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7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
城区，市民在选购春节饰品。 春节
临近，人们出门选购年货、参观游

玩，在浓浓的年味和烟火气中，共
迎新春佳节。（新华社发 刘勤利 摄
影）

红红火火迎新春

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中，蛇一
直是令人畏惧的动物。而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蛇为何成了智慧、灵
动、生命力的象征？古代先民又如
何生出关于蛇的崇拜、信仰？

近日，一场蛇年生肖文物展吸
引了往来游客驻足。这是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新春文
化系列展“灵蛇起舞·喜迎春”，展
览上，115 件（套）与蛇及春节传统
习俗相关的馆藏文物展现了古人
与蛇的有趣互动。乙巳蛇年来临，
跟随记者一起来一场“寻蛇记”，在
文物中探寻蛇文化的密码。

“提到蛇崇拜，古代巴人是绕
不过去的一支。”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研究馆员杜芝明说。重庆古
称“巴”，《说文解字》记载“巴”字是
一个象形字，像一条盘曲起来的
蛇，正在张开大口吞吃东西。

古代先民尤其是巴人为何崇
拜蛇？

文献记载的背后是对自然生
态环境的侧面反映，古时重庆地区
气候温湿、水网密布、林密山多，很
适合蛇的生存繁衍。在长期的人
蛇相伴中，人类不仅看到了蛇的危
险，也发现了蛇的强大与美。

“古人与蛇的互动，逐步赋予
蛇神性，进而生出关于蛇的崇拜、
信仰。”杜芝明说，巴人崇拜白虎与
蛇，在不少出土文物中，都能看见

“蛇”的身影。重庆涪陵小田溪出
土的战国蛇形铜带钩和蛇形嵌玉
铜带钩就是一个例证。

细看这枚战国蛇形铜带钩，蛇
头钩首，钩体盘曲，呈 S 形，整体精
致小巧。“带钩，就是古人所系腰带
的挂钩，往往有一定弧度，与人体
腰腹部相贴合。”杜芝明说，它作为
随葬品之一，是死者等级与地位的
重要标志。“我们发现，重庆出土的
带 钩 中 有 20% 至 30% 都 和 蛇 有
关。”

博物馆内，一尊东汉时期的灰
陶操蛇镇墓俑形象特别，它舌头伸
出，身着右衽襦衣，左手操蛇，蛇尾
卷曲，右手执斧。杜芝明说，镇墓
俑用于护佑死者的墓葬，巴蜀地区
出土了不少这样操蛇造型的镇墓
俑，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巴蜀先民
对蛇的敬畏。

蛇又如何一步步成为福瑞吉

祥的象征？
回看历史，古人不仅将蛇纹放

在配饰、器皿上，还将蛇与人或其
他动物结合成为神灵。华夏人文
始祖伏羲女娲便是以人首蛇身的
形象广为流传。“人首蛇身伏羲女
娲形象，既是人蛇强大力量合一的
象征，也是生殖崇拜的反映。表现
出人们对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美
好祈愿。”杜芝明说。

“蛇与龟同框便是玄武。”杜芝明
说，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并列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四灵”，是北方的守护
神。

为什么玄武是龟和蛇的组合
呢？杜芝明说，目前有一种解释
是，龟和蛇是两个部落的图腾，部
落融合后，就变成了龟蛇合一的图
腾。“龟蛇合一的形象，寓意长寿、
稳定和智慧。”

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到皇
权象征，再到幻化人形中，蛇形象
的文化内涵愈加丰富，也为蛇生肖
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蛇在十二生
肖之中位列第六，地支为巳。

杜芝明介绍，民间俗称“蛇”为
“小龙”，蛇的灵瑞、吉祥、富贵也在
民俗故事中广为流传，反映了古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理念。
关于灵蛇报恩、人蛇相恋的传奇，
以《白蛇传》最为出名，“为了让观
众更好地感受从古至今的蛇文化，
博物馆专门在展厅中布置了一处

‘观影台’，观众可以在品鉴完文物
的同时，现场听一曲许仙和白蛇的
传奇故事。”

“第一次这么细致地了解蛇文
化，也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古代重庆
人原来信仰蛇。”博物馆内，重庆市
民游芳带着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正
在研究趣味“蛇棋”的玩法，“现场
不仅能欣赏文物，还有很多亲子互
动的区域，非常有意思。”

“本次蛇年生肖文物展将一直
持续到 4 月 27 日。2025 年我们将
集中推出二十多项精品展览。”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春节期间，游客可在博物馆中
参加“年画”制作、新年花灯制作等
非遗活动，感受春节这项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新华社重庆 1
月 27 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于
晓苏）

古人何以喜灵蛇？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 
谢希瑶 唐诗凝）商务部等 6 部门近
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年家装厨卫

“焕新”工作的通知，1 月 27 日对外
发布。

通知明确，各地要重点聚焦绿
色、智能、适老等方向，支持个人消
费者开展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
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所用物品和材
料购置，结合实际自主确定补贴品
类、标准、限额和实施方式。

补贴品类以装修材料、卫生洁
具、家具照明、智能家居、居家适老
化改造产品五大类为主，各地结合
本地产业特色、居民消费习惯、老
年群体实际需求等自主确定具体
品类。

补贴标准应不高于实际销售
价格（剔除所有折扣和优惠后的价
格）的15%，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
水效标准产品的不高于 20%，居家
适老化改造产品不高于 30%。各
地应根据补贴方式自主确定每人
每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单个商品
或每套房（每户）最高补贴金额、每
人（每户）累计最高补贴金额等限

定条件。
补贴方式要以省级行政区划

为单位，按照属地实施原则，公平
公开确定补贴政策参与主体，合规
择优确定补贴资格发放平台。

通知提出，优化补贴流程。各
地要一视同仁支持线上、线下经营
主体，以及不同所有制、不同注册
地、不同规模经营主体参与家装厨
卫“焕新”。突出惠民便民，简化消
费者申领流程，从源头上减少信息
多头重复填报。

通知还提出，加强资金监管。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骗取套取国家
补贴资金等违法行为。对发现存
在不履行价格承诺、“先涨价后打
折”等价格违法行为，以及套取补
贴资金的经营主体，要第一时间取
消其参与活动资格，并追缴国家补
贴资金。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指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出
台工作细则，做好政策顺畅衔接和
平稳有序实施，持续推出多种形式
的供需对接、新品首发、联动促销
等活动，推动惠民政策落实落地。

聚焦绿色、智能、适老！
家装厨卫“焕新”
补贴标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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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大地，河山锦绣。
除夕团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

仪式感。这一天，有游子还在归乡路
上，朝着家的方向奔赴；有的人坚守
岗位，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团圆；更多
的人，阖家团圆，亲友欢聚，畅谈往昔
今朝，共同期许更加美好的未来。

团圆 最温馨的情愫

除夕清晨六点，湖南省华容县团
洲乡团北村。

“光火锅就准备了 3 个。”51 岁的
张志娟一早就起来张罗年夜饭，厨房
里热气升腾，馨香四溢。

这是她搬新家后过的第一个春
节，女儿们都从外地赶回来了，热热
闹闹。“新家过新年，要多做几个菜。”
张志娟忙碌而激动。

2024 年 7 月，团洲垸洞庭湖一线
大堤决口，张志娟家的房子被大水冲
毁。半年后，政府建设的安置小区交
付使用，一家人结束在外租房的日
子，迫不及待搬入新家。喜庆的福字
和屋檐下的红灯笼，映红了一家人的
笑脸。

新年新气象。春节到来之际，不
少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旧貌换新颜，
新生活年味更足。

一大早，上海市徐汇区宛南六
村，82 岁的何兰拉着装得满满当当的
购物车，坐上电梯回家准备年夜饭。

“以前下楼都费劲，现在安了电梯，不
怕买的东西多了。”

宛南六村建于1979年，老年人占
到小区人口四成以上。改造后，43 栋
楼全部装上了电梯，“这日子越过越
舒心，过年更有劲头了。”何兰和她的
老邻居们喜笑颜开。

一句回家过年，是牵动亿万中国
人最温馨的情愫。这一天，人们跨越
山海，只为赶赴家里热腾腾的年夜
饭。

13时19分，D88次动车稳稳地停
靠在中老铁路中国段“国门第一站”
——磨憨站。“回国了，再坐 4 个多小
时就能到家了！”36 岁的袁超难掩兴
奋。

为了做好中老铁路后续运维和
安全保障，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
公司选派数百名员工赴老挝工作。
袁超是其中一员，在万象运营管理中
心综合安质部担任工程师。因为工
作繁忙，他已经连续两年没回国过春
节了。

“对家人确实有亏欠，但我们的
事业能够给邻国带来发展，家人也很
支持。”今年春节，袁超打算好好陪伴
家人。

万家灯火团圆时，也还有一些人
仍然奔波在路上。

“来！一起吃年夜饭！免费的！”
在四川成德南高速公路金堂服务区
餐厅，一桌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备
好，香肠腊肉、红油耳片、什锦三鲜、
蒜苗回锅肉……地道的川菜香气扑
鼻。

服务人员热情地招呼过路司机
和乘客，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在
旅途中也能吃上年夜饭。“以为会自
己孤单过年，没想到在这里有了团圆
的感觉，很温暖。”来自上海的卡车司
机钟师傅非常激动。

年味 在传承中愈浓

今年的春节，文化的韵味愈加浓
郁。

糯米磨成细粉，与糖浆搅拌均
匀，装入模具蒸烤，再晾晒定型……
除夕一大早，李宏云把按古法制作的
年糕摆上货架，为新年添上一份甜美
滋味。

年糕谐音“年高”，蕴含着岁岁攀
高、节节向上的美好期许。在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软糯
香甜的年糕是年夜饭不可或缺的一
道佳肴。

不到中午，年糕销售一空。作为
蒙自年糕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李宏云非常欣慰，“我做年糕
已经30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也开始喜欢这些传统食物，我会把
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2024 年 12 月，“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为迎接申遗成功后首
个春节，各地推出了市集、演出、展
览、非遗体验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

活动，丰富群众春节生活。
天津古文化街的戏楼广场，人群

熙熙攘攘。快板明快清脆的节奏声
声入耳，四只憨态可掬的“金狮”翻腾
跳跃，高跷队伍迎面走来、服饰五彩
斑斓……节日的喜庆劲儿展现得淋
漓尽致。

不少年轻人选择带上家人来一
场“非遗游”，团圆中体验各地的“非
遗大餐”；庙会灯会，璀璨灯光中尽展
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博物馆过大年，
穿越历史了解中华文明传承……人
们享受春节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年
俗、年景、年味在传承中不断出新。

在吉林市冰雪试验区北大湖滑
雪度假区，“2025 北大湖新春游园会”
热闹非凡。雪场上，伴随着喜庆的鼓
点，舞龙舞狮队伍欢快腾跃；民乐合
奏“金蛇狂舞”回荡在北大湖，更添喜
庆；书法家们现场写春联，为游客送
上“新春礼物”。

“和家人来吉林旅行过年，滑雪
赏冰，冰天雪地的过年氛围太浓了！”
来自武汉的张梦洋玩得不亦乐乎。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巴西游客维
多利亚·赛纳奇一家正在参观。对中
国古代青铜馆内的大克鼎、中国古代
陶瓷馆内的彩色釉陶俑，他们印象尤
其深刻，频频赞叹中国历史文化“美
得无与伦比”。

维多利亚说，“China Travel”很
丝滑。他们体验了京沪高铁，在春运
中感受中国人对团圆、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

“中国游”的热潮还在持续。据
携程数据显示，2025 年农历春节假
期 ，该 平 台 入 境 游 订 单 同 比 增 长
203%，上海、北京、广州等为热门入
境旅游目的地。

家国 奋进中启新程

星光映万家，灯火耀神州。各行
各业无数奋斗者，守护着万家灯火，
温暖了团圆时光。

用电高峰临近，国网吉林供电公
司船营区供电中心配电运维班副班
长郑雪瑞正与同事们认真排查。“春
节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虽然不能
和家人团圆，但看着江边灯光璀璨，
万家灯火通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据了解，春节期间，公司 17 家单
位共安排抢修值班服务队 120 支，全
力做好保电值守工作。

在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码头，寒风刺骨，海面气
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天津 LNG 接
收站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天然气储备
与供应基地。

一大早，码头工作人员苏敬元便
和同事们一起，细致排查了码头区域
设备设施的 200 多个关键点。“LNG
船预计大年初一到港，得提前做好安
全接卸的准备工作。”苏敬元说。这
已经是他连续第 5 年在站里过年了，

“守护千家万户温暖过年，既是责任，
也是幸福。”

新年是新的开始，宛如激昂的启
程号角。

凌晨，随着发车指令下达，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机务
段司机吴刚鸣长笛、松刹车，推动前
进手柄，启动一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
列。大概50个小时后，这些货物将抵
达广西钦州港，换乘海船后出口东南
亚。

这些年，吴刚见证了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发展过程。“最大的感受就是
开行效率越来越高、货物种类越来越
丰富、沿线站点越来越多。”

西部陆海新通道春节期间不停
歇，吴刚倍感责任重大，“新的一年，
我们干劲充足，要把更多优质的产品
送出国门！”

浓郁的年味，催生着蓬勃激昂的
干劲。

湖南省会同县沙溪乡的街头，伴
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舞龙、排灯、
凉伞、走马灯、纸狮等巡演，热闹非
凡。

“现在国潮流行，乡村传统文化
也越来越受年轻人喜爱。”沙溪乡乡
长何红波介绍，结合年轻人的兴趣，
乡里策划了“福蛇献瑞·幸福沙溪”系
列新春活动，还有村 BA 篮球赛等活
动。

“乡村文化振兴大有前景，新的
一年，我们会继续加油干。”何红波对
未来信心满满。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新华社
记者）

金蛇贺岁 春满神州
——全国各地群众喜迎乙巳春节

 2025年1月28日，游客在天津古文化街游览。（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影）

临近除夕，家家户户忙着张罗年夜
饭，在家操办、外出就餐、外送到家……
这顿饭的打开方式各异，但都承载着年
味，饱含团圆与亲情。今年春节，年夜
饭将有哪些新滋味、新吃法、新体验？

新滋味：文化味儿更浓 
新菜品走俏

年年有鱼、大鸡大利、红火烧肉
……除夕之夜，被赋予吉祥寓意的鸡
鸭鱼肉依旧占据饭桌“C位”。不少家
庭的年夜饭突出家乡味道，一道道家
乡特色菜被端上餐桌。对河南人小
郑而言，道口烧鸡是年夜饭的必吃
菜；锅包肉、大肘子等在东北人的年
夜饭中不可替代。

今年春节，年夜饭的文化味儿更浓。
多家餐厅推出有文化内涵的非

遗菜品，通过精美摆盘和讲解介绍，
展现美食背后的传承与创新。中华
老字号餐企便宜坊的年夜饭套餐，包
含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焖炉烤鸭。
上海红子鸡凤凰楼的年夜饭菜单增
加盆菜等非遗美食。

“盆菜在广东传统习俗里是团聚
与祝福的象征，希望顾客在品尝地道
粤菜的同时，感受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与美好祝愿。”上海红子鸡美食总汇
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丽霞说。

融合地方文化与特色的美食也
越来越多。位于甘肃兰州的敦煌盛
宴，主要菜品灵感源于敦煌文物和壁
画，不少人慕名而来，期待通过美食
体验别样年味。

记者走访发现，传统菜肴升级提
质，非传统年夜饭也十分走俏，不少
人选择新意满满的蔬菜宴、豆花宴、
竹笋宴等。

在重庆潼南，一桌石斛苗、豌豆
尖等当地特色蔬菜组成的年夜饭，吸
引不少人驱车百里尝鲜。“越来越多
的客人想要品尝本地特色，我们就打

造了‘蔬菜宴’，搭配太安鱼、小煎鸡
等当地美食。”重庆泽栖蔬菜小馆负
责人蒋璐蔓说，除夕当日已基本订
满。

除夕晚上吃火锅更加流行。除
夕当晚，超800家海底捞门店营业，截
至 1 月 21 日，海底捞年夜饭用餐预订
约 4 万桌。“除夕夜包间都满了，大厅
预订了 100 多桌，比去年增长 30 桌左
右。”海底捞火锅上海外滩店店长陈
强说。

记者了解到，健康饮食是今年年
夜饭的关注重点。针对少油少盐少
糖需求，便宜坊等餐厅今年在菜单搭
配上减少了辛辣重口味的菜品。不
少在家吃的人准备了更多蔬菜，“做
菜的时候会清淡一些”。

新吃法：自助、上门代
厨兴起 预制创意菜更多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年夜饭市
场热气腾腾，不少餐厅包间早早订
满，大厅一桌难求。美团数据显示，
截至 1 月 16 日，年夜饭线上预订量同
比增长超 3 倍。1 月 14 日至 20 日，抖
音平台“年夜饭”搜索量近780万次。

一些“抢位”失败的人，选择年夜
饭到店自提或外送到家。马凯餐厅
地安门店经理张雪肖说，目前已接到
近百单自提预订，预计除夕当天还会
增加。

记者在美团搜索发现，多数连锁
餐饮“上新”年夜饭外卖套餐；据美团
统计，今年在平台开通年夜饭外带、
配送服务的餐饮商户数量同比增长
220%。

此外，今年年夜饭，自助餐和上
门代厨接受度更高了。

北京燕莎中心凯宾斯基饭店、广
州白天鹅宾馆等推出按位收费的自
助餐年夜饭，预订火热。“餐厅 120 个
座位都被订满，其中 2 至 4 人桌预订

占比超八成。”北京燕莎中心凯宾斯
基饭店市场传媒总监王苗苗说，自助
餐没有人数等硬性限制，菜品多元，
尤其受小家庭青睐。

上海悉心家政负责人奚女士介
绍，今年，咨询、预订上门代厨的客户
数量都有所增加。“定制菜品、厨师自
备食材，按人数、用餐需求收费，价格
从不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年夜饭在家吃依旧是主流选择，
当更多“90后”“00后”掌勺，预制菜受
到青睐。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预制
菜的食品安全，各大生鲜平台加强品
控、创新菜品，多款预制特色菜、创意
年菜“上桌”。

京东数据显示，元旦以来，“年夜
饭半成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3 倍。

“统计显示，86.6% 的消费者倾向于购
买地方特色年菜，83.5% 的消费者愿
意购买没吃过的创意年菜，比如八珍
帝王蟹海鲜汇、云南山珍海味菌子鸡
火锅、台州家烧大黄鱼等。”盒马即食
部总经理宁强说。

八宝饭、花馍、羊肉汤……广州
“95 后”女生容雅首当大厨，靠叮咚买
菜搞定一桌年夜饭。“操作简单，有料
也有颜，特别是一些北方特色菜，家
里人都想尝尝。”

新 体 验 ：从 纯 吃 饭 到
“年夜饭+”

如今，年夜饭不只是简单吃顿
饭，而是衍生出不同场景，形成多种

“年夜饭+”新体验。
一面面红红火火的灯笼墙、一张

张摆好笔墨红纸的条案……“年夜
饭+非遗技艺”已然成为不少酒店、餐
厅的标配，吃饭变得更有仪式感。

在常熟尚湖花间府·烟波里，一
顿年夜饭可以“解锁”制作非遗手工
盘扣；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不少顾客
打算饭前先体验制作非遗竹编——

风铃挂件、非遗植物染——复刻唐纹
装裱画、非遗烧铂画；北京国贸大酒
店将庙会“开”进酒店活动区域，特别
呈现木版年画等传统技艺；北京国际
饭店特别开设北京老照片艺术展，向
宾客展示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影像。

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旅游过年，
“年夜饭+文旅”让舌尖上的盛宴氛围
感更足。

台上，演艺人员翩然起舞；台下，
食客边品美食边欣赏演出。在北京
见东方·和芳苑，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穿越百年的传奇故事与精心设计的
融合菜打造出别样的年夜饭，尤其受
外地游客热捧。“感觉非常有特色，地
域美食、换装、沉浸式互动，一次全都
能体验。”浙江游客杨女士非常期待。

常熟尚湖花间府·烟波里总经理
李增俊说，酒店靠近尚湖风景区，前
来就餐的大多是外地游客。“我们还
准备了游船，可以搭载客人泛舟尚
湖，到风景区游玩。”

“年夜饭+社交娱乐”在年轻人中
更“出圈”。

东北姑娘张舒预订了一家广东
民宿，打算在南方过年。“民宿附近正
好是一片露营地，春节期间会举办露
营活动。”通过民宿群，她找到了一起
过年的“搭子”，一群人打算边吃烧烤
边看露天春晚。“群里还在策划篝火
晚会和围炉煮茶。不管之前认不认
识，吃完饭就是朋友了，一起过年热
热闹闹，年味才足。”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说，年
夜饭是春节的“重头戏”，“无论形式
怎样改变，但内涵和底蕴不变。”富有
地方特色和风情的食材、表演、互动，
增加了年夜饭的文化厚度，年轻人

“花式”过节，发掘了年夜饭的多元
性。新滋味、新样式、新体验，让蛇年
年夜饭更温馨、更有年味儿。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新华社
“新华视点”记者 宋佳 邹多为 李晓婷）

今年春节，你去哪儿吃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