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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有什么特别之处？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答案，但对于全人类而言，今年的春节可谓意义非
凡。去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年”以勃勃生
命力成为全球共享的“世界年”。对此，在2025年乙
巳蛇年春节这个我们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里，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各媒体刊发的评论文
章进行扫描，展现他们眼中“非遗版”春节有哪些非
凡意义。

《人民日报》在《和音》中写道，“春节”申遗成
功，彰显春节不仅是中国的节日，也是全人类共享的
文化瑰宝。从春节庙会到舞龙舞狮表演，从汉服体验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各国民众通过参与丰富多彩
的春节文化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一场
场春节庆祝活动中，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交
融，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倡导文化多样性，树立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在评论中提到，“春节”申遗成功，蛇年
春节翩然而至。举目海内外，天涯共此时，文化含量
爆棚的各类庆祝活动在世界各地上演。从曾经中国人
的岁首祈福、团圆佳期，演化为如今的全球性文化盛
事，春节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魅力以及各国人民对
和平、和谐、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从埃及“尼罗泛
龙舟”春节主题活动，到毛里求斯红灯高张、红桌铺
展的盛大“千人春宴”，再到以伦敦为中心、覆盖全
英多地的“伦敦+”模式大型庆典和芬兰冰天雪地中
的春节庙会……春节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和各国文明融
合的舞台，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灵相通、相互
激赏的宝贵纽带。

“新加坡牛车水年货市场热闹非凡、马来西亚举
行非遗舞狮欢庆新春、阿尔卑斯冰川被蛇年灯光艺术
点亮……随着首个‘非遗版’春节来临，全球各地的
年味儿更浓了。春节已经从‘中国年’成为名副其实
的‘世界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锐评中表示，春
节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
号。目前，全球有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
日，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也让春节演
变成一场全球文化盛事，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和友谊。

光明日报社在光明网评中指出，春节这一传统节
日申遗成功，对于进一步弘扬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推动年俗文化发展和展示意义重大，无疑是
对春节深厚文化底蕴与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高度认可，
是在世界舞台上为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节
日树立起了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对这一传统节日全
方位、立体式的价值彰显。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春节
的钟声敲响，在这个特别时刻，我们看到中华文化正
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当烟火点亮夜空，红灯
笼映照世界的街巷，每一声新春的祝福，都将跨越山
海，将中华文化的温度与美好，镌刻在世界记忆
里。”正观新闻在评论文章中表示，春节的申遗成
功，让世界在欣赏春节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

江西日报社在大江时评中提到，从阖家围坐共享
年夜饭的温馨画面，到辞旧迎新时庄重而充满仪式感
的祈福活动，春节承载着千百年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
文化记忆，蕴含着难以言表的深厚民族情感。而这些
珍贵的情感与记忆，很大程度上都通过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得以生动展现，而春节则为非遗搭建起广阔的
展示舞台，提供了肥沃的传承土壤，让春节从单纯的
节日庆祝活动，升华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传承的
华彩盛宴。首个“非遗版”春节，更是让浓浓年味穿
越古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
的光彩。

荔枝新闻在网评中表示，春节，既属于中国，也
属于世界，所蕴含的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精神，
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
南半球，世界各国点亮“中国红”，共享欢乐喜庆的
节日氛围，感受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每逢春节，
许多国家和地区便同时进入“春节时间”——法国
巴黎埃菲尔铁塔、日本东京塔、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等地标披上“红装”，大大小小的商家挂上灯笼、售
卖年货，中国戏曲、舞蹈、音乐受到广泛关注。对于
世界来说，“非遗版”春节更是风景独特、美丽生
动的一扇窗口，不断让世界看到一个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

“非遗”中国年
世界共此时

□本报记者 张博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春节期间，《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观察到，主流媒体新闻客户端

如往年一样贯彻“新闻+服务”理念、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同时，还在今年着重聚焦首个“非遗版”春节里

的非遗“年味”，并通过“奇思妙想”把趣味互动和实用信息等内容展现得更生动和有趣，让世界与我们

一道品“年味”。

春节假期，不论是走亲访
友，还是外出游玩，主流媒体新
闻客户端提供的出行、健康等贴
心指南同样必不可少。纵观主流
媒体新闻客户端可以发现，大家
努力尝试摒弃枯燥形式，试图挖
掘更新颖、更趣味的表现形式。

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推出
的互动 H5 《平安归途，有+守
护》十分抢眼，其中涵盖春运快
讯、广东过年、天气资讯、航班
查询、火车出行、春运直播六大
方面内容。这六方面内容被设计
成6个类似红包的样式，用户转
动切换卡片，即可获取不同主题
内容，生动有趣又干货满满。

重庆作为今年央视春晚的分
会场，周围的交通情况成为当地
群众十分关心的内容。重庆日
报·新重庆客户端将核心管控
区、管控措施、管控时间等具体
内容一一列出，为当地群众的顺
利出行提供了有效参考。

1月14日，为期40天的2025
年春运大幕正式拉开。海南日报
客户端推出的“新春走基层”系

列短视频 《峰哥跑春运》，为进
出岛旅客提供春运期间琼州海
峡 的动态服务信息。《海南日
报》记者实地体验春运，获取第
一手最前线春运信息。从春运首
日到返程高峰，《海南日报》 记
者的实地探访体验，也带来更沉
浸式的春运实况和更具参考价值
的信息。

为全力保障民众节日出行，
方便大众了解杭州重要路段实时
通行状况，浙江日报·潮新闻客
户端推出春运路况慢直播，从 1
月24日开始，网友可通过慢直播
镜头关注杭州周边各条高速公路
的实时通行情况。记者在直播间
看到，屏幕左侧显示高速开车的
提示，右侧则显示发生故障或事
故的做法及报警电话，将“贴
心”理念贯穿慢直播始终。

对于春节期间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抢红包福利等进行骗取钱财
的行为，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客
户端专门推出长图《过年红包可
别随便抢！这七类“春节福利”
都是诈骗陷阱》，揭开一些节假

日红包骗局的真面目，晒一晒骗
子们的“套路”。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新春
佳节之际，阖家团圆之时，亲朋
好友围坐一堂推杯换盏可以说是
日常。新疆日报·石榴云客户端
推出“春节健康提示”系列内
容，包括合理膳食、适当饮酒、
增强抵抗力等实用建议，这些健
康提示被制作成红包展现，样式
更新颖，可读性也更强。

春节假期，人们走亲访友、
聚会娱乐，尽情放松。但随着假
期即将结束，不少人却陷入了情
绪低落、疲惫焦虑的状态，这就
是“节后综合征”。贵州日报·
天 眼 新 闻 客 户 端 在 “ 天 眼 问
医”栏目中，适时推出春节相
关内容，《春节假期尾声，如何
应对“节后综合征”？》一文就请
记者对话专业医师，向大家科普

“节后综合征”的具体表现和应
对方法。

面对节假日，媒体新闻客户
端提供的服务，正展现出全
方位、新颖化的显著特点。

实用信息：显现新颖表现形式

除了聚焦首个“非遗版”春
节里的非遗“年味”，春节期
间，主流媒体新闻客户端还紧密
结合春节的时间节点，开展形式
多样的趣味互动，除了线上互
动，越来越多的媒体热衷开展形
式多样的线下互动活动，以不断
增强受众黏性。

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
视频客户端“视界”联合手机
QQ，上线“宝藏家乡宝藏年”
新春活动，为网友送上蛇年祝
福。1月22日至2月4日期间，网
友打开人民日报客户端和视界客
户端，进入“宝藏家乡宝藏年”
活动界面，就有机会抽取独家文
创、生活好物、宝藏年礼等多重
好礼。此外，1月28日到2月4日
期间的每天 11 点和 20 点，人民
日报客户端还送出万元现金红
包，陪网友一起过大年。

新华社客户端开启新春互
动征集活动，开设#我的宝藏后
备箱#话题，邀请广大网友晒一
晒“爱的后备箱”，展现返程的
后备箱里都有什么，分享爱的
故事。

与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客户
端“春节吉祥菜之非遗菜单”专
题相匹配的内容还有互动讨论。
在紫牛新闻客户端“牛油果”
社区参与讨论话题#秀秀我家的
特色菜#，参与者还可以获得水
杯、背包、充电器等紫牛新闻 5
周年文创产品。与受众实现指尖

互动的同时，将这些中国饮食
文化的一张张名片传递给更多
的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
国饮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推
出较为有趣的内容是，提供了 4
个关于“吃喝玩乐”的上联，
等网友对下联，以及1个关于新
湖南的下联，等网友对上联。从
1 月 26 日至 2 月 4 日，网友下载
新湖南客户端进入“吃喝玩乐

‘联’新春”专题页面可直接在
评论区中对句。如果被评委即

时选中评为辣评，便可获得一
次新春抽奖的机会，同时在大
赛结束后，新湖南客户端还将
组织评委评选，对参赛者进行
现金奖励。

钟灵毓秀的闽地，有 9 个与
春节相关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大
放异彩，在首个“非遗版”春
节来临之际，福建日报社全媒
体传播中心主办“巳巳如意·福
运连连”非遗贺新春影像征集
特别活动，号召网友拿起手中
的相机“拍拍”接好运。在福
建日报·新福建客户端的“非遗
贺新春影像征集”活动页面，

“武平客家年·百灯闹新春”主
题 灯 会 、 莆 田 绶 溪 公 园 打 铁
花、华安二宜楼舞龙……这些
非遗项目被广大网友用镜头一
一记录下来。

河北日报·纵览新闻客户端
则推出“百家年夜饭 信心中国
年”特别报道，以“年夜饭”的
独特视角展现强劲的中国脉动，
探寻中国信心的力量之源，并号
召网友上传自家的年夜饭照片，
彼此分享团圆时刻。

封面新闻联合成都杜甫草
堂博物馆举办“写给杜甫的三行
情书”活动，邀请“杜迷”们写
下“三行情书”，抒发对于千古

“诗圣”的真实情感。同时，从
除夕到正月初七，封面新闻还推
出“巳巳如意封面大礼包”等多
个活动。

趣味互动：从线上辐射线下

面对首个“非遗版”春节，非遗元
素成为这个春节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各
地纷纷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与节庆活
动深度融合，让人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因此，今年的主流媒体新闻客
户端围绕这一主题推出了多样文旅指南
和攻略。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短视频 《博物
馆里过大年 解锁春节新玩法》，展现
游客在博物馆感受“非遗版”春节里
的不一样，木版年画制作技艺、猜灯
谜、参观文物展……新华社客户端向广
大用户讲述“非遗版”春节里的非遗

“年味”。
北京日报客户端推出的“春节假期

休闲宝典”专题中，“240 小时逛吃北
京指南”专栏就特意将非遗内容放在了
春节指南的重要位置。古都中轴探访之
旅、长城览胜赏非遗花灯之旅、京韵新
春京剧庙会之旅……多条主题线路供读
者在游玩时选择。为了让世界与我们一
道品“年味”，北京日报客户端还专门
推出了英文版指南，供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参考。

广东作为非遗大省，拥有众多与非
遗相关的年俗活动和技艺，在南方日
报·南方+客户端的“春节来广东看非
遗”系列报道中，其报道的中式点心、
潮州工夫茶、行花街、英歌舞等，注重
呈现非遗项目的溯源和传承，堪称一份
广东春节非遗旅游最强攻略。

“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在湖北
恩施地区，这天被称为上九日。2月5
日，建始县高坪镇举行非遗民俗活动，
欢庆‘上九’。这时，土家迎客歌声声
入耳、打铁花绚烂绽放、南乡锣鼓温婉
缠绵……一系列非遗民俗带领大家感受
那份独特的民族风情与节日的喜悦。”
在湖北日报客户端中，湖北日报社联
动建始县融媒体中心走进活动现场，
在浓浓年味中，与大家一起启新岁、赴
新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客户端的“春节
吉祥菜”栏目，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推出。
今年，“春节吉祥菜之非遗菜单”专题中
所展示的每一道菜，都承载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匠心独运。扬州炒饭、
三丁包、大煮干丝……江苏旅游职业学
院的3位教师为网友每天解锁一道最正
宗的“非遗美食”，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
制作“非遗级别”的江苏美食。

1月28日至2月4日，深圳报业集
团读特客户端联合《北京日报》、红星
新闻、奔流新闻、《湖北日报》、顶端新
闻、大众新闻、《福建日报》等八大主
流媒体，共同推出“首个‘非遗版’春
节——八城联动，共赏年味”直播活
动。这场持续8天的文化盛宴，通过镜
头带领观众走近各地极具“春节仪式
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天南地北
的温情烟火气，尽享春节的热闹与喜
庆。活动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和参与，

传播量突破千万，成为春节期间媒体
报道的一大亮点。

非遗“年味”：
提供文旅指南与攻略

新闻客户端新春年味足、内容亮点多

紧扣热点 服务内容愈加丰富
□本报记者 齐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