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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台市任泽区骆庄乡的达二村因制作各类大红宫灯而

闻名，被称为“灯笼村”。元宵节前的 2 月 23 日，记者前去探访

“扑了个空”：村里制作的 100 多万对各类宫灯，春节前就销往全

国各地，现在存货无几。

灯笼卖完了，制作企业和农户却没闲着。“我们宫灯加工制

作，是‘做一年、卖一月’，年前 11 个月在家做，农历腊月集中销

售。”达二村的红满天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朝军告诉记者，

他家生产的 4000 多箱宫灯在农历腊月就卖完了，销售收入 100多

万元，现在库房里只剩少量的样品。春节刚过，他正着手准备新

一年的原料。

赵朝军是达二村的灯笼制作带头户。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他在山西太原市打工时发现当地居民有悬挂宫灯的传统。赵朝

军觉得这个产业有潜力，便回村自己摸索加工制作灯笼，还专门

去陕西宝鸡学习。获得不错的收益后，赵朝军坚定了发展宫灯

制作的信心，也让越来越多的达二村村民跟着他做起了灯笼。

“最多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做灯笼。近些年随着产业整

合，村里仍有 50 多家灯笼制作户，但是分工越来越细，产品质量

也在提升。”赵朝军说。

近几年，骆庄乡把宫灯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引导扶持、整合升级，目前已形成

了以达二村为中心，集原材料加工、产品生产、包装销售为一体

的产业链条，年产值 6000多万元，产品覆盖国内十几个省份。

骆庄乡目前从事宫灯制作的有 1500余人，生产的宫灯从几元

一对到几十元一对甚至上千元一对不等，且能常年生产，村民不

出家门就能实现稳定增收。

骆庄乡党委书记徐辉表示，为推动宫灯制作向规模

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骆庄乡将建立宫灯产品研发

中心，充分利用声、光、电及现代科技，使宫灯制作

向空间艺术发展，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并将特

色旅游资源融入宫灯制作当中，开发旅游

纪念品。同时，引导企业建立专门生产

车间，对木制宫灯规模化生产，运用

电脑控制的机床设备快速雕刻

宫灯的纹理和样式，缩短木

制宫灯手工雕刻时间，提

高产量，增加收益。

“今天教大家做‘八宝灯’，它有着吉

祥如意的寓意……”临近元宵节，黑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古塔彩灯制作

技艺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视频中，黑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积瑞，

将流传于牡丹江宁古塔地区的马氏灯彩

制作方法娓娓道来。“我们把彩灯艺术与

历史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宁古塔

彩灯。今年在线上希望大家也能体会到

赏灯乐趣。”马积瑞说。

同样能在线上欣赏的，还有代表节日

喜庆的方正剪纸。红纸铺开，铅笔勾画，

准备就绪后，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曲英红剪起了象征节日欢乐

祥和的方正剪纸。“剪纸传递着特有的传

统文化基因，希望这精美的方正剪纸能让

大家在‘云端’品味家乡的风味习俗，感受

幸福美满。”曲英红说。

今年，黑龙江很多地区将赏灯观景闹

元宵活动改在线上展示，而且提前预热、

不拘泥于元宵节当天，不仅为省内群众，

也为外地没有回家团圆的龙江儿女们送

上黑土地的思念与祝福。

佳木斯市通过“云游”“云演”“云展”

等方式满足群众的节日需求。话剧《冷

云》、民族舞剧《乌苏里传歌》、汤原县博物

馆《民俗藏品系列展》等线上展播、展览，

以及当地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众号开设

的《云展东极》等专栏，吸引了众多观众。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利用“云

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节日喜

庆氛围。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艺术团

队各展风采，“双艺京剧社”精心准备了一

出戏曲大餐，比如《红灯记》选段“做人要

做这样的人”“闹工潮”。

在哈尔滨，“福盈冰城·祥和中国年”

文化旅游线上系列活动从春节开始，一直

持续到元宵节。文艺院团和文化演出场

所在各自官网和新媒体平台推出戏剧、电

影、音乐、舞蹈、书画、曲艺等节目，覆盖了

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元宵节当晚，哈

尔滨市文明办推出“网络闹元宵、同心战

疫情”元宵晚会，让群众体会到浓浓的节

味儿和满满的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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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上元夜的长安城，八街九陌家家户户门口花灯高挂。

如今的陕西西安古城，年味更是一年比一年浓郁。各景区彩旗

飞扬，花灯璀璨，人们用传统与时尚辉映的花灯盛宴，为这座既

古朴又现代的城市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这个灯和手上拎的小灯笼好像啊！上面还有小鸟和花！

妈妈快帮我拍照！”元宵节前，6 岁的陈依诺和家人来到西安城

墙新春灯会赏灯夜游，游览到《华美丝竹》灯组前时，陈依诺高兴

地让家人帮自己拍照。

“西安城墙新春灯会自 1984 年以来成功举办了 33 届，上

城墙看花灯已经成为市民重要的节庆庆典活动之一。《华美

丝竹》 灯组就是以非遗陕派竹编灯为灵感设计，展现非遗技

艺的精妙传神。”西安城墙景区新闻发言人丁雯佩向记者介

绍，“今年西安城墙景区以‘华灯璀璨中国年·和合与共最

长安’为主题，为广大市民打造多元项目于一体的‘年在城

墙’新春印象，从春节前一直延续到元宵节后的农历二月

初二。”

气势如虹的“中国龙”、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满载新春祝

福的巨大“福袋”……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传统技艺与现代科

技的有机结合，游客能够在花灯海洋中看到许多科技灯组并与

之产生奇妙互动。比如，今年春节西安城墙首次迎来东南、西南

两角裸眼3D灯光表演秀，以城墙为幕布、以西安文物为主题，突

出了新年和历史文化特色，吸引了众多市民观赏。

夜幕降临，大雁塔下的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区在盏盏花灯的

掩映下显得如梦似幻。今年新春，大唐不夜城推出的《戏演壁

画》真实还原了唐代画家张萱创作的《捣练图》和周昉创作的《挥

扇仕女图》，走出壁画的“唐代美人”款款演绎着那个时代的长安

故事。

每年，大唐芙蓉园水上灯组都是一大亮点，彩灯的色彩不断

变换。今年，园区精心打造了春节水上赏灯游线，游客在亭台楼

阁溢彩、廊桥水波辉映的迷人风光中感受“灯在水里流、船在灯

里游、人在灯中走”的韵味。

今年元宵节，园区还专门在彩霞长廊及长安码头处为游客

安排了趣味十足的猜灯谜活动。还有文化氛围浓厚的茶舍、鼓

乐行、书画馆等，让大家“穿越”到唐代感受市井生活的丰富与惬

意，在欣赏盛唐御苑古风盛景的同时体会长安城上元节的欢乐

喜庆。

古都灯会科技范古都灯会科技范
本报记者 雷 婷

2 月 22 日上午 11 点，位于四川成都市锦江区的

KIIWII奇异慢活餐吧已是人声鼎沸。夜幕降临时，餐

吧所在的整条华兴街更加热闹了，一场场潮流派对、朋

友聚会、主题音乐活动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

餐吧负责人林玲介绍，春节假期，店里的生意异常

火爆，营业额是去年国庆假期的 3 倍，“结合成都一环

路市井生活圈的打造，复古市集、露天派对、文创 IP等

多种场景的植入带来了不少人流，华兴街的定位和业

态也有了全新改变”。

正如林玲所说，锦江区以“市井一环·烟火成都”为

主题，营造了“可进入、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市井

生活场景。元宵节当晚，纯阳市集正月灯市艺术展览举

行，推出吹糖人、画糖画等多种

展示传统民俗的活动。

“寻香道观锦城春，散花楼

开蜡梅醉。”沿着一环路一路向

西便可来到成都市青羊区的寻香道。据成都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处副处长刘昕介绍，寻

香道是成都“八街九坊十景”中“八街”之一，这里最引

人注目的是川味中国寻香馆及位于其一侧的散花楼。

“今年春节前，我们将寻香馆装修一新，又重新打

造了关闭已久的散花楼。”负责相关工作的川味中国产

业集团董事长张勤涛说，从 2月 7日晚到元宵节，每晚

散花楼和寻香馆都会被“点亮”。

夜色下的锦江沿岸，如梦如幻的光影勾勒出楼宇

诗意的线条，璀璨的灯光下，游人如织。而白天，散花

楼里书香四溢，多幅来自四川的名家书画作品在这里

展出。几米开外，寻香馆里琴声悠扬，人们可以在这里

买到各式四川土特产。

“我为家人设计的元宵节观景路线就是从散花楼

开始，先逛琴台路，再沿着锦江一路往前，最终来到东

门码头，乘乌篷船夜游锦江。”家住都江堰的游客吴彬

说，春节期间，自己的朋友圈已经被成都的夜景刷屏

了，最吸引他的就是夜游锦江。

从 2 月 7 日到元宵节当晚，成都市举办了以“公园

城市·幸福锦江”为主题的 2021年“点亮锦江”春节系

列活动。

锦江是成都的“母亲河”。“夜游锦江承载

着历史的温度，又植入了现代场景，锦江沿

线仿佛是一条被乌篷船串起的经济带，

带火了人气，创造了经济价值。”华优

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

公司负责人孙小佳管理着九眼

桥节点的运营，这里恰巧是

乌篷船停泊的一个码头。

九眼桥旁，锦江岸

边，夜幕降临，汉服

秀 再 现 古 蜀 风

韵，人们边走

边 看 边

玩，沿途

的 祈 愿

福袋树和

幸运红包墙

传递着新春的

祝 福 。 一 条 条 慢

行步道串起一家家潮

流小店，灯笼、年货、文

创摆件让人目不暇接。

仅 春 节 7 天 假 期 ，成 都

“夜游锦江”项目共接待游客近

19 万人次，游船票及文创市集实现

收入152万元。

多彩豫园消费旺多彩豫园消费旺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张灯结彩、炫彩流光、琳琅满目……从春节到元

宵节，在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上海豫园多措并

举提振市场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彰显市场“牛气”。

在豫园商城中心广场上，一头昂首向前的 8米高

金色“中国奋斗牛”气势磅礴。“大金牛”下方，美满幸

福的一家五口形象代表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大金牛”基座四面，有航天探月、火星探测、量子信

息、人工智能、美丽乡村等剪影。

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九曲桥“大变身”，新技术将传

统与创新结合、复古与新潮融汇。通透的光雕技术将

九曲桥湖面打造成一座奇幻的“夜光之城”：九曲桥畔

搭起了一座“小码头”，一叶点缀着莲花灯的轻舟停泊

于此，身着华服的演员扮作画中仙子与青年画师，在

桥畔与船头起舞。画师挥舞着大号画笔，画笔点至一

处，灯彩依次被点亮。

记者了解到，豫园灯彩事业部与复星旅文、复星

公益基金会还联手打造青少年非遗灯彩营研学活动，

将独家资料、非遗灯彩技艺展示融入青少年群体的社

会实践项目中，希望通过更多孩子的参与，为国家级

非遗民俗贡献新的力量。

此外，豫园宁波汤团店也推出了榴莲八宝饭

等新口味，前来购买汤圆和八宝饭带回家的游

客络绎不绝。店长徐正留说：“今年

因为疫情防控，许多人选择留在上

海就地过年，我们还是希望人们可

以在上海吃上象征‘团团圆圆’的

新年美味，享受浓浓年味。”今

年为响应政府关于就地过年

的号召，宁波汤团店也提

前 做 好 了 充 足 准 备 ，

不仅过年期间店内

员 工 全 部 留 沪

在岗，还提前

推 出 了 元

宵 礼

盒 ，让

大 家“ 错

峰 ”过 节 。

与 此 同 时 ，线

下堂食和线上外

卖同步销售，大大方

便 了 留 沪 居 家 过 年 的

市民们。

今年广大市民响应号召

留沪过年，充分释放本地消费

能力。在豫园之外，上海南京路

步行街、外滩等上海地标区域，人流

如织，较往年同期更为繁荣热闹。高人气助力更多

消费，推动上海春节市场消费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并一改以往节前销售略好于节日期间销售的预期，

今年抽样企业节日期间销售金额反较节前一周高

出约 15%，“边逛边玩边买”成消费市场亮点。数据

显示，春节期间，上海南京东路、淮海中路、豫园等

主要商圈销售再创佳绩，分别实现销售 5.95 亿元、

5.57 亿 元 和 0.98 亿 元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350.86%、

336.52%和 179.59%。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黄震表示，豫园各产业取得很好成绩。比

如，珠宝时尚集团、文化饮食集团业绩不断创新高，

新装开业的童涵春堂旗舰店

也迎来众多游客，草本养生

奶茶更是赢得了年轻消费者

的青睐。

图① 上海豫园新春赏灯游园一角。

（上海豫园供图）

图③ 《花车斗彩》表演在西安大唐不夜城

景区上演。 丁 丁摄（中经视觉）

图② 四川成都锦江区九眼桥码头附近古色

古香的廊桥景观。 杨 洋摄（中经视觉）

图④ 河北邢台任泽区骆庄乡达二村村民赵朝军

在整理灯笼样品。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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