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州市平鲁区人事综合服务中心，地址：劳动大楼 522 室，农业银
行开户许可证不慎丢失，开户行名称：朔州市平鲁区人事综合服务中
心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账号 04854001040021896，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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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40562275，现声明作废。

葛青春不慎将怀仁县云中镇东关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本丢
失，土地证号：怀集用（2002）字第 0094 号，房本编号：怀集用（2007）字
第 0090 号，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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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文化·广告

文化视点

流 感 来 袭 重 在 预 防
朔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宣

乙巳新春将至，中国人提前收到了
一份“新年贺礼”。

北京时间 12 月 4 日晚，“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巴
拉圭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
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节年为首”。喜讯传来，人们的
自豪与自信油然而生。围绕这次成功
申遗，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文化
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际交流
与合作局负责人。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
更多中国色彩

问：请谈谈此次申遗成功的重要意义。
答：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参

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传统节
日。每逢春节，万家团圆，家家户户在
浓浓的亲情和隆重的仪式中除旧迎新，
祈愿新的一年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千
百年的积淀中，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
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情感纽带，对
中 华 文 明 的 绵 延 赓 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2006 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随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范
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在全球的影响力也
日益提升。

此次“春节”申遗成功，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的生动实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成果以及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具体体现。

“春节”申遗成功，有利于提升人民
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激
发运用传统节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行动自觉，赓续中华文脉；有
利于增进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增强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有利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全球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为世界文化多
样性贡献更多的中国色彩。

寄托中国人的人伦情
感、家国情怀

问：“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项目的内涵是什么？

答：按照中国传统历法，正月初一
是春节，是新一年的开始。春节前后，
围绕着辞旧迎新、吉祥平安、团圆和谐
的共同主题，人们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
活动，欢庆这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春节这一标志年度周期转换、周
而复始的重要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
观念、生命意识、伦理道德、思维模式、
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

“春节”源自中国传统历法，彰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春节”是中国人根据天时、物候的
周期性节律安排生产生活的具体体现，
蕴含着顺应天时、礼敬自然的智慧。中
国人基于日月运行规律、物候变换周
期，以及农业生产生活节律，创造了传
统历法体系，形成丰富的社会实践，彰

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写春联、

剪窗花、贴年画，采购年货、烹制节日食
品……人们祭祀灶王爷，礼敬天地，祈
愿家宅平安，生活美好。这个遗产项目
还包含着中国人关于粮食种植、加工、
保存以及年节食品备制的知识与实践，
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自然的礼敬和对粮
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与春节相关的
饮食习俗，具有多样化的表达和丰富的
寓意，传递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念、
养生理念和伦理规范，寄托着人们对风
调雨顺、阖家团圆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节”是维系个人与家庭、社会、
国家的情感纽带，促进着家庭和睦、邻
里社区和谐，增强着文化认同——

春节期间丰富多样的活动寄托着
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怀，在世代
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促进家庭和睦与
邻里和谐、丰富生产生活的作用，不断
增强着文化向心力、社会凝聚力，在延
续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激发文化创造
力，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
神力量。

除夕之夜，家人团聚，共同制作、分
享年夜饭，围坐守岁，通宵达旦，迎接新
年的到来。阖家安乐是中国家庭欢庆
春节的美好情景。正月初一，是传统新
年的开始。人们着新衣，拜祖先，向长

辈、亲友及邻里拜年；人们逛庙会、闹社
火、赏花灯，共庆佳节，这些年俗活动表
达了百姓辞旧迎新、期盼平安团圆和国
泰民安的良好祝愿。在喜庆和谐的习俗
实践中，人们真切地体验到亲情、友情和
乡情，不断深化对春节文化内涵的认识，
强化家庭观念和亲情意识，密切了人际
关系，从而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春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融入现代生
活——

新春佳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
传统节日，它承载了人民群众最热烈的
情感、最美好的期盼。春节包括了众多
民俗活动和非遗实践，这些民俗与非
遗，让年味更浓，让生活更美，也留下了
浓浓的乡愁。与春节相关的传说、歌谣
等传统知识，祭祀先祖等仪式，年画制
作、剪纸、灯彩制作等传统手工艺，舞
龙、秧歌、高跷、戏剧、曲艺等众多表演
艺术，灯会、花会、写春联等民俗活动都
在春节中得以呈现，体现出春节实践活
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百
姓春节的文化生活，营造了热烈、祥和、
欢快的节日氛围。比如，各地迎接春节
有贴年画的传统习俗，年画成为人民大
众过年辞旧迎新、避灾驱邪、欢乐祥和
的美好寄托，年画流布广泛，在各个地
域都渗入了在地的集体审美，形成了多
样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这
些内容为中小学、高等院校、职业院校
等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让年轻一代在
学习、参与和实践中不断增进对春节的
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传承自
觉、激发创新意识。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讲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问：目前，这一项目保护传承实践
开展情况如何？接下来，如何丰富节日
的内涵和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弘扬？

答：春节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展示非遗项目
保护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现文化自

信自强形象，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讲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重要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深入挖掘春节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价值，广泛开展春节传承实践与
传播展示活动。无论是城市的街市社
区，还是乡村的庙会圩集，各地非遗活
动丰富多彩，深受老百姓喜爱。各类非
遗项目在融入春节等传统节日中，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4 年春节前后，全国开展了 4.54 万余
场非遗传承实践相关活动，剪纸、年画、
灯彩、舞龙、灯会、庙会等非遗项目吸引
了广大群众热情参与。人们由此进一
步了解了节日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丰富
表现形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和弘扬者。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以 申 遗 成 功 为 契
机，深入挖掘春节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持续开展春节
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年俗越来越受欢
迎，让非遗越来越贴近现代生活。

一是持续开展春节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 2025 年春节期间，我们将开展

“非遗贺新春·古城过大年”、“非遗贺新
春·点亮中国灯”、“非遗贺新春·年画进
万家”、“我的家乡年”视频直播、“赶个
年味集”、“非遗馆里过大年”等系列活
动，让人民群众在浓浓年味中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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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在全球广泛开展“欢乐春节”
活动，以新年音乐会、新春巡游、新年家
庭日、新春庙会等多种形式，展示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海外民众更加
了解中国春节，共同感受欢乐喜庆、团
圆和谐的节日氛围。

新华社北京电

文化时讯

节气今朝逢大雪，清晨瓦上雪微凝。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

个节气，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元代文人
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
雪盛矣。”意味着大雪节气时，气温显著
下 降 ，降 雪 的 可 能 性 比 小 雪 节 气 时 更
大，天气更冷，降水量增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雪时节，有
丰富的民俗活动。华东师范大学民俗
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介绍，这时候人们
会腌制腊肉，民间有俗语“小雪腌菜，大
雪腌肉”。大雪节气一到，家家户户忙
着腌制“咸货”，如腊肉、腊肠等，以备冬
季食用；大雪还是“进补”的好时节，素
有“冬天进补，开春打虎”的说法；此外，
还有吃红薯粥、制作冰雕和雪雕、赏梅、
赏封河、吃饴糖等民俗。

天地染雪色，冷冬万物藏。大雪至，
我国除部分南方地区外，多地都已天寒
地冻。看窗外，江寒水凝，鱼嚼梅影，无
论是踏雪寻梅、煮雪烹茶，还是围炉夜
话、喁喁私语，总能让人心绪飞扬。这些
情愫被文人墨客赋予无尽的诗意，留下
无数唯美隽永的诗句，惊艳了时光。

在此时节，看一朵朵美丽的雪花，
以洁白剔透、六角晶莹之姿，曼妙而舞、
轻盈而落，给大地披上一身干净素雅的
衣 裳 ，给 人 至 纯 至 净 之 感 。 唐 代 诗 人
高骈曾作《对雪》，颇为有名。诗曰：“六
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如今
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岐。”

古代文人喜欢雪，但有时候心中的诗
意落诸笔端，却是“句句不渲染雪，句句大

雪纷飞”，颇有趣味。比如，宋代杨万里曾
作诗曰：“坐看深来尺许强，偏於薄暮发寒
光。半空舞倦居然嬾，一点风来特地忙。
落尽琼花天不惜，封它梅蕊玉无香。倩谁
细橪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肠。”

大意是：坐看落雪，其深已一尺有
余 ，更 是 在 这 黄 昏 时 分 散 发 着 缕 缕 寒
光。雪花在半空中舞到疲倦，显得轻柔
无 力 ，然 而 些 许 微 风 吹 过 ，又 翩 然 起
舞。上天浑然不怜惜，让琼花似的雪落
尽，将梅蕊、海棠封存在冰雪之下，花香
杳无。有谁能将这高洁的雪做成汤和
饼，来涤荡人们满是人间烟火的肠胃。

晓 窗 惊 见 雪 成 堆 ，预 卜 丰 登 遍 九
垓 。 大 雪 时 节 ，若 有 皑 皑 白 雪 覆 盖 田
野，为冬作物构筑越冬的庇护所，则预
兆着丰年来临。愿君添衣保暖，眼中藏
着光芒，立于风雪依然坦荡，心怀暖阳
不惧严寒。 新华社上海电

大雪：飞花入户时 青竹变琼枝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田晓航）
12 月 6日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
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中医专家提
示，大雪时节气温骤降、降雪增多，容易
诱发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等，养生防病重在“藏精”“护阳”。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
二 科 主 任 马 晓 昌 介 绍 ，大 雪 节 气 多 风
寒，而“肺主皮毛”“肺为娇脏”，风寒之
气最先侵袭肺脏，加上冬季气候相对干
燥，流感等疾病容易流行；此时节阴寒
之气最盛，寒主收引凝滞，易致血脉不
利，容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等心
脑血管疾病。

“大雪时节阳气潜藏、阴气极盛，正
是保养精神、收藏精气的好时机。”马晓
昌 说 ，这 一 时 期 宜 早 睡 晚 起 以 保 护 阳
气、蓄积阴精；做好保暖，避免风寒之气
侵犯机体，外出时适当增加衣物，戴帽
子和围巾，多晒太阳；晚上睡前用热水
泡脚，以驱除寒冷、活血通络。

俗话说：“冬季进补，开春打虎。”中

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副
主任医师尚青华说，冬季是“藏精”的最
佳时节，适当进补可提高免疫力，促进
新陈代谢，改善畏寒等症状。大雪节气
里宜适当增加营养食物摄入，如羊肉、
牛肉、鸡肉、桂圆、枸杞子、红枣等，同时
需食用蔬菜以补充适量维生素。但过
度进补会造成营养过剩，诱发口疮、牙
痛、便秘等“上火”症状。

中医认为“动则生阳”。尚青华说，
大雪时节宜选择太极拳、八段锦等和缓
的运动方式，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以防
大汗淋漓导致津液损伤、阳气外泄；户
外运动时应选择天气晴朗的午后，以免
风寒侵袭损伤阳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院长刘清泉介绍，一些中医特色疗法有
助于应对这一时期的常见疾病。例如，
艾灸关元穴有助于养护阳气，艾灸足三
里穴对于保护阳气和脾胃具有重要作
用；睡前泡脚时加入艾叶，能够起到温
通、逐寒湿的作用。

大雪节气重养藏 御寒防病好过冬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迎晖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表演舞龙，喜迎龙年新春（2024年 1
月 18日摄）。12月 4日，正在巴拉圭亚松森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届常会通过评审，决定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华社发 王华斌 摄

这是 12 月 4 日在宁夏石嘴山市拍摄的黄河景色（无人机照片）。入冬
以来，黄河宁夏段滩涂呈现别样的景致。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黄河宁夏段冬日滩涂

新华社马德里电
联合国 旅 游 组 织 12
月 4 日 发 布 的 最 新

《世 界 旅 游 业 晴 雨
表》显 示 ，2024 年 前
9 个 月 ，国 际 游 客
数 和 国 际 游 客 支 出
额 均 快 速 增 长 ，全
球 旅 游 业 预 计 将 在
今 年 年 底 迎 来 全 面
复 苏 。

据 联 合 国 旅 游
组织提供的数据，受
全 球 大 型 客 源 市 场
表现强劲、亚太地区
旅 游 目 的 地 持 续 复
苏、航空连通性增强
和 签 证 便 利 化 等 因
素的推动，2024 年前
9 个 月 ，国 际 游 客 出
行 11 亿 人 次 ，恢 复
到 新 冠 疫 情 前 水 平
的 98% ；全 球 111 个
旅 游 目 的 地 中 共 有
60 个 目 的 地 入 境 人
数 已 超 过 2019 年 同
期水平。

另一方面，由于
国 际 游 客 的 旅 行 停

留时间普遍变长和平均支出走高，旅游
收入同样增长迅速。有统计数据的 43
个国家中，共有 35 个国家旅游收入超过
疫情前水平，许多国家与 2019 年相比实
现了两位数增长。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
洛利卡什维利表示，旅游收入的强劲增
长对全球经济体来说是个好消息。游
客支出增长比入境人数增长还要强劲，
对数百万就业岗位和小企业产生直接
影响，并对许多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和税
收收入做出重大贡献。 （谢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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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穗 朱雨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 12 月 5 日通过评审，决定将“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
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 个遗产项目从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自 2009 年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上述 3 个遗产项目
保护成效显著，存续力持续提升。“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通过成立合作
社和企业，带动当地黎族群众特别是
妇女就业增收；“羌年”在羌族传统文

化保护、带动当地文化生态旅游和乡
村 特 色 旅 游 发 展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保
护传承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
文 化 和 自 然 生 态 协 同 保 护 的 良 好 态
势。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
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上述遗产
项目成功转入代表作名录，既体现了

中国开展非遗系统性保护的优秀实践
和成果，也为各国开展非遗保护提供
有益参考。

截至目前，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 44
个项目中，有 39 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 个列入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个入选优秀
保护实践名册。

中国 3个遗产项目从急需
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

新 华 社 南 京 电 （记 者 王 珏 玢
邱冰清） 进入 12 月，天空迎来了一年中
亮星最“热闹”的季节。争相辉映的繁
星“镶嵌”冬季天幕上，吸引星空爱好者
们不惧严寒凝神仰望。

“一年里，冬季是肉眼可见亮星最
多的季节。夜空中肉眼可见的最亮恒
星是天狼星，视星等为-1.46 等，位于大
犬座。”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
主管王科超说。以 12 月上旬的北京为
例，晚上 9 点左右，天狼星从天空东南方
升起，整夜可见。

冬季星空，还有机会看到夜空中肉
眼可见的第二亮恒星老人星。王科超
介绍，虽然老人星很亮，但由于它的赤
纬很低，因而属于“地区限定款”，大多
数北方观察者看不见它。对南方公众
而言，当天狼星位于天空正南方时，可
以在它的下方尝试寻找老人星。

冬季众多的亮星还会组成该季的
代表性图案。由天狼星、小犬座南河三
及猎户座参宿四组成的“冬季大三角”
是 代 表 图 案 之 一 ，位 于 天 球 的 赤 道 附
近，几乎整个北半球都可见到。

“冬季大钻石”则是冬季星空另一
代表性图案，它是由天狼星、南河三、猎
户座的参宿七、金牛座的毕宿五、御夫

座的五车二、双子座的北河三连成一个
不太规则的六边形。12 月上旬天黑后
不久，这些璀璨的星空图案便闪耀在东
方的天宇，整夜可见。

不仅恒星闪耀，行星也加入冬季星空
的“舞台”，让冬季星空更加璀璨。

此外，“隐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金
星，也以明亮耀眼的姿态在冬季夜幕中

“复出”。王科超解释说，金星是地内行
星，总是在太阳的周围，与太阳的最大
角距离不超过 48 度，当金星位于太阳东
边时，在黄昏后可见于天空西方，被称
为昏星，也叫长庚星；位于太阳西边时，
在 黎 明 前 可 见 于 天 空 东 方 ，被 称 为 晨
星，也叫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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