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义元宵烟火晚会圆满“绽放”
2月24日20时18分，在南昌市安义县潦河畔，8982发礼花弹“点亮”安义

夜空，一场喜庆吉祥、流光溢彩的烟火晚会震撼上演，万千市民和游客在这里
共庆团圆、共享欢乐、共同迎接元宵佳节。

本次烟火晚会由安义县人民政府主办，安义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安义县融媒体中心、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晚会

由烟花秀和无人机表演组成，烟花秀分为三大篇章，无人机表演展
现五大主题，共同表达“福龙迎新春，烟花庆丰年”的美好

寓意和祝福。
据了解，安义元宵烟花晚会是2024 年“知年俗

享年趣 游安义”春节系列文旅活动的收官之作。自
1月底以来，安义县开展了一系列充满了安义风情
的年俗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全县人民文化生活，打
造了“山水人家好安义”的靓丽IP，彰显了安义发展
取得的新成绩，展现出新时代安义的新形象。

（全媒体记者 刘迟/文 许玉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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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月团圆元气满，年俗焕新消费旺
——各地欢度元宵节扫描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共奏江西发展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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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灯赏景 灯火灿烂闹元宵
在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元宵节清早，非遗传

承人方勇标就和队员们舞动着板凳龙上街巡游。
穿插在各路舞龙舞狮队伍中的，还有流传千年的非
遗傩舞表演。龙旗招展，锣鼓齐鸣，引得观众连连
喝彩。夜幕降临，崇仁河畔黄州桥夜市流光溢彩、
人头攒动。各色美食香气扑鼻，人们一边猜灯谜、
一边吃汤圆，好不热闹喜庆。

在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22个乡镇（街道）的
社火队伍在城区集结，有《江格尔》等非遗特色方
阵，也有“麦西来甫”“黑走马”等多民族文化方阵。
长龙腾云霄、群狮齐拜年，喜庆的社火表演，把各族
人民庆新春、过大年的气氛推向高潮。

入夜，上海2024豫园民俗艺术灯会千灯点亮，
中心广场上巨型“黄龙”冲天而起，九曲桥头“鱼龙
公主”摇曳生姿。被绵绵细雨淋湿的路面如同一面
面镜子，映照璀璨灯彩，别有一番风味。

在四川自贡，3万多名游客走进“中国灯城”自
贡中华彩灯大世界，观彩灯、赏演艺、拍全家福。空
中，600 架无人机排列出汤圆、舞龙灯等图样；地
面，舞龙舞狮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上百名身着汉
服的演员手提花灯巡游……

“彩灯琳琅满目，创意天马行空，这简直就是一
个彩灯的梦幻世界！”首次前来观灯的北京游客刘佳
赞叹不已，“真正体会到了古诗词里的花市灯如昼。”

上海老字号宁波汤团店里，顾客坐得满满当当，一碗
碗汤团热气腾腾。年逾七旬的上海市民刘凤携一家老小
在这里一饱口福。她挑选了经典的黑洋沙汤圆，小孙子则
偏爱蟹粉鲜肉汤圆。“全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就让人
觉得暖暖的。”刘凤笑称。

元宵节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各地带来了人气和流
量。上海市中心城区一家超市里，消费者购物车满满当
当，既装有时令水果、鲜菜，更有“柿柿如意”等色彩鲜明、
造型可爱的新品汤圆。上海海昌海洋乐园、上海欢乐谷等
景区客流如织，部分特色酒店官网显示元宵节前后房间预
订紧俏。

各地群众广泛参与逛庙会、赏花灯、夜游等，形成了周
边游和短途游的热潮，延续着农历春节假期以来的消费旺
盛势头。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介绍，从平台景区

和活动订单来看，元宵节前后广州、上海等城市举办的大型
灯会及游园活动，观众中有相当部分是周边省市的游客。

四川自贡推出富顺豆花文化旅游季、“夜游釜溪”等年
俗民俗文化活动，参与群众超112万人次。据了解，自2月2
日开园至今，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已接待游客近85万人次，
同比增长24.5%；门票收入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约7%。

火热的节日，还让不少群众有了“真金白银”的收益。
春节前后，新疆乌苏市甘河子镇王乡庄子村村民以新疆特
色艾德莱斯绸为原料手工制作了10条龙，其中8条销售到
其他县市和乡场镇，每条带来约8000元的收入。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始终是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基础，要让逢年过节“火出
圈”的现象衍生为更常态化的资源，让节日的红火持续。

（据新华社）

节庆活动聚人气 消费市场活力足

喧天锣鼓驱散冬日严寒，嘹亮唢呐吹响喜庆号角……
在陕西省宝鸡市陇县社火广场的舞台上，旱船、跑马、陇州
小调、芯子、高跷……演员们踩着鼓点，舞出新年精气神，
社火艺术魅力充分展现，吸引了上万名当地群众和游客。

13岁的小演员王舒媛首次站上高芯参与游演。她激动
地说：“这是从古至今传承的年俗活动，寄托着美好祝福。很
高兴我也能成为表演团队的一员，将社火文化传承下去。”

四川成都东郊记忆园区内，丝竹华章，国韵悠长。一
场“东市街头音乐会·民乐闹元宵”演出，民乐优雅的气韵
与东郊的烟火气交融。园区内的繁星戏剧村童剧场开启

“东郊有戏·庆龙年”盖碗川戏·非遗文化川剧表演秀，吸引
一批“90后”“00后”“10后”戏迷。

广东潮州古城，舞龙舞狮、英歌舞展示为主的民俗表
演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十八梭船廿四洲”的广济桥上

开设“非遗集市”，游客可以在展位前近距离观察或体验陶
瓷、潮绣、木雕、手拉壶等非遗技艺。

上海非遗技艺和项目也向市民游客走近一步——上
海举办覆盖全市的“寻龙记”活动，主要商圈、文化场馆、景
区、公园、地铁站、黄浦江游船等空间共设有260余处龙年
新春装置或互动活动，供人们“打卡”拍照、参加非遗项目
体验等。

陕西推出的64项400余场元宵节主题活动中，既有赏
花灯、猜灯谜、闹社火、送元宵等传统民俗活动，也有文艺
演出、阅读推广等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活动，满足人们不
同的“文化味蕾”。

从各地元宵节乃至整个农历新春年节活动来看，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民俗活动中来，优秀传统文化吸
引了更为广泛的体验者、参与者、传承者。

古老文化新传承 年俗“走”进生活场景赏花灯，流光溢彩，活力满满；品
元宵，甜蜜满溢，热气腾腾。

农历正月十五，各地举行节庆活
动、共度元宵佳节，消费市场也延续
着春节以来的旺盛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