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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旅客在山东
省枣庄市滕州东站准备乘
车。

当日是春节假期的最
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
高峰。

■新华社发 李宗宪 摄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来自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董官屯镇的刘桂云（右一）与丈
夫、女儿在重庆北站转车，准备返回四川内江工作；下图为她的返程行囊，装着父母为她准备
的烧鸡、糕点、花生、米花糖等食品（2月4日摄）。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人们纷纷与亲人道别，离开家乡，奔向工作或学习的地方。离家的行
囊，装满了对家乡的念想，也装满了亲人们的爱与牵挂。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1 月 30 日，游客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游
玩、拍照。

春节假期，多地景
区景点的特色冰雪旅游
项目和冰雪运动场所迎
来众多市民游客。人们
体验冰雪乐趣、欢度新
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 王
建威 摄

图
说

祥龙辞岁福泽厚，灵蛇纳祥好运来。1月27日，市委宣传部2025年新春联欢会在市城市展示馆举行，大家齐聚
一堂，喜迎蛇年新春佳节的到来。图为全体参演人员合唱《有舍必有得》。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建新 摄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记者 樊曦 王优玲）记者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月3日正月初六，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1645.4万人次，创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
全平稳有序。2月4日正月初七，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90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6列。

4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返程客流持续走高。从铁
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4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
州、成都、武汉、西安、重庆、郑州、上海、南昌、杭州；热门到达城
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杭州、西安、郑州、
重庆；北京至上海、南宁至广州、武汉至上海、武汉至广州、武汉
至深圳、南昌至上海、太原至北京、南昌至深圳、西安至成都、沈
阳至北京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各地铁路部门持续提升运输能力，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
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沈阳局集团公司加开
旅客列车194列，长春站“春之约”爱心服务台设置机场航班信
息电子屏，为空铁联程出行的旅客提供信息服务；国铁南昌局
集团公司加开南昌、福州、厦门去往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等方
向的旅客列车221列，其中夜间高铁51列；国铁乌鲁木齐局集
团公司加开成都、上海、武昌、兰州等方向的旅客列车35列，对
伊宁、克拉玛依、哈密等方向的33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
各大车站增派“天山雪莲”志愿者进行引导帮扶，确保旅客安全
有序乘降。

1645.4万人次
——全国铁路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

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记者 温竞华）记者4日从中国科
技馆获悉，春节期间，全国科技馆以“科技温暖中国年”为主题，
为公众献上一系列融知识性、趣味性与人文关怀于一体的科普
惠民活动，初步统计，共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迎来乙巳年科
普“开门红”。

聚焦新春主题，各地科技馆将生肖文化、非遗技艺与前沿
科技深度融合。其中，中国科技馆举办春节“科技大联欢”主题
科普教育活动，引导公众探索春节习俗蕴含的科学元素。春节
期间，该馆接待观众超15万人次，其中京外观众占比超过九成。

福建省科技馆以“蛇之智慧”主题贯穿科学活动，让观众们
在与蛇有关的动手实践中了解物理学、生物学、光学知识；广西
科技馆内，穿着花棉袄的人形机器人与观众互动握手，直观展
现中国机器人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最新进展；黑龙江省科技馆联
合全省流动科普设施推出亚冬会主题科普活动，推广冰雪运动
文化……

与此同时，为保障观众安全舒心参观，全国科技馆推出多
项暖心举措。如，为应对春节假期高峰客流，中国科技馆票务
系统升级功能40余项，通过人机识别防护系统等技术手段封
禁黄牛账号3049个；山西省科技馆采取“错峰串讲”的形式，每
日上、下午各开展4场定时讲解，满足公众讲解需求；辽宁省科
技馆延后闭馆时间，增加志愿者岗位，强化外地游客服务保障，
打造“有温度的科技馆”。

中国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中国科技馆将引领
全国科技馆持续创新科普形式，让科技更有温度，用创新点亮
百姓生活。

全国科技馆春节期间
接待观众超300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李紫薇

超23亿人次出行，连续单日票房突破10亿元，餐饮消
费迎高峰……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年味浓、成色足，活
力满满，春意穰穰！

文旅市场“热”，新意不断——

从冰雪奇缘的北国到诗情画意的江南，去北京地坛逛
新春庙会，到安徽歙县观鱼灯巡游，听河南的豫剧，赴山西
忻州看一场打铁花……放眼全国，各地在古城内举办400多
场传统年俗和非遗展示活动。

“非遗”唱主角，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历史的文明与辉
煌，如信使，让年味更醇厚。

飞猪数据显示，平台上包含非遗景点、非遗体验等内容
的“非遗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33%。

文博馆里过大年，上海自然博物馆生肖特展“神秘蛇
境”，科普与互动引人入胜。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前四天，展览展馆类、历史遗迹类文旅场所预订热度同比上
升200%。

电影市场“红”，创意迭出——

看电影成新“年俗”，春节档票房创历史新高。电影市
场演绎出多元故事与观众情感的热烈互动，彰显对中国文
化的自信。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月4日，2025年春节档电影
票房突破90亿，总观影人次突破1.7亿，均刷新纪录。其
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讲述千年神话故事，《唐探1900》
具有浓厚喜剧色彩，《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展现对家园
的守护……这些主题与共享温暖情感、寄托美好愿望的
春节相适配，让观众感受喜庆团圆的氛围。

消费焕新“潮”，活力凸显——

“老字号嘉年华”和“全国网上年货节”持续火热，国潮
非遗点亮年经济；“国补”政策助推手机、家电、汽车等“换新
潮”，春节期间优惠多，“补上加补”让老百姓得实惠。

据商务部相关数据，春节假期前四天，全国重点零售和
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4%，重点监测餐饮企业
营业额同比增长5.1%；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通讯器材销
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

“非遗”中国年，也是世界的——

240 小时过境免签，“China Travel”带火“过年三件
套”，穿汉服、写福字、吃饺子，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春节独
特魅力。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平台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
超200%；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五天，超5500次航
班载着外国游客过中国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400余次。

中国年跨越山海，东方的团圆诗意，在海外绽放。
在俄罗斯，横跨涅瓦河的冬宫桥在《春节序曲》的旋律

中开启，这是圣彼得堡首次为外国节日开桥；在尼日利亚，
首都阿布贾举办“欢乐春节”庙会，当地市民在团扇、书法、
茶艺等中国艺术体验区排起长队……共庆蛇年新春，世界
多地点亮“中国红”。

社交媒体平台上，各国网友一同刷屏看春晚、互致新年
问候，小红书“ChineseNewYear”“外国人眼中的春节”等
话题浏览量均上亿次。

立春时节，万象更新。一个非遗中国年，既是中国人最
浪漫的情感连接，也是中国年俗与世界的互鉴共享，无比精
彩！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春意穰穰！非遗中国年无限精彩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斐
通讯员 周广慧

春节假期，记者在任城区唐口街道农村探亲访友，发现
传统的过年习俗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折射出社会
的进步和变迁。

饭菜：绿色健康

“吃”是一种特色文化，如今在我市广大农村，群众腰包
鼓，百姓生活好。春节期间，丰盛的餐桌上，绿色健康食品
成了群众的首选。大家在杜绝铺张浪费的同时，绿色健康
食品，尤其是五谷杂粮日益受到老百姓青睐。“现在生活水
平提高了，过年准备的鱼、肉虽必不可少，但杂面馍、杂面

条、玉米糁儿稀饭也大受欢迎。”农历正月初三上午，孔庄村
村民邢庆宾对记者说。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往年“购新衣、
买新帽、备酒席、放鞭炮”的传统习俗正面临新挑战，不少村
民的春节餐桌正悄然变脸，勤俭节约、绿色健康的饮食文化
正逐步成为时尚。

拜年：简单个性

今年，不少村民通过电话或者短信拜年，既简便又理
性，再加上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拜年新方式的兴起，更加低
碳、个性。“一条微博就可以向多位好友送出祝福，微信还可
以互相发送语音、视频，新的拜年方式不仅简单、亲切，还个
性、时尚。”范李庄村村民张晓丽告诉记者，春节假期她通过
网络送出、接收了百十条新春祝福。

探亲：时间变短

以前在农村，这儿的人们过春节一直有“探长亲”的习
俗，探亲者要在亲戚家待上一整天、吃够两桌饭才显得对主
人足够尊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的这种传统探亲
观念正慢慢发生变化，探亲时间也已变短。

后王村村民续小鹏选择除夕这天走亲戚，从早上到下
午走了6家亲戚，农历正月初三便提前乘车外出打工了。续
小鹏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外出打工270多天，一共挣
了5万多元，耽误一天，就得少挣150多元，现在时间就是金
钱，走亲戚也应该更有效率。该村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如
今，群众心里都有一本“经济账”，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以
往的过节习俗。

简约过年新风尚
——看任城区唐口街道农村春节习俗变化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碧源 通讯员 宋墁 吴文欣

日前，“我承诺 我践行”兖州区“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
餐桌行动启动仪式举行，广大市民群众、餐饮企业负责人、机关
企业食堂从业人员等齐聚龙桥社区文化广场，传承弘扬尊重劳
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推动在全区形成文明、科
学、健康的餐饮消费新风尚。

启动仪式上，传达了《兖州区“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餐
桌行动实施方案》，聚焦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
习惯重点工作，围绕加强餐饮行业管理、推进单位食堂节约行
动、提升全民节约意识等5个方面提出了16项具体任务。市民
代表宣读了“反对浪费、崇尚节约”倡议书，倡导各餐饮经营主
体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理念贯穿餐饮服务和经营全过程，
减少食材上、餐桌上的浪费。号召市民群众家庭就餐时，做到

“吃光盘中餐，餐餐不剩饭”，外出就餐时，主动打包剩余食物。
餐饮企业代表圣德国际酒店中餐厅前厅经理何静作了“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承诺发言，表明了践行文明餐桌行动的决
心。“节约不仅关乎个人的品德修养，更与酒店的运营发展息息
相关。我们会积极响应号召，推广‘小份菜’‘半份菜’，在顾客
点餐时，给予专业建议，防止超量点餐，并在餐后积极提供打包
服务。承办宴席活动时，主动践行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何静说。

餐饮经营主体、市民群众纷纷在“餐桌文明 人人有责 节约
用餐 从我做起”的横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表达对“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的坚定支持，承诺从自身做起，带动家人、朋友、身边
人自觉践行勤俭节约，弘扬传统美德。

兖州

让“吃光盘中餐 餐餐不剩饭”成时尚

反对浪费浪费浪费 崇尚节约节约节约

（上接1版B）让大家出门看到干净整洁的街道，心情也舒
畅。”李大姐一边熟练地挥舞着扫帚，一边笑着说道。她的
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但眼神中却透着坚定。

“过年期间，工作量会比平时大一些。虽然是累了点，
但看到大家走在干净的路上，心里就特别高兴。”李大姐
说，“这就是我们的年味，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能为城
市作些贡献，也挺有意义的。”

清扫结束后，李大姐和同事来到附近的休息驿站，简
单加热自己带来的饭菜后，李大姐告诉记者：“越过节越
忙，这么多年，家里人都习惯了，也很理解。我打算抽休息
时间和家人去逛逛公园、庙会，好好感受一下年味。”

邹城市田黄镇地处邹城、泗水、曲阜三县市交界处，辖
区有4万多名群众，面积105平方公里。为守护辖区安全，
田黄派出所开展一系列工作，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春节期间，这里的民警辅警还是和往年一样，坚守在
各自的岗位上，用自己的辛勤付出，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春节假期期间的一天早上，邹城市公安局田黄派出所
民警辅警带着宣传单，来到镇上大集开始巡逻宣传。田黄
派出所距离城区30公里，是比较偏远的乡村派出所，逢五
逢十，镇上就会有农村大集，而春节期间的集市则尤为热
闹。每到这时，派出所都会把大部分警力布置在集市上。
除了维护秩序，民警还带着反电诈宣传单，随时给群众发
放宣传，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韩冬是田黄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这段时间，为了确保
辖区群众节日安全，他到群众家里送上新春祝福的同时提
醒大家防微杜渐，消除事故隐患，增强安全意识。此外，他
还马不停蹄地到辖区各个商场超市等“九小场所”进行消
防安全检查，普及消防知识，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通过我们的付出 ，能够让咱们辖区的群众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我感觉这些付出非常值得。”田黄派出所
民警董彪说。

（上接1版C）
后来，在镇村两级帮扶下，村民又购置了演出服装，增加了

“花伞”“毛驴”等10余种演出道具。
如今，旱船表演道具更齐全，队伍也不断壮大，吸引其他村

庄的村民纷纷加入，连小朋友也都跃跃欲试，呈现一派美好祥
和新气象。“去年看大人们划旱船觉得很有意思，今年放寒假
了，我开始学习毛驴表演，不仅能去春节活动上演出，也能增强
体魄。”学生宋翔宇表示。

（上接1版A）
“花馍馍寓意好，既好吃又好看，过年也可以作为祝福送

给身边的朋友、亲戚。”顾客林女士说道。“我们将继续传承匠
心精神，把花馍馍最新的款式带给大家。我们还在不断拓展
销售渠道，让花馍馍带着家的温暖、爱的味道走进千家万户。”
朱耿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