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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浓 年 味 满 满 活 力
——“新春走基层”记者蹲点采访手记

2025 年农历春节期间，

经济日报记者赴内蒙古、新

疆、广东、浙江、河南等多个

省份，围绕温暖新生活、经济

新动能、山乡新画卷等主题

展开深入报道，在浓浓的年

味里，多层面展现我国经济

发展活力。

11 月月 3030 日日，，记者覃皓记者覃皓

珺珺（（左二左二）、）、王墨晗王墨晗（（左一左一））

在广州文化公园采访醒狮在广州文化公园采访醒狮

演员演员。。 黄景棠黄景棠摄摄

新家新年新生活
本报记者 王明昊 杜秀萍

非遗展现新气象
本报记者 覃皓珺 王墨晗

寻找幸福新定义
本报记者 张 晓 杨啸林

创新脚步不停歇
本报记者 刘沛恺 向 萌

社火舞出新风貌
本报记者 李秋旸 樊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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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上穿着花马甲转手绢的机器人、

火出圈的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都出自浙江杭州的科技企业。这个春节，

记者来到杭州市余杭区、西湖区，探寻这

里的科创密码。

春节期间的杭州，湿润的空气中带着

丝丝寒意，记者走进这里的科研实验室和

科创企业，感受到喷涌的暖意，每一位坚

守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都在为祖国贡献着

创新的力量。

农历正月初五，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杭

州高等研究院，一群科研人员正在忙碌

着。高光谱载荷研制项目实验室副主任

设计师曲宏松告诉我们，他们项目组 3 个

月没休假，过年也没有休息。为确保无菌

操作，需要在封闭空间内工作，他们就尽

量少喝水，减少进出，最长一待就是十几

个小时。

科研道路不是一帆风顺，充满了未

知、挑战与不断试错。正因为科研人员日

复一日的坚守与努力，才成就了我国的科

技进步。每一位科研人员都在为实现一

个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付出不懈努力，

面对困难，他们不逃避、不退缩，迎难而

上，敢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困境中寻

求突破。

政策与环境的共同作用，是科技与

创新不断推进的驱动力。余杭区、西湖

区为人才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尤其是

产 学 研 融 合 模 式 为 区 域 创 新 注 入 了 新

动 能 。 这 里 不 只 是 提 供 了 完 善 的 服 务

机 制 ，还 有 创 新 的 土 壤 和 合 作 的 机 会 ，

所 以 科 创 企 业 才 会 选 择 在 这 里 扎 根 、

成长。

这次蹲点采访让记者深刻体会到，创

新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一种全方位生态

建设，需要政策引导、环境支持、人才聚集

以及持续资源投入。杭州正是通过多方

面协同发力，用强大的创新引擎推动经济

蓬勃发展。

这座城市的创新故事还在继续，因为

在这片朝向未来的土地上，每一天都是新

的开始，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创新的

维度，追光者的脚步永不停歇。

11 月月 2626 日日，，记者李秋旸记者李秋旸（（右右）、）、樊楚楚樊楚楚（（中中））在新疆乌在新疆乌

鲁木齐市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采访游客鲁木齐市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采访游客。。杨泽宇杨泽宇摄摄

22 月月 22 日日，，记者向萌记者向萌（（中中）、）、刘沛恺刘沛恺（（右右））在国科大在国科大

杭州高等研究院采访科研工作者杭州高等研究院采访科研工作者。。 谢雯艳谢雯艳摄摄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是头等大事。这个春节，记者来到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采访，感受着身边触

手可及的幸福。

当被问到“准备了哪些年货”时，

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格日勒图雅

嘎查牧民阿拉腾达来细数起来“牛肉、

羊肉、鸡肉、猪肉、鱼肉⋯⋯”，图门其

其格说，“啥都有，数不过来了”。他们

不约而同地说，“现在和过去比起来，

天天过大年”。

一年一度的春节成了寻常事，是

对幸福最生动的注解。正是因为“米

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常年量足价

稳 ，各 色 美 食 不 再 只 有 春 节 才 吃 得

到 ，“ 天 天 过 大 年 ”方 能 成 为 人 们 的

心声。

丰沛的物资让餐桌满满当当，多

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则让春节的仪式

感、氛围感拉满。冰雪游客那达慕上，

赛骆驼、搏克、巴日盖等具有民族特色

的非遗代表性项目轮番登场；乌兰察

布之夜国潮味十足，街区布景古风古

韵、文化表演引人注目。

春节的年味儿离不开满桌的美

食，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再停留于

吃得饱、穿得暖。丰富的文化供给让

幸福延展出新的定义。

在距离边境线约 60 公里的地方，

居住着牧民魏华一家，蒙汉融合、四世

同 堂 、带 头 致 富 是 这 个 家 庭 的 鲜 明

特点。年近 90 岁的爷爷讲述几十年

前的苦日子，感叹如今的好日子；已成

为家庭顶梁柱的魏华，计划着如何依

托电商直播将牛羊卖到更远的地方；

孩子们嬉戏打闹、茁壮成长⋯⋯老有

所养，幼有所依，年轻人有动力，日子

有奔头，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为特殊

的意义，蕴藏着人们对民族文化深刻

的认同与自豪，传递着人与人之间无

尽的爱与温暖。在乌兰察布蹲点近一

周，记者遇见了许许多多幸福的人，看

到了热气腾腾的中国。

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中欧班列”的

火车头、身着“太空服”的企业员工⋯⋯新

春之际，记者来到新疆乌鲁木齐，通过当

地首次举办的社火迎新春联演活动，看到

了乌鲁木齐在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等方

面展现出的时代风貌。

1 月 23 日，零下 20 摄氏度的现场寒

风凛冽，但记者的感受却是热气腾腾——

表演者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热情

的观众跟着音乐一起舞动，现场欢呼阵

阵、掌声不断。

社 火 是 情 感 的 纽 带 、文 化 的 桥 梁 。

新 疆 社 火 除 了 舞 龙、舞 狮、秧 歌 等 传 统

内 容 外 ，还 与 新 疆 花 儿、麦 西 热 甫 等 各

民 族 非 遗 和 民 俗 文 化 巧 妙 融 合 。 在 达

坂城，大家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

同 表 达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 达 坂 城 区 达 坂

城镇纪委监察办监察员木合塔尔·马木

提 第 一 次 参 加 社 火 表 演 ，“很 高 兴 通 过

这种方式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今后还想

继续参加”。

在三道坝镇的社火表演中，记者看

到的不仅是欢乐喜庆，更是乡村振兴成

果的生动展示。大碗凉皮碰上“水稻”，

环卫工人变身时尚舞者⋯⋯农耕民俗巧

妙融入表演，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为村民

们精神文化生活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

演出中传统与创新元素的结合，展现出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记者还了解到，三道坝镇将社火与

乡村农文旅相结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和游客前来观赏体

验。不仅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当地的农产品销

售，让更多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的

美好愿望。社火表演不再是简单的文化

休闲活动，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力量。

社火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更

凝 聚 着 各 族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共 同 向

往。在冰天雪地中，人们用热情融化严

寒 ，用 欢 笑 传 递 温 暖 ，用 行 动 诠 释 着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的 深 刻 内 涵 。 在 这 片 广

袤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共同谱写着新时代的团结

乐章。

芳 香 四 溢 的 百 年 花 市 、人 潮 熙

攘 的 非 遗 街 区 、技 艺 高 超 的 匠 人 工

坊 ⋯⋯ 在 广 州 蹲 点 采 访 的 一 周 ，记

者 真 切 感 受 到 浓 浓 年 味 儿 中 ，传 统

与 现 代 的 交 织 、文 化 和 经 济 的 共

荣 。 寻 着 文 脉 、沉 浸 花 香 、步 履 不

停 ，我 们 将 笔 尖 和 镜 头 对 准 具 有 经

济 张 力 的 文 化 场 景 ，探 寻 广 州 春 节

经济与文化的活力密码。

作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消费

场景，记者深入西湖花市蹲点采访，和

商家、消费者深入交流，向“会算账”的

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请教，倾听春

节期间百年花市、文创产品背后有生

命力的经济故事。

西湖花市蹲点结束已是凌晨，打

车返程时，司机丁官林与记者攀谈起

来：“咱们的非遗花市热闹吧？我们一

家每年都来拍照打卡。花市越办越

好，日子也越过越旺。”质朴的话语流

露出自豪与满足。

在广绣工作室，一位游客反复查

看广绣商品。从提出价格质疑，到亲

身体验后认同广绣艺术价值，记者见

证了这位游客对非遗产品“路转粉”的

过程。这说明，中国非遗文创产品不

仅要保持源远流长的精气神，更要时

刻紧跟市场需求和消费者期待，不断

调整营销策略，才能历久弥新。记者

发现，不少企业正打通上下游链条和

海内外市场，引入 AI、大数据等新技

术，以经济与科技赋予非遗新动能。

从除夕夜热闹的鲜花档口，到海

内外热销的非遗文创，随着广州花市

品牌与文旅、科技深度融合，百年花

市传承不息、创新不止。每个人宛如

穿越时空之门，沉浸于丰富多元的文

化消费场景中。这背后，既得益于相

关政策对文化与经济的支持和推动，

也反映出商户与消费者对未来的好

日子充满信心。当地深厚的文化底

蕴，也为文化新业态繁荣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助力消费新活力加

速释放。

新年寓意着新的开始，对于河南

开封市兰考县三义寨乡丁圪垱、杨圪

垱两个村的村民来说，这个“新”字有

着更切身的感受——从黄河高滩区到

现代化社区，从老屋到楼房，从种地

到务工⋯⋯

搬入丁杨社区的他们，在新家的

第一个新年如何过？记者三入社区，

在居民家的唠家常中，在活动中心的

剪纸中，在游乐场的欢笑声中，在工厂

的忙碌操作中⋯⋯感受到这个新年，

他们不只是换了个地方，更是迎来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

面对新变化，这群曾在焦裕禄同

志带领下战胜“三害”（风沙、盐碱、内

涝）的人们，表现出主动适应和积极调

整的态度和行动。

他们把唠家常的地方，从村口挪

到社区门口，晒着太阳打着牌，开着玩

笑聊着天⋯⋯记者融入其中，感受到

浓浓乡情里的那份亲近和自在。

他们告别锄头，在周边寻找工作

机会，来社区当保安，到门口开超市，

去工厂做工人⋯⋯勤劳的他们，哪能

闲得下来，那劳作的身影里，那开心的

笑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希望。

他们离开故土，谋划着新居里的

新生活：看病更方便了，还能报销一部

分；就近入学帮他们省了路费，安全也

更有保障；虽然没有过去自家种的菜

那么新鲜，但家门口就有菜场和超市，

让他们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他

们盘算着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心里的

这本账越算越踏实。

这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

安居答卷，离不开在背后默默付出的

党员干部。下定决心不等不靠，探索

出“政策性项目资金+经营性收益资

金+村民自筹”的市场化搬迁模式；面

对各种搬迁诉求，耐心与村民沟通，尽

力做好每一件小事；为了让群众早日

喜迁新居，他们争分夺秒，7 个月完成

42栋楼封顶，9个月达到交房条件⋯⋯

兰考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和拼搏奉

献，是对焦裕禄精神的生动传承。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黄河高滩区群众的搬迁故事，书

写着新时代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11月月2323日日，，记者杜秀萍记者杜秀萍（（左左）、）、王明昊王明昊（（中中））在河南开在河南开

封市兰考县焦桐广场采访焦桐养护员封市兰考县焦桐广场采访焦桐养护员。。 朱朱 恒恒摄摄

22 月月 88 日日，，浙江浙江

省台州市仙居县埠省台州市仙居县埠

头镇埠头村头镇埠头村，，民间民间

艺人正在表演传统艺人正在表演传统

舞龙节目舞龙节目。。

王华斌王华斌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22 月月 99 日日，，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龙腾盛世龙腾盛世··欢欢

乐庄浪乐庄浪””第二十一届民间文化艺术节上第二十一届民间文化艺术节上，，彩车表演吸彩车表演吸

引观众驻足欣赏引观众驻足欣赏。。 王王 毅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11 月月 2020 日日，，记者杨啸林记者杨啸林（（右右）、）、张晓张晓（（中中））在内蒙古在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采访商户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采访商户。。 庞庞 龙龙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