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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 5日电 （记者潘
旭涛） 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一行
3 日访问中国水科院，全方位了解
中国水利科技发展和水利工程建设
成就，并与水利专家开展互动会谈。

克勒希此次中国水科院之行，
意在与水利专家们探讨基于科学实

证的水危机解决方案，他对中国的
治水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表现出浓
厚兴趣。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表
示，中国水科院作为全国最大的综
合性水利科研公益机构，将全力参
与联合国相关活动，以水利科研助
力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全球落实。

本报北京2月4日电（记者刘峣） 在北京2022
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北京首钢冰球馆再度
被浓厚的冬奥氛围渲染。2月4日晚，“纪念北京冬
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
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等共
同启动了系列活动。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以“非凡冬奥路 一起向未来”为主题，活动以仪

式、短视频、文艺节目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生
动诠释了北京冬奥精神。启动仪式上，北京奥运
博物馆新馆标正式发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视频致辞中用中文向
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巴赫说，北京冬奥会开
拓了冬季运动的世界版图，北京冬奥会留下的丰
富冬奥遗产惠及广大民众，在创新绿色科技、普
及健康积极生活方式、发展冰雪运动产业等诸多
领域树立了新标杆。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致辞时表示，

冬奥遗产正在转化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
动能，我们将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发挥“双
奥之城”独特优势，坚持开放创新，深化国际交
流合作，大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努力构建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北京奥运城市
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北京市、河北省体育和残联部
门承办，于2月至3月在北京冬奥会京张两地三赛
区同时推出。

纪念北京冬奥会一周年系列活动启动
美国年游客量最大的动物园——加利福尼亚州圣

迭戈动物园4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特别活动，庆祝中
国农历春节。在这座占地约 40.5 万平方米的园区内，
每一处景点都设置了与中国春节相关的互动环节。

圣迭戈动物园野生动植物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
罗·巴里博尔特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郭少春共同主持
庆祝活动开幕式，并将写着各自心愿的祝福卡片系在一
棵“许愿树”上。

巴里博尔特对记者说，庆祝活动适逢兔年元宵
节，“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兔年里都能享受快乐和
繁荣。”郭少春表示，自己一入园区便感受到了“浓浓
的中国年味”。

园区内的服务人员身穿印有“中国春节”字样的
大红服装，不停地向游客介绍兔年的美好寓意——

“沉静、敏捷和繁荣”。游客们则纷纷在红色卡片上写
下心愿，挂到路边随处可见的“许愿树”上。

园区内，游客亲手体验中国传统剪纸艺术、制作
属于自己的红灯笼和兔耳朵，小朋友们可以领到红色
兔子公仔玩具以及小红包……

这是圣迭戈动物园连续第二年举办农历新年庆祝
活动。该园与圣迭戈野生动物园同属非营利机构圣迭
戈动物园野生动植物联盟。

除成功运营动物园外，该联盟以开展全球合作、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教育工作而闻名。联盟与中国
在大熊猫繁育及保护方面长期合作。大熊猫“白云”
曾在圣迭戈动物园生活长达23年，成为该园的象征和
圣迭戈这座城市的“宠儿”。“白云”和它最后一只幼崽“小礼物”于2019
年返回故乡中国，但时至今日，它们曾生活的园区依然是游客们必到的

“打卡地”，更是春节庆祝活动最热闹的地点。
巴里博尔特表示，在新的一年中，他的更大心愿是继续保持与中国伙伴

在自然保护领域的合作关系，“我们的职责是帮助创造更好的文化理解”，组
织春节庆祝活动就是因为“世界各地的文化可以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

郭少春说，圣迭戈动物园的农历春节庆祝活动，已成为中美“双方加
深了解、拓展合作的成功实践”。他说：“圣迭戈动物园大熊猫项目是中美
开展的第一个大熊猫合作研究项目。大熊猫在这里生活期间深受美国民众
喜爱，不仅推动了两国在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合作与研究，
也促进了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

（新华社美国圣迭戈2月4日电 记者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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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立春，河北
涉县的太行山村乍暖还寒，
春意萌动。

模仿秀、魔术表演、歌曲
串烧……王金庄村几个返乡
创业青年，在家门口为村
民呈上了一场精彩的乡村晚会。

地处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
统核心地带的井店镇王金庄村属于
太行深山区，村内石房石阶错落有
致，古朴自然。今年春节，村里一
直热闹非凡，村民自发组织了多场
民俗活动贺新年、闹元宵。

“2022 年，我们通过直播带货
等形式，让家乡的小米、核桃、花椒
等有了更多销路。”文艺晚会举办者
李爱斌说，他的电商团队目前已经
超过10人，元宵节后，他们打算到
杭州进一步学习拍摄技术、运营策
略，争取新的一年售卖更多农产

品，吸引更多人来体验农家生活。
42 岁的曹为云和李爱斌从小

就认识，为朋友晚会“捧完场”
后，他就要返回城里新单位上班。
曹为云说，年味还没散，邯郸市区
就有不少单位开始招工，他通过了
一个展会服务公司的面试，对工资
待遇比较满意。“太行山高速有个
下道口离王金庄很近，休息时回家
陪父母很方便。”曹为云说。

红布为顶，黄绸做墙，许愿牌
居中，几十个“灯山”散落在街
口 。 60 岁 的 王 茂 云 说 ， 办 “ 灯
山”是村里特有的民俗活动，元宵

节期间，村民都要来“灯山”祈
福、许愿。“我今年的愿望是风调
雨顺，庄稼有好收成。”他说。

王茂云的老伴曹路勤说，许了
愿，还得干。立春这天，她赶着毛
驴把驴粪运到了山上的梯田，为春
耕做准 备 。 今 年 ， 她 在 村 口 的

“种子银行”预定了红谷、老来白
等品种。“这两种谷子价格高，能
多卖钱。”她说。

2022 年 5 月，河北涉县旱作
石堰梯田系统被列入由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负责管理的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作为遗产

保护的重要内容，“种子银
行”收集、保存了 77 类 171
种传统农作物种质资源。

“种子银行”负责人刘玉荣
说，附近村民都可以来借种
子，收获后，再按 1∶1.5 的

比例返还。
元宵节的王金庄，到处是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戏曲舞台下，秧歌
队伍边，爆米花摊位前，孩子们围
着不舍离开。

年刚过，王金庄还来了不少外
地人，有的带着相机，有的拿着画
板，到村里寻找淳朴的年味。

“庆新年，闹元宵，村里很久
没这么热闹了，大家觉得今年更有
奔头，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井
店镇党委书记赵志刚说。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5 日电
记者陈忠华、范世辉、赵鸿宇）

闹 元 宵 话 愿 景
——太行山村过年老传统和新变化见闻

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访问中国水科院

新华社北京2月 5日电 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月5日就美方
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发表谈
话表示，美方动用武力袭击我民用

无人飞艇，这是明显过度反应。我
们对美方这一做法表示严正抗议，
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
权利。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武力袭击
中 国 民 用 无 人 飞 艇 发 表 谈 话

元宵节来临，各地群众在丰富
多彩的民俗活动中感受祥和喜庆的
节日氛围。

图①：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付
店镇群众欢天喜地打排鼓庆元宵。

康红军摄 （新华社发）
图②：河北省涿州市“通会灯

市”停办多年后于今年在永济公园
重启，花灯以兔年、三国文化等为
主题，吸引了万余市民来此观灯赏
月。图为市民在花灯前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图③：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组

织官兵开展包汤圆、猜灯谜等活动，喜庆
元宵节。图为官兵们猜灯谜。

曹先训、涂浩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2月 5日电 （记者潘
俊强） 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获悉，
元宵节期间，全市围绕“欢欢喜喜
过大年 张灯结彩闹新春”主题，开
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200 项、345
场，营造喜庆、欢乐、祥和的佳节
氛围。

非遗民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聚焦节日元素，策划猜灯谜、手工
制作、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朝阳
区举办北京兔儿爷作品展，展示百
件形态各异的泥塑兔儿爷作品。阅
读推广活动乐享书香佳节。围绕元
宵节主题，策划主题讲座、展览、
亲子共读、图书推荐等丰富多彩的
阅读活动。首都图书馆推出“舌尖
上的年味儿——中国春节传统美食
主题展”“日出新卯 春暖兆福——
2023年新春典籍文化展”等多项主
题展览活动。

元宵节期间，全市共有72个剧
场举办 75 台 136 场演出，让人民群
众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度过一个文

艺气息浓郁的元宵佳节。其中，北
京交响乐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奏

“中信和业之夜—瑞兔呈祥·2023新
春音乐会”，带来《太阳出来喜洋洋》

《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目；北京京
剧院联合长安大戏院推出“元宵佳
节·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北方昆
曲剧院经典剧目 《墙头马上》 在梅
兰芳大剧院上演。大戏看北京——
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剧目展演季精彩
继续。

元宵节期间，在各大文旅商融
合集聚区、网红打卡地、微度假目
的地，众多文旅体验活动各有亮
点。以前门大街、环球度假区、三
里屯太古里、751 园区、古北水镇
等为代表的文旅商融合集聚区推出
国潮闹春节、元宵喜乐会、冰雪嘉
年华等文旅体验活动。在751园区，
元宵喜乐会以“围炉煮茶”为主题，设
置闹花灯、猜灯谜、吃元宵、耍龙
灯、品香茗等，将中国传统节日的
文化价值传递给各方来客。

鼓乐齐鸣，人头攒动。元宵节前夕，天南地北的曲艺表演家
赶到山东省惠民县胡集镇，或打起快板、鸣锣开嗓，或负鼓携
琴、说唱献艺。百米长的街道上，不时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

2日，国家级非遗项目胡集书会如期开幕。记者步行在胡集镇
中心街看到，艺人们在各自搭好的舞台上倾情演出。有的村民带
着马扎坐在最前面观看，有的兴奋地拍摄着视频和照片，一些腿
脚不便的老人坐着轮椅来凑热闹。“过了初一我们就在盼，胡集书
会终于重新开张了！”当地居民胡同利笑着告诉记者。

胡集书会是兴起、扎根于当地的曲艺集市盛会。据惠民县相
关部门介绍，胡集书会始于宋元、兴于明清，沿袭至今已有800余

年历史。每年正月十二当天，小镇会迎来各地的艺人，他们就地
摆好擂台，互相竞技。

“第一书记扎基层，田间地头做规划，招来项目抓经营，村村
成立合作社。种粮大户就像那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来自山
东德州市的曲艺演员刘永涛表演了快板《深夜对话》，吸引了不少
观众观看。山东快书、评书、相声轮番上阵，河洛大鼓、渤海大
鼓、京韵大鼓等地方曲种也纷纷亮相。

今年，胡集书会以“赶黄河大集 品曲艺古韵”为主题，首次
实现线上网络展播和线下结合。

据了解，本届书会共精选出150余个优秀曲艺作品；参演艺人共
计300余人，其中最大的艺人80岁，最小的“艺人”年仅7岁。

（据新华社济南2月4日电 记者杨文、邵琨）

北京：

元宵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200项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
展历史中孕育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在深耕国内市场的
同时，越来越多老字号乘风

“出海”，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不久前，在美国纽约时
代广场大屏上，巨幅海报亮
出 “ 京 珐 景 泰 蓝 ， 传 统 技
艺，走向世界”的宣传语，
中国红背景衬托下，景泰蓝

“和平尊”熠熠生辉，来自世
界各地的人们看到了中国传
统技艺的艺术魅力。

“作为行业代表性企业之
一，我们希望通过匠心产品
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手工技
艺之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北京市珐琅厂
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董艳娜说。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的生
产车间，只见数十位师傅正在一丝不苟
地对手中产品进行精雕细琢。制胎、掐
丝、点蓝……制作景泰蓝前前后后加起
来有100多道工序，每一道都含糊不得。

如今，像京珐景泰蓝这样走出国门
的老字号不止一家。

开年以来，位于福建漳州的片仔癀

生产车间加班加点，一批批产
品陆续销往印度尼西亚、泰
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仅元
月上旬，产品销量就达去年全
年的十分之一；

上海老字号凤凰也迎来新
飞跃，其生产的锂电助力自行
车远销多个国家，售价是传统
自行车的十倍乃至数十倍；

海鸥手表通过入驻全球
速卖通等数字化平台，积极
拓展海外市场，速卖通平台
为企业量身打造“出海”方
案，去年8月大促期间，海鸥
手表多款单品销售额环比实现
三位数增长……

“老字号有着悠远的历史
沉淀和文化传承，是国家宝贵
的品牌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
价值和文化价值。近年来，越
来越多老字号走出国门，向世
界讲述中国的品牌故事，展示

文化自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说。

目前，我国有中华老字号 1128 家、
地方老字号 3277 家，广泛分布在食品加
工、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20多个领域。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王
雨萧、丁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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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画廊”位于黑龙江省亚雪公路65公里处，因三座山相对的地
理位置，暖湿气流在此处频繁交汇，形成独特的雾凇雪挂奇观。图为2
月5日，游客在“冰雪画廊”游玩。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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