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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记者刘品然、柳丝）冬雪皑
皑，灯笼映红。有阿尔卑斯山“皇后”美誉的瑞士少女峰，缆
车起始站挂起了兔年装饰和大红灯笼，散发着温暖、浓郁的
中国年味儿。
　　阿尔卑斯山谷，瑞士小镇达沃斯，自新冠疫情暴发后首
次在冬季以线下方式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年会刚
刚闭幕。与会人士共话中国将带给世界更多机遇与信心。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与世界相约兔年“春节时

刻”，在“中国红”传递的喜庆中，一同拥抱春天的生机、跃动
和希望，一道携手并肩前行，共期美好未来。

红火年·环球共此时

　　 19 日晚，巴西东北部城市累西腓地标“零点广场”，光
影交错、乐声悠扬，一场春节大型灯光秀点亮了这座老城的
夜空，鲜艳的五星红旗、红灿灿的中国剪纸、吉祥的灯笼

“福”字……拥有近 200 年历史的古建筑披上了喜庆的
中国春节盛装。2022 年 11 月，累西腓市政府通过法案，
成为巴西首个将中国春节设立为官方节日的城市。
　　“中国春节庆典展现在累西腓文物古建上，是两种文
化的完美结合。”累西腓市议员西达·佩德罗萨感慨。
　　世界同欢庆，环球共此时。春节，广受欢迎、愈加红
火，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文化盛事。春节以中华文化自信
亲和、崇尚共生的魅力，为各国人民带去春的祝福和温
暖，拉近彼此距离，让东方古国与世界同频共振、相知
相融。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世界大道”公园，6 块大型电
子屏幕一起点亮“中国红”；在英国伦敦，巨型摩天轮“伦
敦眼”亮起红色和金色；在美国旧金山联合广场，可爱的
兔子雕塑带来热烈、浓郁的节日气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
艾利斯，新春龙舟大赛点燃春节的活力；在日本东京国立
博物馆，兔年主题展览讲述着古往今来东方世界赋予兔
子的美好寓意……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网站载文说，中国拥有古
老文明和文化遗产，沙特希望通过举办春节庆祝活动促
进两国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增进沙特人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
　　春节——— 万家团圆的时刻，也蕴涵着海外中华儿女
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望。
　　过去的一年，世界并不太平，人类依然面临严重挑战
与威胁。人们喜爱中国年，在其中寄托对相聚、平安、和
谐、安宁的希冀和追求。
　　——— 这个除夕夜，是圭亚那的清晨。中国第 18 期援
圭亚那医疗队与平日一样开放基地门诊，还上门诊治有
困难的患者，紧张忙碌、有条不紊。今年是中国向圭亚那
派遣医疗队 30 周年，当地民众见到中国医生总会竖起
大拇指，说上一句：“中国
医生，最棒！”
     （下转 2 版）

新华社记者王永前、郭敬丹

　　癸卯兔年正月初一，早上 9 点，
“80 后”张佩佩和爱人带着一双儿女
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口，纪念馆党
委书记、馆长薛峰正在等候。“你们是
今天最早进馆的观众，欢迎欢迎！”接
过馆长赠送的“一大文创”玩偶和新年
贺卡，一家人十分惊喜。
　　“我们从温州来上海过春节，特
意 选 了 大 年 初 一 来 中 共 一 大 纪 念
馆，希望在这个特别有意义、正能量
的地方开启兔年，鸿运当头！”张佩
佩说。
　　逐渐热闹起来的纪念馆里，有许
多和张佩佩想法一样的亲子家庭。上
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三年级
学生郭迦颐穿了一件红裙子，和自己
的 3 个同学一大早就来了。他们对这
里并不陌生，郭迦颐当过纪念馆“小
小讲解员”，她告诉记者，自己要来

“温故而知新”。跟着 9 点半档的定时
讲解，孩子们走进纪念馆基本展陈

“伟大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创建历
史陈列”。
　　看着他们认真又活泼的样子，家
长们很欣慰。郭迦颐的妈妈王慧娟说，
大年初一一起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过
年，是 4 家人一拍即合的“点子”。“我
们觉得，孩子会对特别日子里发生的
事印象深刻，在过年的时候到党的诞
生地来，很有氛围感，会让他们对这段
历史更加亲近。”
　　纪念馆也设计了不少“新春限定”
的互动环节，党史“一大红”和传统“中
国红”在展厅交织：曲艺党课《南陈北
李 相约建党》《伟大开端》讲述党史，
与参观者不期而遇；“投壶问礼学党
史”区域，参观者通过党史问答获得投
壶游戏机会，欢声笑语；另一侧，在民
间手艺人教授下，小观众们自己动手，
捏出一只只萌兔……
　　“这里有种特别的年味儿，仿佛
能连接历史的昨天和今天。”来自安
徽的高三学生班景尧在党史问答中
5 题 全 对 ，投 壶 命 中 一 次 ，喜 气 洋
洋。在此之前，他已经和自己的双胞
胎 弟 弟 参 观 了 展 陈。“我 喜 欢 学 历
史，到中共一大纪念馆来有种置身
历史场景之中的感觉，汲取的精神
力量对我们今后的人生也会有很大
帮助。”
　　喜庆的氛围也触发思考。“刚才

在表演中听到大家的掌声、欢呼声，心里很感慨。如果没
有党史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奋斗，哪有如今一个个新时代的
幸福家庭来这里欢度佳节？”曲艺党课讲述者、相声演员
赵松涛是一名党员，在他看来，到红色地标过“红色年”，
也是宝贵的文化自信。
　　“我们希望，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让纪念馆也成为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让参观者从中感
受民族不断进步的伟大力量。”薛峰说。
　　纪念馆留言墙前，郭迦颐和自己的小伙伴一笔一划写
下留言：“祝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新年快乐！”“新的一
年，我要更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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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节 热 ”点 亮 全 球“ 中 国 红 ”

本报记者邬焕庆、商意盈、马剑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盛唐开元年间，诗人孟浩然漫游至江南睦州的建德江

（今浙江省杭州建德市，新安江建德流域），忽心有所动，将
天地之清丽和游旅之愁思凝聚于笔端，写下传诵至今的千
古名篇———《宿建德江》。
　　从此，建德江，成为刻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符号，随着
中华文脉一路蜿蜒曲折、奔腾跌宕、生生不息，已是一缕缠
绵的乡愁。
　　近 1300 年后，循着诗人的足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
春节前夕走访建德、再宿建德江。江中流淌的依旧是诗画江
南，江边徜徉的还是那诗意栖居，似乎今人仍是诗中人。
　　只是，从大唐盛世到新时代盛景，建德江还是那条江，
建德江却也早已不是那条江。

（一）

　　——— 移舟泊烟渚。
　　船行至黄昏，看见一小岛便喊渔夫将船停下。心绪起伏
的孟浩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江面宽阔，江水湍急，小岛
被笼罩在烟雾之中，俨然人间胜景。
　　建德江，以她独有的方式，抚慰着万千游子、养育着两
岸人民。保护她、更好利用她，也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恒久
主题。
　　 1 月 19 日，临近大寒节气，却是一个江南冬日难得的
好天气。
　　记者乘船沿建德江顺水而下，阳光明媚、碧水浩渺，两
岸青山叠翠，一幅壮阔的青绿山水图映入眼帘，偶有来收网
的渔民欸乃一声，为山水画增添了更多灵动。
　　建德江，承续自发源于皖赣交界的怀玉山脉，全长 373
千米、最高落差达 100 米的新安江，千百年来江阔水清，尤其
是新安江水库建成后，成为浙西难得的一盆清水。
　　如何让建德江更好造福一方，也曾走过弯路。一二十年
前，发展方式粗放，江面上密密麻麻的养鱼网箱，工业废水、

农业用水、生活污水排入江中，导致水质恶化，敲响了保护
水环境的警钟。
　　“应该说，20 年前开始实施的‘八八战略’，让大家知道了
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建德市委书记富永伟说，“生态是建德江
发展的命脉。”
　　治水先治污。清除黑河、臭河、垃圾河，聚焦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剿灭劣质水，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经过多年奋
战，目前建德 12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已经实现
了可喜的 100%。

　　提升水环境，还要水岸同治。近年来，建德通过城市防
洪工程、梅城大坝加固工程等多轮堤防建设，三江两岸堤防
达标率达到 95% ；实施新安江综合保护工程，打通两岸沿
江景观廊道，建德江边处处是“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
美景。
　　目前，建德江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水以上，其生态建设
实践也在全国多地推广，成为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
　　建德江的故事是浙江江河流域环境治理的缩影。

　　浙江，因水而名，因水而兴，也曾因用环境来换发展
而面临“江南水乡没水喝”的困境。近 20 年来，从“五水
共治”“三改一拆”到智慧治水……浙江走出了一条以治
水作为突破口的转型升级之路。
　　 2023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浙江省控断面
优良水质比例已达 97.6%，同比提高 15.2 个百分点。
　　清晨，就着晨曦在西水公园里打太极；晚饭后，在家
门口的江边绿道散步，这是建德洋溪社区居民陈樟妹的
日常生活。“我从小在江边长大，明显感觉到这几年这里
变化很大，天蓝江清早已是常态。”陈樟妹说。
　　位于建德江铜官峡口的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
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和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百废
待兴的年代，这座“三自”水电站不仅补上了华东能源缺
口，更带给人们无尽的精神激励。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安江水电站的发电
功能减弱，但生态效益却日益凸显，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
地区防洪水、保供水的重要屏障。
　　国网新源集团有限公司新安江水电站总经理李建华
介绍说，从新安江水电站 70 米深处喷涌而出的江水，常
年保持 14 ℃至 17 ℃恒温，遇上相对较高的气温后，清
晨和傍晚会在江面上形成若有若无的白雾。
　　如今，江水明净清澈、天光倒影如画、江面薄雾氤氲，

“白沙奇雾”也成为建德江独有的一道景观，吸引了大量
游客纷至沓来。
　　这条江，如今更美。

（二）

　　——— 日暮客愁新。
　　水面泛起雾气，天色越来越暗，远处的山峦已经隐入
夜色之中。暮色中的建德江江面开阔平静，一缕新愁涌上
孟浩然的心头。
　　距离诗人几公里外，地处三江口的睦州州府所在地
梅城正在爆竹声声中欢庆新年，人流涌动，商贾云集，一
派繁华壮阔的盛唐气象。        （下转 3 版）

  1 月 21 日除夕夜，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
县 吉 他 文 化 广 场 ，市 民 用 烟 花 光 绘 出

“2023”。    新华社发（赵永章摄）

  1 月 22 日，民间艺人在江苏省盱眙县第
一山崖壁广场表演“打铁花”。
          新华社发（颜怀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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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安江水库。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除夕当天，天山脚下
瑞雪纷纷。远处，雪山巍
峨，云杉苍苍，近处，新疆
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人头

攒动，十分热闹。大红的春联、灯笼将游客大厅装扮一新，一
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
　　这个春节，随着冰雪旅游趋热，越来越多人选择和亲朋
好友来新疆滑雪过年。各地游客、雪场保障人员、索道工作
人员……除夕之夜，记者坐着缆车沿雪道蜿蜒而上，和他们
一起聊家长里短，谈新年愿望。
　　游客坐缆车可以直达雪山顶部，一览灯火璀璨。推开索
道控制室贴着对联的铁门，一股暖流扑面而来。索道部经理
杨东军的对讲机里不时传来声音，询问索道、魔毯运行情
况，他一一回复，并迅速联系各点位负责人。
　　杨东军是山脚下板房沟镇中梁村的农民，2011 年来到

雪场工作。这些年，他盖了新房、买了新车，工资一年比一年
高，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以前家里 6 亩地种点土豆、小
麦，一年到头收入一两万元，现在冰雪旅游发展起来了，我
和妻子都在雪场工作，加起来一个月就有 1 万多元收入。”
　　说起新年愿望，杨东军笑着说：“平时工作有点忙，没时间
陪孩子，这个雪季结束想带家人去外省转转，咱也旅旅游嘛。”
　　缆车来到四号索道控制室，38 岁的阿布都·哈列力守
候在此。三年前还在山上放牧的他，因为滑雪游客越来越
多、雪场用工需求越来越大，索性放下牧鞭，来到这里干起
了索道维护、缆车检修。
　　“今天是除夕夜，我尽量早回家，老婆做了饭等我回去
一块吃呢，”阿布都·哈列力说，自家大女儿刚刚大学毕业，
还要继续深造，给女儿挣学费是他新年的最大心愿。
　　说话间，停靠的缆车开了门，来自深圳的滑雪爱好者李
琳取下雪板走了出来。这是李琳第二次来新疆过年。“新疆

雪质好，滑雪价格也比较便宜，刚好过年放假，就想过来
滑雪过年。”李琳说完，给在场众人拱手拜年，整理好装
备，滑向山下。
　　控制室旁的山顶平台上，装点着各色彩灯的观光小
木屋美轮美奂。推门而入，服务员班玉兰正在烤香肠，几
个游客坐在一旁闲聊，墙上的电视屏幕里春晚已经开播，
屋子里热热闹闹，温暖如春。
　　夜已深，滑雪夜场结束，游客逐渐散去。驾驶压雪车
的李寿乾归置好车辆设备准备回家和亲人团聚，“现在工
作生活一切都不错，新年就希望赶紧找个对象，家里催得
紧。”李寿乾笑着说。
　　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的他原本计划留在当地工作，
可家门口蒸蒸日上的冰雪经济让他决定回到家乡，“父亲
也在雪场当电工，可以说我们全家都是吃冰雪饭的。”
     （记者苟立锋）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22 日电

除夕，天山脚下夜话新春新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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