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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灯火夜，光影入星河。

当春意渐回、月影渐圆，一年一度的

元宵节如期而至。

人们穿梭在璀璨的花灯中，许下“平平

安安、年年有余”的美好祝愿；在无人机绘就

的光影图景里，感受科技赋予的年俗新体

验；在消费热潮中，体味新年的火热与兴旺。

——闹元宵，年味浓。

12 日 10 时许，上海豫园商城内的九曲

桥上人头攒动，“过年九曲桥上走，一年烦

恼都没有。”过年来豫园已成为上海市民

罗婷婷一家的“传统”。

元宵节一早，罗婷婷一家便驱车赶来

这里。“我和女儿最喜欢的就是越来越时

髦的豫园灯会，以及商城内琳琅满目的新

春美食。”罗婷婷说。今年的豫园灯会上，

金色灵蛇彩灯、奇特花卉彩灯、“山海经神

兽”彩灯等各色花灯，吸引人们争相拍照。

在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元宵节，赏

花灯、猜灯谜、逛庙会等传统习俗仍是各

地群众欢度节日的首选。

游“草龙”、烧龙灯、田间“偷青”、篝火

晚会……元宵节之际，重庆市璧山区丁家

街道石垭村的历山汉族火把节将节日氛

围推向高潮。历山汉族火把节是当地历

史悠久的新春民俗活动。

火把节现场，村民们将自己用稻草扎

出的“草龙”进行现场“接龙”，并编扎上龙

头龙尾，组装成一条“巨龙”，几百米长的

“草龙”巡游村落，颇为壮观。“龙身越长越

吉祥。摸了龙身或亲手制作草龙的人，新

年的愿望都会实现。”其中一名“举龙人”

告诉记者。

近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

滨盛大开幕，当文体盛会遇见元宵佳节，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3 岁的哈尔滨市民高云卓在亚冬会

的观众席迎接元宵节的到来。“提前抢到

了 花 滑 、速 滑 和 冰 球 比 赛 的 票 ，特 别 激

动。”她说，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中国选

手一出来，大家一起喊“加油”。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来自台湾的

“95 后”游客蔡湘庭正与亚冬会吉祥物“滨

滨”“妮妮”的冰雕、雪雕合影。“来这里正

好赶上元宵节，红彤彤的装饰和热情的人

们，让我觉得非常友好。”她说。

——新年俗，新体验。

“我们专门选择楼层较高的江景房，

方便观赏无人机灯光秀，这个‘赛博’元宵

节有种别样的科技之美。”贵州游客李慧

娟今年选择在重庆过元宵节。

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重庆两江交汇

处每晚都会举行无人机表演，观赏无人机

灯 光 秀 已 成 为 人 们“ 元 宵 观 灯 ”的 新 体

验。多家重庆餐厅推出“观无人机灯光表

演套餐”，临江酒店、民宿也将能观赏无人

机表演的高层、大露台房型作为卖点。

记者在各地看到，结合了 AI、全息投

影、裸眼 3D 等现代科技手段的户外沉浸

式灯会、庙会、市集成为今年元宵节的新

亮点。

在重庆解放碑商圈，“云上天宫·360极

限飞球”VR体验项目将科技与非遗市集相

结合，游客能如临其境感受重庆地标景点。

在上海静安区，一场蛇年氛围拉满的

光影秀展映正在上演。3 米高的机械蛇身

覆盖光影“蛇衣”；非遗光影秀《浮光百戏》

用海派皮影戏的方式讲述繁华静安的故

事；AI 交互装置中传来一声声来自全球各

地的新春祝福……

“传统年俗与元宇宙、交互技术结合

脑洞大开，既有文化味又充满未来感。”游

客李晨光说。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李瑞远

说，以往多用于工业和游戏领域的 VR 等

技术与非遗、民俗的完美融合，是技术应

用不断接地气的体现，“科技与年节‘双向

奔赴’，开启了最具科技感的年味游。”

——消费热，保障足。

11 时许，位于上海豫园商城的宁波汤

团店内已坐得满满当当，外卖窗口排着长

队，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元宵节点心。

宁波汤团店负责人徐正留介绍，随着

元宵节临近，店内的手工汤团销量日均超

过 6 万只，元宵节当日有望突破 10 万只，

今年还开发了可爱造型的“蛇来运转”汤

团，深受消费者喜爱。

一边沉浸式观赏戏剧，一边品尝特色

美食，元宵节当晚，位于重庆渝中的互动

沉浸式餐厅龙凤呈祥·禧筵餐厅热闹非

凡。来自浙江的游客杨女士和家人早早

定下了元宵节的位置，“我从网络平台看

到这种沉浸式餐厅模式，感觉很特别。”

餐厅主理人杨兴义说，每一幕戏结束后

都会有上菜环节，菜品则是精心设计的融合

菜，既有地方特色又适合外地游客口味，游

客也可与演艺人员互动，更有参与感。

这个元宵节，各地纷纷亮出消费、文

旅“大餐”。重庆市各级文博单位开展上

百个元宵节文化活动；上海浦东新区各商

圈推出开工大吉餐饮团购券、必吃榜集

市、元宵节优惠……为市民群众提供高质

量节日消费体验。

12 日晚，一场元宵节晚会在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的梦想大舞台正式开演。激情

四溢的演唱、动感十足的舞蹈将冰雪的纯

净之美与亚冬会的激情活力相融合，在冰

天雪地呈现出一场别样的文化盛宴。

除了精彩的演出，冰雪大世界园区还

为游客送上热气腾腾的元宵，让游客在元

宵节感受祝福与温暖。

▲2月12日，民间艺人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郝桥镇表演扭秧歌。

▲2 月 12 日，游人在北京市海淀区同庆街赏花灯。 ▲2 月 11 日晚，人们在贵州省台江县参加

“舞龙嘘花”活动，欢庆元宵节的到来。
▲2 月 12 日，游客在昆明市大观公园看灯展。

▲2 月 12 日，以“仙境张家界·共享中国年”为主题的 2025 年张家

界元宵灯会开幕。图为当地民间文艺队演员在张家界市永定区表演

民俗节目。

▲2 月 12 日，在重庆开往北京的 T10 次列车上，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携手重庆綦江农民版画院举办“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列车”主题活动，铁路工作人员与旅客一同感悟非遗传统文

化的魅力，共度元宵佳节。图为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在贴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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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美好，灯火璀璨，一盏盏花灯点亮

节日的喜悦；百灯齐放，冉冉升空，一组组

天灯寄托着希望与祝福。正月十五元宵节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赏花灯、猜灯

谜、吃元宵（汤圆）……从海峡这头到那头，

两岸亿万中国人同春共庆话团圆。

“不出十五都是年”。对两岸同胞而

言，春节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情感纽带，凝

聚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不

久前春节成功申遗，给全体中华儿女带来

一份特殊的“新春贺礼”。两岸同胞同属

中华民族，共度新春佳节，共祝美好未来，

温馨美好的画面为“两岸一家亲”作出最

生动诠释。

过年是团圆的时刻。无论距离多远，

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与深情，促使两岸同

胞 以 各 种 方 式 相 聚 ，共 叙 亲 情 ，乐 享 天

伦。在北京，台湾“大九学堂”学子到访，

为蛇年两岸青年交流增添亮色；在广州，

两岸青年开展“欢天喜地过大年”活动，共

同体验传统年俗；在济南，两岸山东乡亲

云端相聚，联欢联谊共享浓浓年味；在台

湾新北，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在灯会上展示

特色秦淮彩灯、苏州刺绣、木版年画等传

统文化，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厦门、金门两

地继续同时举办春节焰火晚会，传递对美

好未来的共同期盼……

不管是传统佳节之际，还是在日常生

活中，两岸同胞都期盼常来常往、越走越

亲。长期以来，大陆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

推动两岸同胞交流交往、走近走亲，诠释

了浓浓的同胞亲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对抗本性和

政治私利，一再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对

两岸各领域交流阻挠禁限、设卡立障。近

期，民进党当局又无视大陆善意，接连阻

挡福建、上海团客赴台游踩线团以及受邀

参加台北灯节的上海团组入岛。民进党

当局的倒行逆施，再次暴露其惧怕两岸同

胞走亲走近的“政治心魔”，再次激起两岸

中国人强烈愤慨。

共庆中国年是两岸同根同源的最佳印

证。流淌在广大台湾同胞血液里的中华文

化基因，是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怎么

搞“去中国化”、怎么破坏两岸交流交往，都

改变不了的。明月映海峡，亲情连古今。

新春已至，在此我们一起许下心愿：两岸同

胞同心同行，共创福祉，共促团圆。

两岸同春庆佳节 人间至味是团圆

◀2 月 12 日，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

甘棠镇，民间艺人在舞龙闹元宵。

▲2 月 12 日，小朋友在湖北省博物馆的

“钟鸣楚天元宵夜”灯会活动上体验皮影戏。

▲2 月 12 日，市民游客在

南京白鹭洲公园欣赏花灯。

▲2 月 12 日，澳门中乐团在大三巴牌坊举行“乐韵悠扬大三巴”元

宵节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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