景观照明、文旅照明等细分领域的
发展，为北京的春节夜景增添更多亮点
和特色。

记者了解到，北京全市千余条主要
大街和近3000条街巷悬挂灯笼灯饰共
计 26万余件，设置景观小品 256处，在
10 处地标建筑播放春节主题光影艺
术，开启了 2969处景观照明设施。每
一处布置都充满了创意和匠心，共同营
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无论是龙
潭、地坛、厂甸的传统庙会，还是朝阳区
温榆河、丰台区园博园、延庆区世园会
等灯会现场，亦或是天坛公园、玉渊潭
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等游园场所，都
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京剧、舞龙舞狮、
剪纸窗花、春联年画等传统艺术与民俗

活动、文旅活动相融合，动静结合，打造
出一场场集视觉、文化和娱乐于一体的
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景观照明灯大
多采用了 PETG材质。这种材质不仅
具有良好的透光性和耐候性，还能有效
节能，减少能源消耗。此外，今年的景
观布置在注重美观的同时，也充分体现
了节俭利旧的理念。充分利用以往的
灯笼灯饰、部件材料、景观小品、框架结
构等，通过变化布置点位、更换布置元
素、增加灯饰投影、运用科技手段等方
式，为节日增添了“新”味道。全市景观
小品利旧率约58%，灯笼灯饰利旧率约
68%，既节约了资源，又展现了创意和
智慧。

在这个张灯结彩的春节里，北京以
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向世
界展示着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和活
力。无论是璀璨的灯光、精美的装饰，
还是丰富的文化活动，都让人感受到了
浓浓的年味和无尽的喜悦。

□ 本报记者 解 磊 文/摄
“故宫的雪飘冰箱贴、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的虎符冰箱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
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十二龙九凤冠冰箱
贴……再贴上这副春联冰箱贴的话，以后
再想收集冰箱贴，我就只能换一个更大的
冰箱了。”1月22日，在北京市大兴区荟聚

购物中心某品牌生活好物集合店里，正在
挑选春联冰箱贴的消费者李女士笑着对
记者说。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
会实践”于 2024年 12月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第一个“非遗版”春节即将到来，记者
走访多家生活好物集合店及潮玩店发现，

对联款式的冰箱贴，是今年许多年轻消费
者的“新宠”。小小的冰箱贴分为四部分：
上联、下联、横批，中间还有小“福”字，让
冰箱门瞬间沾上新年的喜气。某品牌生
活好物集合店店长助理丁莉告诉记者，

“一些消费者还会额外购买能发光的小灯
冰箱贴，夜幕降临，温暖的光照着可爱的
小对联，家里更显温馨。各种字体的‘福’
字冰箱贴也十分流行，消费者可以将喜欢
的字体，比如楷书、隶书、草书的‘福’字，
结合生肖蛇元素的‘福’字，多种款式排列
贴在冰箱上，‘年味儿’十足。”

在位于丰台区槐房西路的一家商场
中，记者看到了一款白蛇主题系列的磁吸
立体创意春联。店员高遥告诉记者，这款
产品在设计上融入了《白蛇传》中白娘子、
小青等元素，并配备了可自由拆卸组合的
小蛇贴纸，消费者可以根据喜好拼贴出独
一无二的春联样式。“马上就是蛇年了，
与‘蛇’有关的多款创意装饰品都卖得很
好，尤其是这款春联，已经补货两次了。”
高遥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商家还推出
了个性化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和需求，定制带有自己或家人照
片、名字的蛇年装饰品，如定制对联、红
包、手机壳等，让春节装饰品更具纪念
意义。

此外，各大博物馆、景区、商圈也纷纷
推出特色文创商品，将非遗文化与生肖蛇

元素巧妙结合，为人们带来新春文化大
餐，各种非遗元素的文创产品成为返乡人
行囊里的新年货。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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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开发时尚国潮
产品。推出彰显中国审美、中国风格的时
尚穿戴、家居、潮玩、运动、电子设备等产
品，推动在服装、箱包、珠宝、美妆、玩具等
领域开发联名款文创产品，打造国货“潮
牌”“潮品”。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负责人日前表
示，将推动在新时代形成新的春节年俗。
通过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结合，推出一批

“非遗大集”“非遗潮玩”“非遗年货”，以新
的渠道和方式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
青年人的参与，让非遗国潮、春节年俗在
创新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春联冰箱贴等创意装饰品之所以成
为‘年货’的一员，一方面，来自于年轻消费
者对装点生活的热情，将春节的氛围感精
准‘拿捏’。另一方面，来自年轻消费者对
于更有文化感的文创产品的喜爱与认
同。当冰箱贴叠加传统文化中喜庆的元
素，运用镂空、掐丝、串珠等工艺，个人的喜
好不仅得到了更好的外在展示，也推动了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再挖掘、再发展。”中
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封伟告诉记
者，让人既熟悉又新鲜的“潮年货”，正持续

“圈粉”年轻消费者，激发经济新活力。

□ 泳 鱼

春节历来是消费市场的黄金期，消费场景丰
富多元。各种年货节、年货大集更是多部门协力
打造的重点活动。从一些商家已经发布的数据
来看，消费潜力正加速释放，年货经济持续升温。

红火的年货市场既是传统消费的回归，也是
创新业态的延伸。当下，年货从满足刚需转变为
追求文化、情绪价值，从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演
变成深植于文化传统的消费习惯。在笔者看来，
年货清单不仅映射出消费市场的变迁，更是观察
当下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年货之新，新在消费内容。今年不少家庭的
年夜饭菜单上出现了原产于法国的珍馐——鹅
肥肝，而目前全球鹅肥肝产量的 45%来自中国安
徽霍邱县，这个县城凭借完整的鹅制品深加工产
业链，打造出了属于国人的“鹅宇宙”。得益于与
原产国更加完善的经贸合作政策，车厘子、鱼子
酱等更多传统印象中的高端食品正以更具性价
比的形式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年货之新，新在消费场景。年货消费不再局
限于物质上的“买买买”，体验式消费逐渐成为
更多人的“心头好”。北京庙会、广东醒狮、西北
社火等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飞梭、刺绣、剪纸
等非遗技艺体验项目，以及滑雪、温泉、观星等
热门爱好，正将无数消费者从家中吸引到祖国
的大江南北。《2025 春节旅游消费趋势报告》预
测，春节期间，民俗文化、非遗体验活动将成为游客体验的
热门选项。在多元消费场景的创新下，更为强劲的消费潜
力将得到释放。

年货之新，新在消费理念。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
到置办年货的队伍中，他们的消费理念也给市场带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如电子年货。谈起电子年货，很多人可能会感到
陌生。电子年货是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消费电子产品，年轻
人还热衷于在网上“置办”拜年表情包、游戏皮肤甚至视频平
台会员。按他们的话说，一套制作精良的拜年表情包虽然不
贵，但比传统吉祥话来得更自然；游戏皮肤在朋友间互相赠
送再合适不过；而视频会员则是节日期间完美的“电子榨
菜”。此外，“醒狮穿戴甲”登上热搜、“蛇年如意春碗”一碗
难求……从这些趋势不难看出，年轻消费者对好年货已经有
了新的定义——更新、更潮、更好玩。

消费变迁藏在每个人的年货清单里，但人们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希冀始终不变。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上年增长 3.5%。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正加力实施，有效稳
定和扩大了居民消费。同时，康义也指出，2025 年消费需求
还有待进一步提振。整体上看，消费者对年货乃至整个消费
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应当成为下一
步重点考虑的课题。

春联贴到了冰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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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消费者在北京市大兴区荟聚购物中心选购春节装饰品。

图为各式各样的春节创意摆件。

1月22日晚，在北京市西城区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游客们纷纷驻足留影纪念。

1月22日晚，在北京市西城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游客拍摄生肖蛇灯组。

1月22日晚，在北京市西城区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游客拍摄诗词灯组。

◀1月4日晚，在北京温榆河公园举办的“2025北
京千灯夜”活动中，游客们欣赏着精美的自贡花灯。

▶1月20日晚，龙湖北京亦庄天街的“福禄”
装饰灯年味十足。

1月17日晚，北京市朝阳区地铁12号线高
家园站的宫灯照亮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