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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
1 月 21 日晚如约而至。各类节目在新技术手
段的加持下生动表达“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
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的主题，彰显开心信
心、奋进拼搏的时代新气息。
　　据统计，截至 1 月 21 日 24 时，晚会电视
端直播平均收视率达 20.23% ；新媒体直播用
户规模达 6.55 亿人，同比增加 47.7% ；中国国
际电视台英西法阿俄全平台共发布相关报道超
过 500 条，全球阅读量超 2.22 亿，视频观看量
3601 万。

科技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焕新彩

　　今年春晚，从节目内容到舞美设计，在虚拟
与现实交织、科技与文化融合中，体现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舞蹈《锦绣》利用虚拟现实三维影像绘制技
术，让舞者仿佛重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
膊的历史场景；舞蹈《碇步桥》以增强现实视角
让人们如同在灵动的江南水乡袅袅而行，再现
烟雨江南风韵。
　　歌曲《百鸟归巢》取自南音四大名谱之一，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鸟归巢的吉祥盛景。中国
现存最古老剧种之一的莆仙戏在戏曲《华彩梨
园》中首次登上春晚舞台。创意节目《满庭芳·
国色》从自然万物、天地四时中展现银珠、凝脂、
缃叶、群青、玄天等中国色，搭配水袖、折扇、油
伞、翎子与剑，以舞为语，以曲为韵，展现中国色
彩丰蕴的文化内涵。
　　杂技《龙跃神州》、民俗表演《我和爷爷踩高

跷》、创意节目《当“神兽”遇见神兽》、武术《演
武》等也将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网友纷纷
点赞：“创意节目惊艳，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舞
蹈创意和寓意都在线，每一帧美得都不像话！”

动人旋律唱响平凡中的感动

　　今年春晚中，一首首歌曲聚焦火热的生活，
一曲曲旋律奏出平凡中的感动，引发观众的共
情共鸣。

　　歌曲《你好，陌生人》盘点了 2022 年以
来平凡人的暖心故事，感恩浩瀚人海中善良
的陌生人。《给所有朋友们的歌》唱出了平凡
岁月中的真挚友谊。《马上就会好的》表达了

“勇敢一点、坦然出发”的暖心鼓励。
　　一曲《跟往事干了好几杯》唱出了笑看岁
月的从容、过尽千帆的洒脱。《是妈妈是女儿》
用跨越时空的深情对唱，将天下母女爱的寄
语化作心灵的倾诉。
　　一曲《小哥》致敬穿行在大街小巷、奔走

于千家万户的快递和的士“小哥”们。《早安，
阳光》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演唱
者，以振奋人心的和声谱写出新征程的生活
交响。
　　《花开忘忧》描绘出了一幅“青梅白首，岁
月静好，花开忘忧”的画卷。《绿水青山》以黄
梅调为创作灵感，徐徐铺展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画卷。
　　一曲《远征》鼓起奋进充满光荣和梦想新
征程的磅礴之力。56 个民族的歌手以一曲

《家园》赞美幅员辽阔、和谐丰饶的美丽中国。
　　“在除夕这欢乐的时刻，心底真挚的感情
产生共鸣。”有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

扎根现实聚焦社会生活热点

　　晚会上，语言类节目聚焦社会热点和百
姓生活，欢乐幽默又发人深省。
　　小品《坑》讽刺了“躺平式”干部的不作
为。小品《马上到》通过一个因职业身份临时
互换的故事，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宽容理解。
小品《对视 50 秒》引发用真心真意对待身边
爱人的共鸣。小品《上热搜了》讲述了一段因
网络视频引发的两个家庭从误会到理解的
故事。
　　相声《我的变、变、变》融入魔术元素，表
达新的一年中对生活新气象的期待。脱口秀
中，演员以贴近生活的幽默回忆了自己的过
年趣事。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艺术家们
同中国音乐家一起相聚云端，共同唱响《一带
繁花一路歌》，以各国经典歌曲带来喜悦与欢
欣。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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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夜饭、包饺子、看春晚……新年的烟火气
少不了这些“仪式感”。作为迎接农历新年的重
要文化盛事，从小年夜到正月十五，一台台“春
晚”在全国各地上演，为观众献上一道道“文化
大餐”。
　　前不久播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网
络春晚，以“一起开新，共造未来”为主题，努力
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让观众在青春旋律
中感受浓浓“年味”。
　　开场秀《开新无限》中，舞台变身为大型“视
频通话”现场，多名青年歌手、音乐人，与来自美
食、美妆、旅行、健身等多个领域的博主达人依
次亮相、互动；视觉互动歌舞秀《潇洒走一回》以
好友共同拍摄 vlog 的舞台设计，将各行各业网
友的日常生活搬上舞台，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让观众感受到来自远方的美好与力量。

　　据央视网副总编辑、网络春晚总制片人唐
晓艳介绍，总台网晚今年继续发挥创意创新，让
传统与现代、小众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科技与
艺术、东方与西方充分碰撞，坚持创新的同时，
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将一年一度的

“青春盛宴”打造成引领新时代国潮精神气象、
审美意趣和创新风尚的网络文化品牌。
　　情景文化舞蹈秀《醉墨淋漓》以文物《三希
堂记意图》轴为原点，用中国传统古典水墨舞蹈
结合 AR 技术，演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故事，
展现中国书法的精神之美与传承之意；网晚经
典节目 IP《我的家乡最闪耀 3.0》，表演者们将
四川、内蒙古、吉林、浙江、青海等地的家乡代表
元素和街舞文化结合，把传统文化变为年轻人
的潮流表达；新型戏曲视听秀《红妆》致敬花木
兰等巾帼英雄，实力流行唱法与戏曲唱段结合，

呈现古今交融的梦幻穿越感；“央视 boys”携
手带来《跟着我念字正腔圆》，用说唱诠释汉
字魅力，传递中华文明跨越千年的风骨情怀；
器乐竞演秀《新百鸟朝凤》让中式的民乐乐团
和西式的交响乐团合作，同时加入非遗口技
传承人的精湛表演，创造性地实现中西文化
的融合新“声”。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贵州六盘水钟山区
大湾镇海嘎小学的摇滚乐队用一首《倔强》
亮相网晚舞台。多年前，摇滚吉他手顾亚考
上了特岗教师，来到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大
湾镇海嘎小学，在当时只有 10 个人的学校
中教起摇滚乐。音乐给大山里的孩子带去
了 乐 观 自 信 ，也 打 开 了 通 往 广 阔 世 界 的
大门。
　　“本届网晚舞美立足‘开新图鉴’的意象

概念，将舞台整体设计为不断延伸的开放空
间，包容、开放、不设限的青春态度与精神表
达实现了具象化的舞台呈现，极富视觉冲击
力。”晚会总导演闫雨丝表示，舞台如同一个

“宝盒”，每打开一层，都带给观众不同的惊
喜，正如“开新图鉴”之意蕴丰富、内容多元，
共造青春无限可能。
　 　 作 为“总 台 最 受 年 轻 人 喜 欢 的 晚 会
IP”，总台网络春晚以“网络化、年轻态”为核
心理念，以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年轻态表达为
创作方式，历经 13 年的沉淀与迭代，已发展
成为与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元宵晚会、中秋
晚会、跨年晚会齐名的“五大晚”之一。“网络
春晚的舞台，向最接地气的多元圈层敞开怀
抱，展现真实质朴、热气腾腾的生活。”唐晓
艳说。       （本报记者刘小草）

　　身着金盔金甲，手持捣
药杵，身后插着一杆鲜艳的
令旗；粉白的面庞点缀着山
形眉、三瓣嘴，头上的两只耳
朵又长又尖；身边环绕着桂
花树、玉兔、荷花、鱼灯……
端坐在正中莲花座上的兔
儿爷好不威风。
　　在北京市西城区杨梅
竹 斜 街 的 一 家 小 店 里 ，一
尊尊兔首人身、或坐或立、
神 态 各 异 的 兔 儿 爷 ，吸 引
着来往游客。“ 2023 年是
生 肖 兔 年 ，这 款 生 肖 主 题
兔儿爷在往年款式的设计
基 础 上 ，添 加 了 祈 盼 疫 情
消 散、祝 福 吉 祥 安 康 的 元
素。”北京彩塑代表性传承
人张忠强说。
　　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
巍 介 绍 ，兔 儿 爷 已 传 承 了
400 多年。过去，每逢中
秋 节 ，北 京 城 里 家 家 户 户
都 会 供 奉 兔 儿 爷 ，举 行 拜
兔儿爷的仪式。兔儿爷的
诞生相传源自广寒宫捣药
的 玉 兔。有 一 年 ，京 城 遭
遇 瘟 疫 ，嫦 娥 派 玉 兔 下 凡
为百姓治病。玉兔化身为
人，挨家挨户走访，为每位
病 人 治 病 ，直 至 驱 走 北 京
城 的 这 场 瘟 疫 ，玉 兔 的 形
象就此留在了人们心中。人们创造了兔儿
爷，每逢中秋节拜兔儿爷，为家人们祈盼
健康。
　　兔儿爷的个头有大有小，据资料记载，
清末时期就有做过高达一米多的大兔儿爷，
而小兔儿爷大约只有三四寸，细致小巧，大
人孩子都很喜欢。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清
晚期泥制兔儿爷中，有一尊高 31 厘米，长
25 厘米，宽 8 厘米。此兔儿爷以文官形象
出现，头戴官帽，身着官服，手持捣药杵，一
手托住官带，侧身骑在梅花鹿上，神情憨态
可掬。因“鹿”与“禄”谐音，借指“俸禄”，进
而引申为官职，表达了当时人们期盼入仕为
官的意愿。
　　如今，祭拜兔儿爷的仪式几乎没有了，兔
儿爷承载的各种愿望仍在延续。有地方文
化特色的兔儿爷，变成人们过年逛庙会、逛文
创店时喜欢选购的伴手礼，寄托着人们对健
康平安、人丁兴旺的祈盼，兔儿爷由此成了老
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
　　选泥、浸泡、摔打、压坯、打底、彩绘……
在传统工艺里，从一团泥到一个兔儿爷，非一
日之功。2014 年，泥塑（北京兔儿爷）被列入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关注兔儿爷、喜欢兔儿爷的人越来越多。
　　近年来，兔儿爷还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
使者，在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俄罗斯、吉
尔吉斯斯坦、爱沙尼亚、芬兰等国家留下憨态
可掬的身影。“外国友人看着兔儿爷可爱的造
型和活灵活现的非遗技艺展演，听着浪漫的
传说故事，纷纷表达对兔儿爷的喜爱。”张忠
强说。
  （记者罗鑫）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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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事实上，自唐（武周）万岁通天
二年（697）州治迁至梅城，直至 1959 年，建德
的梅城镇始终是州、府、路、专署所在，从古睦州
到古严州，文脉不断，薪火相传。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建德在找准自己的
生态优势之后，将具体的发展举措精准落在了
文旅创新、守护传承传统文化这步棋上。
　　“梅城古城核心区域面积 1.56 平方公里，
居住人口超过 3 万人，其中大量人口居住在历
史古迹周边和历史建筑内，给保护工作带来重
大压力。”梅城镇党委书记邹泉说，为改善居民
居住条件，抢救性保护历史建筑，梅城 2018 年
以来实施古镇水系综合整治、棚户区改造、镇域
环境综合整治等各类重大项目 34 个。
　　一场赓续传统文化、打开古城复兴空间的
行动在建德江畔接力展开。建德市委宣传部部
长程星火说，这一过程中梅城十分注重听取百
姓的意见，“有座古桥桥柱缺失，我们根据百姓
记忆进行重刻。后来打捞到旧物一看，几乎一模
一样。”
　　两年时间，梅城搬迁住户 3000 余户，完成
企业搬迁 31 家，涉及房屋拆除、降层 100 余
幢，最高的一幢从 7 层降到 2 层，一条流淌千
年的玉带河被重新唤醒，千年古府“一轴一带一
环六区”的古城保护利用功能布局正式形成。
　　“层高降下来，望得见山了，看得见水了，乡
愁自然就回来了！”邹泉说，梅城核心区征迁后，
近一半原住民仍选择留在古城生活。
　　一座江南古府从记忆深处被“打捞”，重现
人间，其背后是浙江正式启动千年古城复兴工
作的努力。浙江公布首批 11 个试点中，嘉兴崇
福镇、金华芝英镇、宁波慈城镇等在列。这些曾
经的郡治、州府、县衙所在地，有望拂去时间的
尘埃，再现往昔辉煌。
　　腊月二十九，记者从澄清门入城，穿行在梅
城的大街小巷，年味充盈在空气之中。江畔半朵
梅花形状的城垛下，年俗活动早已排到了大年
初六。
　　看到家乡的变化，梅城人钱敏选择回家创
业，在梅城开了非遗咖啡馆。“冲泡咖啡的用具
基本都是当地竹编，希望客人在享受美味咖啡
的同时更多了解传统文化。”她说。
　　建德江，自古因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

的人文景观，成为历代诗人们的心仪之地。仅唐
朝一代就有 126 名诗人溯江而上，纵情山水之
间，留下步步屐痕和不朽之作。
　　之江村，位于建德市下涯镇黄饶半岛，因地
处“之”字形的江畔而得名。建德江在此流速趋
缓，形成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和“山、江、田、村”
的独特景观。
　　经过重点文旅经营和开发，如今的之江村
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摄影文化村，建德江畔古
朴的渔耕文化成为摄影师镜头里经典的画面，
声名远播。
　　“归根到底，名气就是门前这一江春水和流
淌千年的文化。”下涯镇镇长诸葛林说，“而名气
就是我们发展旅游业的底气。”
　　传承千年，源远流长，之江村是“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省域品牌的生动实践。
　　 2023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
文化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其中明
确，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
　　几声鸟鸣唤醒了之江村的清晨，渔民唐玲
珑在家门前撒开了渔网，一如他的祖祖辈辈。就
在他身后，时速 250 公里的杭黄高铁疾驰
而过。
　　古与今、慢与快，在这一瞬间，完美融合。

（三）

　　——— 野旷天低树。
　　平野旷莽、天穹低垂，近处的树似乎比远处
的天还要高，此时呈现在孟浩然眼前的壮阔景
象，让他对自然心生敬畏。
　　对自然保持敬畏，做好生态环境的“托管
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建德江两岸人民已
经深深扎根的理念。
　　“农夫山泉有点甜”“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
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两句广告语让农夫山泉
红遍大江南北，也让建德的好山好水深入人心。
1996 年，农夫山泉在建德建立首个生产基地，
截至目前已投资 35 亿元，年生产能力达 446
万吨，平均每小时可以生产 9 万瓶饮用水。
　　深化“八八战略”的实施，为了保护良好的
生态环境，建德进行了多轮产业转型升级。
　　富永伟说，建德曾经的八大行业，例如化

工、建材水泥等都被慢慢精简，化工企业从
200 多家减少到不到 20 家、水泥企业从近
40 家减少至 3 家，用最严格的环保标准，为
的就是保护一江碧水，发展生态型产业。
　　新安化工就是建德绿色化工的代表企
业，在风景秀丽的江畔，与建德携手共度了
半个多世纪。“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
的企业”，这句话在新安化工得到了完美
印证。
　　“简单说，我们以氯为桥梁，让硅和磷实
现流动转化和高效利用，最大程度减少污
染。”新安集团总裁吴严明说，新安化工多年
来坚持发展循环经济，2022 年集团销售收
入超 200 亿元，同时实现每年节约矿产资源
近百万吨，减少高磷高盐废水、废酸排放几十
万吨。
　　事实上，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的浙江
全省，深谙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法：
GDP 排名多年位居全国第四，建成全国首个
生态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同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持续下降。
　　近年来，建德大量引进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2022 年，建德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25%、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0% ，增幅均居杭州
前列。
　　在建德航空小镇，无人机制造企业浙江
翔龙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今年 1 月刚刚落户，
春节后便可投产，预计今年便可实现年产无
人机、无人船 3000 余套。
　　航空小镇位于 20 世纪 60 年代建德“横
山钢铁厂”旧址。炼钢厂、广播站、旧仓库等工
业时代遗存中充满了飞机制造、通航文旅带
来的科技感。截至目前，航空小镇已引进重点
项目 30 余个，集聚通航以及关联通航上下
游企业共 268 家。
　　在航空小镇的东北一二十公里处，是建
德杨村桥镇的草莓小镇。统一流转后的土地
上是整齐划一的草莓大棚，路边是一个个草
莓小屋，红颜、粉玉、章姬、白色恋人……正值
草莓热销季节，莓农在草莓小屋里热情售卖。
这些草莓，每年为建德带来了超 45 亿元的

产值。
　　“我们种草莓的农民‘第一年盖房子、第
二年装房子、第三年买车子’。村里本来就有
种草莓的传统，随着品种增多、品质提升，种
植智能化，草莓已经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黄
金果’。”杨村桥镇党委书记苏晓明说。
　　宜居宜业、极具发展特色和潜力，已经成
为建德这座浙西小城迈向新时代发展的另一
个注脚。

（四）

　　——— 江清月近人。
　　茫茫四野，江水悠悠，明月孤舟。广袤而
宁静的宇宙之中，诗人孟浩然感慨地发现，这
江清水、这轮明月此刻和他是如此亲近与
和谐。
　　明月照耀古今，洒下漫天清辉。
　　如今的建德江畔，已经创下全国文明城
市的建德正在致力于书写和谐这篇大文章。
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这个江畔小城
的内生动力得到有效激发。
　　一摞笔记本，十年走访路，上百个已解决
的基层问题，寿昌镇十八桥村党总支书记邵
双很感慨：“走村这么久，和村民就像家人一
样了。”
　　自 2011 年 12 月起，建德将乡镇干部与
具体的行政村结对，并要求干部用脚步丈量
民情，用真心体恤民意，“走村不漏户、户户见
干部”，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这项工作自 2014 年在建德全市推广
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近 3 万个，并于
2020 年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在拉近乡镇干部与群众距离、推进基层
治理现代化的同时，建德还搭上了数字化改
革的浪潮，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新格局。“建村钉”的试点和推广就是一大
成果。
　　 2020 年 7 月上线的“建村钉”全称为

“建德乡村钉”，是集宣传发布、在线沟通、协
同办公、便民服务和干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
的乡村治理数字平台。“钉管家”则是“建村
钉”的后台处理员，基本上都是每个村的村
干部，致力于对村民的需求做到“一呼百

应”。
　　一扇乡村数字治理的大门，在建德的基
层治理实践中被推开。据统计，目前建德市
16 个镇街、256 个村社、52 万人口信息已全
部上“钉”，日活跃高达 10.72 万人。
　　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提高社会治理能
力绘就百姓幸福底色，建德江畔的这幅新图
景是浙江在“八八战略”统领下，探索中国式
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浙江全面深化平安浙江、法治浙
江建设，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
进“最多跑一地”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完
善、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加快从“事”到“制”

“治”“智”的转变。
　　建德，因吴王孙权封大将孙韶为“建德
侯”而得名，寓“建功立德”之意。千百年来，

“建功立德”精神厚植在建德人的基因之
中，构成了城市的形与魂。风景秀美的建德
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文明之风吹遍建德
大地。
　　三江口的一条渔船上，一场别开生面的
宣讲会正在进行。宣讲小分队成员的平实话
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1 月 19 日深夜，借宿建德江。
　　当窗外依旧有船影，仍然是青山如黛、碧
水东流，记者的脑海中始终回放着白天的点
点滴滴和《宿建德江》古诗悠远的情境，似乎
在一个巨大的时空矩阵里穿越，有融通相似
也有截然迥异。
　　和 1300 年前的诗人所融通的，是不变
的一江碧水，似乎千百年来它就是如此，不改
颜色，亘古向东。
　　和 1300 年前的诗人所见所遇不同的，
是这山水间已经变换了的人间盛景，艰涩难
行的古水路早已被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
铁所取代，人民的富庶、安宁与和谐超越了此
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经宿一晚，晨起行走在建德江畔，欣然发
现在大寒节气里，这里的“迎春一号”油菜花
已经盛开。
　　陌上花已开，之江春来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 1 月 21 日晚如约而至。各类节目在新技术
手段的加持下生动表达“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的主题，彰显开心
信心、奋进拼搏的时代新气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