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中国最热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对

中国人来讲，春节不仅意味着合家团圆，还意味

着漂泊心灵的安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的春节，很多群众选择就地过年，逛书店、品书香

也就成为很多人春节假期慰藉心灵、丰富精神世

界的最佳选择。

大年三十，北京图书大厦一派热闹景象，在

滚梯旁的新年寄语墙上，有的读者画下了各种可

爱的牛头，有的留下了“牛气冲天”等美好祝福。

“年夜有书香，在京过大年”的红色海报传递着喜

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为了满足在京过年的读者

朋友的精神文化需求，北京图书大厦首次开启24

小时书店模式，并为前来购书的读者们准备了吉

祥春联、“2021 留京守岁”主题纪念章等新年

礼物。

中信书店也开启了“春节不打烊”的营业模

式，为喜欢文化活动的居民们提供精神大餐。为

了满足区内群众的阅读需求，中信书店还上新了

一批人文社科、人文思想、文学心理及少儿认知

类图书 100 余种，同时还增加了百余种文创元

素，全方位保障春节期间区内群众文化需求。

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畅销书区域，北京市民

郭哲专注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书籍。“平时买书

大部分会在电商平台，需要啥直接搜索下单，虽

然快捷方便，但是也缺少了逛书店的乐趣。春节

长假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沉浸在书海里慢慢

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这种感觉很不一样。”郭哲

说。在北京图书大厦三楼儿童图书区域，几个孩

子或依靠在书架旁，或席地而坐，手里都捧着自

己选中的绘本，看得津津有味。童童选中了一本

绘本《和爸妈游中国》，他是一个喜欢旅游的孩

子，往年春节，爸爸妈妈都会带他到全国各地旅

行过年，今年春节，他想把这本书好好读完，规划

一下下一次旅行的路线。

夜深了，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共享空间，读者

们仍然沉浸在书香世界里。来自山东青岛的王海

洋今年也选择在北京就地过年，一个假期，他跑了

三家书店，买到了莫言的新书《晚熟的人》，还买到

了《身边的民法典》。“想利用这个春节假期好好读

完。来北京工作 6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家

过年，但是因为有了书香的陪伴，这个春节假期过

得格外充实而有意义。”王海洋说。

北京图书大厦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吃喝玩

乐，春节也是“充电加油”的好机会。读者朋友们

可以选择阅读一本好书品味书香里的节日气

氛。今年“春节不打烊”的营业模式吸引了不少

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在书店里埋头夜读、选

购图书、观看晚会，度过了一个别样而又充实的

“书香春节”。

不只在北京，今年春节，全国各地的多家书

店都呈现出一幅热闹非凡的场面。在上海，世纪

朵云精心策划了春节特别版活动，还在线上推出

了春节特别专题——“游记里的昨日世界”，以文

字、影像、音乐形式神游四方。七天假期，每天介

绍一本书、一部电影和一张专辑，并同步在“世纪

朵云”微信视频号里发布荐书视频。

为了应对疫情影响的到店客流减少的情况，

很多书店还推出了图书外卖这一举措，最快可以

半小时送达图书。相比电商平台，书店外卖可以

缩短图书送达的时间，当天就能送达，为读者购

书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读者可通过饿了么平台

下单，由外卖员送书上门。

正 是 读 书 好 时 节
本报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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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市场，文旅

消费可以算作一大亮点，

在就地过年的大背景下，

着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比如，春节文化消费的重

头戏——电影，从除夕到

正月初六，斩获了 78.22亿

元的票房，刷新了春节档

全国电影票房纪录；再比

如，“诗和远方”中的“远

方”——主要依靠本地游，

很多地区的旅游消费依然

红火。

可见，假日里人民群

众对文化、旅游产品一直

保持着旺盛的消费需求，

对美好生活怀揣着无比

的 向 往 。 另 外 ，这 也 说

明，市场另一端的供给越

来越丰富多元，能够及时

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

费者更多样、更高要求的

需求。

拿电影市场来说，七

部影片角逐春节档，不仅数量充足，而且类型丰富；

没有“一家独大”，而是“各领风骚”，《唐人街探案3》

《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让不同的观众群

体都能找到心中所爱。

再看旅游市场，许多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既

然不便远行，就选择“发现身边的美好”。近年来，

各地的公园、景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和休

闲娱乐场所的设施越来越完备，即使在家门口，人

们也能够玩得不重样，玩得高兴、玩得尽兴；同时，

各地的民宿、乡村游、城市周边游、酒店游等旅游项

目和消费服务日渐成熟，让人们就近就地就能感受

青山绿水、田园之乐……

其实，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旅游产业，去年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都曾面临一些困难及挑

战，但新年文旅消费市场的开门红让我们对牛年迎

来“牛市”多添了几分期许，也让我们对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信心更足。

上图 2 月 15 日，江西省樟树市游客在阁皂

山景区拍照打卡。春节假期，樟树市各大景区、公

园游人如织，秩序井然。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周

边游、近郊游成为旅游新趋势。新春佳节，人们纷

纷带上家人赏美景、品美食，一起共享闲暇时光，

感受春光灿烂。

简 俊摄

右图 2月 15日，在安徽省淮南万达影城，市

民排队入场，观看电影《你好，李焕英》。春节期

间，《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等影片热映，

丰富了市民的春节假期生活。

陈 彬摄

云端好戏连台 新春欢乐“不打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雪雪

李子豪虽已近而立之年，但仍像孩童时代那

样期盼着春节的到来，在他心中，春节是最重要

的传统佳节，地位无可取代。“这个牛年春节，很

多东西都变了。”李子豪细心地观察着自己和周

围人的生活，“以往过年，基本就是在各种聚会

——吃饭、喝酒、唱歌中度过。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很多亲朋好友都采取了‘云’拜年方

式，我也因此多出了很多时间陪伴父母和独处，

和他们一起看看电影，把平时没时间读的书看

完，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

因为不便远行，李子豪还带着父母逛了北京

郊区的两个景点。“其实身边从不乏美好，只是缺

少发现。”在他看来，春节变了也没变——欢度的

形式变了，消费的内容变了，但年味没变，对新的

一年美好的期盼没变。

在变与不变之间，牛年文旅消费迎来良好开

局：商务部发布的消息显示，就地过年带火本地

游、周边游、短途自驾游，春节期间北京延庆、密

云、怀柔等郊区住宿消费额同比增长 3 倍以上，

上海崇明、青浦、嘉定等郊区住宿消费额增长 2

倍以上。江苏、内蒙古、山西等地举办各类文艺

演出、文博展览和民俗旅游等活动，为群众过年

提供了更多选择。

文化大餐送祝福

为响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孙慧子今年

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工作地北京过年，“和小伙

伴们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之后追剧、刷综艺、

打游戏，这个春节过得挺充实”。

文化大餐是人们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精神

食粮。在“就地过年”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在春节前印发了《关于做好人

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要

求增加网络、电视、广播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

励提供免费流量、网络视频APP限时免费电影放

映等线上服务。

各级文旅部门主动作为，纷纷“端”出丰富的

节日文化套餐，特别是一些平日里一票难求的演

出，也纷纷主动走上云端，给千家万户增添了喜

庆的“年味儿”。

观看云演出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大年初一

晚上，国家京剧院经典大戏《龙凤呈祥》首次 5G

云演播如约与观众见面，这部戏一向是人们逢年

过节必点的“吉祥戏”，此次于魁智、李胜素等名

家云端亮相，在一唱一念、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中

带戏迷们领略京韵悠长。戏迷们除了自己看，有

的还买了云戏票赠送给远方的亲友，在“云包厢”

和他们一起看戏聊戏话家常，实现了另一种形式

的团圆。

为了让全国更多无法走进实体剧场的大小

朋友们也能享受到艺术带来的欢乐，从大年初三

到正月十五，中国儿艺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

京有限公司开展了“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肢

体动漫剧《三个和尚》线上直播+点播演出”活

动，利用 5G 网络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观演

体验。

除了“国家队”带来的精彩演出，“地方队”也

纷纷拿出“压箱底”的节目。北京人艺不仅将经

典之作《茶馆》《天下第一楼》等在春节期间进行

了线上限时展播，还请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等

知名演员为观众讲解背后的文化内涵；湖北全省

专业艺术院团开展近 600场线上文艺演出，武汉

市直文艺院团连续 7 天推出 56 期“文化进万家，

宅家云赏剧”活动，同时在直播平台上开展 29场

“云直播”……这些云端演出，为全国各地的观众

送去了新春祝福，也用别样的方式抚慰了不能回

家过年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受到热烈欢迎。

博物馆里品年俗

2 月 11 日，农历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个世

纪的天龙山石窟第 8 窟北壁主尊佛首作为 2020

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此

后，这尊佛首立刻成为名副其实的

“网红”。大年初一，“咸同斯福——

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数字复原特

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展，天龙山石

窟第 8 窟北壁主尊佛首与观众近距离

见面。从网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李蕾赶

紧给自己和儿子预约了参观门票。

近年来，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在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里度过节假日成为

一种时尚，这个春节也不例外。《关于做好人

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中

明确，低风险地区图书馆、博物馆、影剧

院、公园、体育场等公共活动空间，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保障

开放时间，为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

化体育活动。

博物馆的热度在节日里持续走

高，据一家在线旅游企业统计，河南

博物院的搜索热度同比超过了 500%，

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文博机构也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打卡。

各地博物馆通过主题鲜明的展览，带观

众了解年俗文化，感受浓浓的年味儿。中国国家

博物馆的“牛事如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

上海博物馆的“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

交流展”、海南省博物馆的“牛牛食草莫相触——

牛年牛艺术展”以及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与国家

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品书香 赏年俗——2021 年

新春文化展”、与中国印刷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版

化万象——木版年画展”等展览，均在春节期间

和观众见面。

如果 不 方 便 前 往 博 物 馆 感 受 文 物 的 魅

力，也不必遗憾，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

和旅游部艺术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

文物司共同开展的“博物馆说”网络短视频推

广活动于 2 月 8 日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线，各

级博物馆也纷纷依托各种网络平台，将优质

的博物馆文化产品和服务拓展至线上，让观

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云逛”博物馆。

就地就近欢乐游

大年初五，朱延锋就带着一家老少四口人来

到北京延庆龙庆峡赏冰灯，“前几年，我们都是举

家到南方旅游过年，今年响应‘就地过年’的号

召，我们没出远门，在北京郊区选择了孩子喜欢

的冰雪之旅”。朱延锋说，这是和孩子一起体验

童年的乐趣。

和朱延锋一家一样，今年春节，很多人把“诗

和远方”，变成了“诗和不太远的远方”，重新发现

“身边的美景”。

为了让本地游客和留守过年的外乡人游得

高兴、游得舒心，各地纷纷拿出实招：春节假期，

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市

属公园均免费对公众开放，根据统计数据，春节

假期 7 天内，共接待 164 万人次市民及游客游园

赏景、欢喜过年；江苏 315 家 A 级旅游景区免费

开放，近 150家收费 A 级旅游景区景点针对外来

务工人员特别推出了免费游览、门票打折、发放

优惠券等优惠活动以及各式“过大年”精品游线

路；广西桂林推出“留在桂林过大年，新春文旅惠

民季”活动，2月及 3月，桂林市民、外来务工人员

和辖区高校学生将享受 60个 A 级旅游景区免票

或折扣优惠，此外还有 34 家旅游酒店的 3 折至 5

折优惠……

与此同时，旅游企业也积极调整产品和服

务，满足游客的新需求：从 2 月 3 日至 2 月 26 日，

携程在站内上线“云游合家欢 就地过大年”活动

专区，整合全国各地本地优质旅游产品，如本地

酒店民宿、本地景区门票、本地玩乐产品等，同时

提供百万产品补贴优惠，带给消费者难忘的本地

游体验；飞猪旅行推出“百亿补贴万家酒店”等优

惠及“温泉酒店+下午茶”“酒店+滑雪票+晚餐”

一站式度假套餐、贺岁下午茶、小家庭年夜饭套

餐等产品。

这个春节，举家本地游、近郊游、酒店游成为

新年俗。

北京西西弗书店内，孩子们在看绘本故事。 本报记者 康琼艳摄

本版责编 陈 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