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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汤圆创新“中西混搭”满足年轻

人的尝新味蕾，文化地标内非遗项目传承

人与三代同堂的游客互动，各地赏花灯、猜

灯谜、坐游船等活动精彩纷呈……紧接春

节假期的“开门红”，元宵节各地餐饮、文

化、旅游等消费场景火热持续，印证 2023 年

消费复苏的潜力和活力。

饱口福：
团圆、健康、新意一样都不少
元宵节当天，重庆欢乐谷一场火锅汤圆

宴人声鼎沸，各种口味的汤圆在不同风味的

锅底中翻滚。记者看到，在传统馅料汤圆之

外，市面上不常见的一些新品种，诸如麻辣

火锅煮香菜馅料汤圆、番茄咖啡锅底煮软糖

芥末馅料汤圆等，受到大批食客青睐。“以往

过节芝麻馅豆沙馅的汤圆吃得多了，我更乐

意尝试下新口味！”“00后”游客戴杰说。

上海老字号乔家栅门店外排着长龙，

“中西混搭”的美式咖啡汤圆在年轻消费者

群体中人气颇高。乔家栅门店有关负责人

介绍，预计今年元宵节前后，汤圆销售量同

比去年增长 3 倍。

“中华老字号”长沙火宫殿坡子街总店

客流爆棚。长沙饮食集团火宫殿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后长介绍说，消费者多是祖孙

三代一起前来，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海吃

海喝”；为此，火宫殿在口味、套餐等方面及

时进行调整，比如推出橙子口味汤圆等新

品和多品类、小份的家庭套餐，“老字号也

要跟上新形势”。

节日应景的汤圆不能少，绿色健康的

农产品也来“助阵”。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主

办的“2023 上海新春农产品大联展”静安嘉

里中心会场，新鲜的大米、蔬菜、瓜果、畜产

品、水产品、花卉以及糕点、罐头等琳琅满

目，往来消费者熙熙攘攘。不少参展商表

示，节日消费需求旺盛，绿色食品消费市场

潜力巨大。

品文化：
传统民俗加创新元素增添消费热度

2 月 4 日晚 8 时许，重庆铜梁区玄天湖

龙舞广场早已坐满了观众，非遗龙舞渐入

高潮。打铁花师傅将铁水抛向空中，另一

名师傅用一块木板将高温铁水拍打至高

空，刹那间绽放成美丽的烟花。赤膊上阵

的舞龙汉子挥舞着喷火的大龙，在漫天火

树银花中跳起龙舞，令人叹为观止。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铜梁龙舞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已形成

颇具潜力的产业。据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统计，当地龙灯制品相关

产业年产值约 5000 万元；龙文化旅游业门

票直接年收入达 2000 余万元。

重庆玄天湖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勇介绍，元宵节的两场龙舞表演

总计近 4 千张门票全部售空。

2 月 5 日，夜幕降临时，长沙火宫殿坡

子街总店院子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曲

牌锣鼓、长沙弹词等非遗项目传承人轮番

登 场 ，为 游 客 奉 献 2 个 小 时 的“ 元 宵 喜 乐

汇”，台下的游客一边看表演一边吃汤圆，

还能在现场参与互动小游戏。马蜂窝旅游

研究院院长冯饶说，传统文化、民俗引入创

新元素的“国潮”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热点，

为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所喜好，而年轻消

费者热衷参与文化活动并在社交平台上分

享，又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播。

长沙市德思勤 24 小时书店内人头攒

动，在这里，人们一边阅读一边体验传统元

宵节猜灯谜活动，原来所有的灯谜都藏在

书店的试读本里。

书店店长孙玮文说，春节期间的文化

消费热在元宵佳节延续。读者有跟随父母

前 来 的 学 龄 前 儿 童 ，也 有 年 逾 八 旬 的 老

人。“当下，既长知识又老少皆宜的文化消

费成为节日新潮流。”

享玩乐：
花灯点亮各地“夜经济”

上海锦江乐园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五举

办“盛世万福元灯夜”活动。由红城门、绢

纱、兔子花灯等打造而成的“盛世唐灯集

市”，结合舞狮、鼓子舞、霓裳飞天舞等民俗

表演，带给人们沉浸式体验。

上海市近日出台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

促发展行动方案，明确促进消费扩容升级，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直播经济；

全面激活文旅市场，市、区联动发放文旅、

体育、餐饮、零售等专项消费券等。

锦江乐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4 日，乐园已接待 5 万余人次游

客，实现营业收入 500 多万元，创下近年来

新春期间的新高，“这得益于政府对促进文

旅消费的支持。我们今年也将通过节庆、

市集活动，在抓好安全生产的同时，吸引更

多游客，重振消费经济。”

元宵节之际，各地赏花灯、猜灯谜、坐

游船、放烟花等旅游活动精彩纷呈，为复苏

中的“夜经济”更添了一把“火”。重庆市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介绍，元宵节期间重

庆文旅场所共计推出 100 余项文旅主题活

动，供市民游客欢度佳节。马蜂窝平台数

据显示，元宵节之际，各地夜间旅游平均热

度上涨超 60%。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何建民认为，

春节以来，各地在餐饮、文化、旅游等场景发

放消费券，高效匹配优质供给，对提振市场

信心起到积极作用，助力消费加速回暖。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李晓婷、赵佳乐、

白田田 （新华社北京2月 5日电）

饱口福、品文化、享玩乐
——元宵节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北京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冰丝

带”的场馆纪录墙上多了 10 个名字。11 岁

的张骞予是 4 日“冰丝带”市民速度滑冰系

列赛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作为女子青少

年乙组优胜者，她和另外九位市民优胜者

得到了纪录“上墙”的冬奥冠军待遇。

让百姓成为冬奥赛场上的绝对主角，

是 北 京 冬 奥 会 留 下 的 最 宝 贵 财 富 。 自

2022 年 7 月 9 日“冰丝带”正式对公众开放

至 今 ，“ 冰 丝 带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近 21 万 人

次，其中 14 万人次体验参与了冰上运动。

此次比赛正是场馆培育自主赛事新的探

索，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程淑洁说，未来，场馆将承办多元

化、多层次的赛事，不断创新方式邀请公

众走进“冰丝带”。

在向大众开放的道路上，“冰丝带”并

不孤单。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雪飞燕”、在河北崇礼的云顶滑

雪公园……众多冬奥场馆在这个雪季成为

无数国人的打卡地。4 日的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雪如意”热闹非凡，河北省第四届冰

雪运动会正式开幕，并发布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后续利用计划和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项目，河北省体育局

局长王彪表示，希望能巩固提升河北 3000
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和质量，带动冬

奥场馆和市县冰雪场馆综合开发利用，助

推后奥运经济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冬奥

场馆。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吉林省冰雪

市场表现火爆，万达长白山度假区营业收

入连续三天超千万元，北大湖周边民宿订

单较 2019 年增幅达 16 倍。吉林省体育局

局长牟大鹏表示，北京冬奥会一年以来，冰

雪运动在吉林省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目

前 共 建 成 各 类 滑 雪 场 75 家 ，雪 道 总 面 积

1256.8 公顷、总长度 358.1 公里，单日最大

接待量达 12 万人次。

在冰雪资源较为稀缺的南方，冰雪产

业的发展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安徽

省天柱山滑雪场负责人张伟对此感受很

深：“2022 年之前，我们一年最高接待量也

就 1 万多人（次），但北京冬奥会举办这一年

就达到 3 万人（次）。”今年春节七天假期，滑

雪场接待量达 1.1 万人次。“从 2022 年 12 月

18 日开始算起，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这

个雪季接待量就已超过 4 万人（次）。”张伟

还发现，自带滑雪设备的“发烧友”和有组

织的滑雪俱乐部成员越来越多了。

兔 年 春 节 前 后 ，上 海 推 出 20 多 项 冬

季 项 目 赛 事 活 动 ，除 了 十 多 块 固 定 冰 场

开 门 迎 客 外 ，上 海 还 新 添 15 块 季 节 性 移

动冰场。虹口足球场洛克公园的露天篮

球 场 就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滑 冰 场 ，上 海 洛 合

体 育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戴 富 祺 表 示 ，

南 方 喜 欢 冰 雪 运 动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这 个

改造不仅解决了冬天露天球场客流量较

少 的 问 题 ，也 让 爱 好 冰 雪 运 动 的 市 民 有

了滑冰的好去处。

而在江苏，社区冰雪运动会已在淮安、

宿迁、徐州、无锡等地先后举办，3 月前还将

在常州、苏州举办。从 3 月开始，江苏省中

小学生冰雪项目系列赛活动将进行 19 场。

从看冬奥比赛，到自己上场学习滑冰

滑雪，是这一年来不少中国人的新尝试。

南京市民陈茜去年第一次踏上真冰，今年

春节期间第一次穿上了雪板，“冰雪运动的

魅力真的很强，虽然我还只是个初学者，但

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发烧友，我想下个雪

季能到北方去滑更有难度的雪。”26 岁的她

说自己有了新目标。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李春宇、张骁、夏

子麟、杨帆、秦婧、张玮华、李典、王帆、周

畅、许东远 （新华社南京2月 4日电）

冬奥一周年 全国冰雪热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侯雪静）记者 5 日从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供销总社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全

系统坚决扛起农资保供的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

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全力保障 2023 年春耕农业生产用肥

用药稳定供应，为夏粮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根据通知，各省级供销合作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农资

保供工作机制，稳定农资保供工作专班，积极构建省市县

三级农资应急保供体系，形成上下联动保供的长效机制，

确保农资应急保供联合社指挥调度体系和社有农资企业

业务运营体系顺畅衔接、高效运转。强化以县域为单位调

度农资供需情况，建立“点对点”应急保供配送机制，切实

提高系统农资应急供应能力。

通知明确，各级供销合作社要指导系统内农资企业认

真分析研判当地春季农业生产形势，增加绿色高效、适销

对路农资产品的采购供应。提前协调落实铁路、水路、陆

路发运计划，抓好农资跨区域调剂调运，及时配送到基层

网点，着力打通农资供应“最后一公里”，加快农资进店进

村入户，保证终端销售网点货源充足，确保春耕旺季不脱

销、不断档、不误农时。

通知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要不断创新优化农资服务

内容和方式，因地因苗加强技术指导，积极应对防范春旱、

倒春寒、病虫害等灾害，大力开展测土配方、统防统治、农

机作业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组织开展送产品、送技术、

送服务的供销农资下乡活动，线上线下融合扩大供应、优

化服务，降低农资流通成本。加强农资市场监测，积极做

好调查调度，及时掌握本地春耕农资供应进展情况，提高

风险防控能力。

据了解，为保障今年春耕农资供应充足，自去年农资

冬储以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加大采购、调运和储备力

度，2022 年四季度累计从工厂采购肥料 4163.2 万吨、农药

43.3 万吨，预计今年 1 月至 4 月还将采购肥料 3500 万吨、农

药 30 万吨左右，并将按照有关部门安排有序投放市场，让

农民能够及时用上放心农资。

2 月 5 日，农户操作农机播种小麦。

随着气温回升，在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水高庄村，当

地农户抢抓农时进行春小麦的机械化播种。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抢抓农时播种小麦

2 月 4 日拍摄的京秦高速遵秦段下院寺枢纽互通（无人

机照片）。

当日，京秦（北京至秦皇岛）高速遵化至秦皇岛段正式

通车运营。至此，京秦高速实现全线贯通。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京秦高速遵秦段建成通车

京秦高速实现全线贯通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全力保障今年春耕农资供应

新华社长沙 2 月 5 日电 记者 5 日从湖南省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局获悉，许广高速公路望城段 4 日下午发生 5 起多车

追尾交通事故，已造成 16 人死亡。

2 月 4 日 17 时许，许广高速南往北方向 676 公里路段，

先后发生 5 起交通事故，涉事部分车辆起火。初步调查显

示，前后约 10 分钟内共发生 5 起交通事故，1 起事故造成 7
人死亡、涉及车辆 7 台；3 起事故各造成 3 人死亡，分别涉及

车辆 11 台、10 台、9 台；另 1 起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涉及车

辆 12 台。事故另造成 66 人受伤，伤者已及时送医院全力治

疗，其中 8 人伤势较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公安、交通运输、应急、消防、卫健

等部门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联动长沙市区两级政府积

极开展现场搜救、伤员救治、交通疏导等工作。

目前，事发路段已恢复通行，与救援工作同步开展的

事故调查和相关善后处置正有序进行。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5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赶赴许广高速湖南长沙段交通事

故现场指导处置。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事故救援处置，要

求科学救援、全力救治伤员，尽最大可能减少因伤死亡和

因伤致残；要尽快核实情况，实事求是开展事故调查；要认

真吸取事故教训，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严防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应急管理部已派出总工程师带队的工作组赶

赴现场指导处置，派出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医疗小组指

导协助伤员救治。

许广高速公路望城段
交通事故造成16人死亡
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2 月 5 日，在中建三局三

公 司 承 建 的 湖 北 省 孝 感 楚 能

新能源项目工地，工人在切割

角钢。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许

多 劳 动 者 们 仍 坚 守 在 岗 位

上 。 不 少 地 方 还 开 展 丰 富 多

彩的慰问、联欢等活动，共度

佳节。

▲2 月 5 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供电段格尔木检修车间工长

王永忠（左）在格尔木南变电所查看机器人运行状况。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2 月 4 日，沈阳客运段列

车工作人员为旅客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节日不停工
他们坚守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