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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农历乙巳年正月初九，法
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1号大厅内洋
溢着浓郁的中国年味。由中国常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与河南卫视共同举办的

《我们的春节》晚会在这里精彩上演，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带来了一场融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的视听盛宴。

“这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后，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举办的庆祝活动，成为春节文化走向世界
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晚会导演组介绍。

当地时间晚上 7：00，《我们的春节》
晚会正式拉开帷幕。现场，由河南卫视精
心制作的视觉短片《我们的春节》，以独
特的视角和精美的画面，展现了中国春节
的传统习俗、热闹场景以及深厚的文化内
涵。紧接着，八千年的骨笛领衔各类华夏
古乐器共同奏响《春节序曲》，也拉开了
精彩的线下演出大幕。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的经
典之作纷纷登场——骆文博领衔的舞蹈

《龙门金刚》以龙门石窟中的金刚形象为灵
感，舞者们用刚劲有力的舞蹈动作，将金刚

的威严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巧
妙融入慈悲与智慧的文化内涵，让世界看
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刚柔并济的独特韵味；
刘雯雯带来的唢呐《百鸟朝凤》，以热情

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气
勃勃的大自然景象；舞蹈《凤鸣朝阳》以
凤凰为主题，通过优美的舞姿和华丽的服
饰，演绎凤凰涅槃的传说，寓意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精
神力量。

莫文蔚、雷佳、周深、于荣光、小香
玉、陈丽君等歌手和演员，通过歌曲《光
亮》《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世界那么多人》

《但愿人长久》《难忘茉莉花》和杂技《化
蝶》，以及戏曲联唱《梨园春色》、八段锦互
动、功夫《和·合》等节目，从不同角度诠释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团圆等价值观，
以艺术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促进
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晚会开场前的外场演
出中，装束复原秀《一眼千年》也用传统
文化呈现了中国式浪漫，既有文化底蕴又
惊艳眼球，让观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王仁
海介绍，近年来，河南卫视深耕中华文化
沃土，精心打造了以《唐宫夜宴》《洛神
水赋》《龙门金刚》《凤鸣朝阳》等为代表的
文化精品，以典雅唯美的形式呈现了中华
五千年丰厚、深邃、绵长的文化底蕴，极致
演绎东方美学。此次《我们的春节》被外交
部和70多个使领馆向全球推介，国内总传
播量超 1800 亿次，海外传播量超 1 亿次。

“文明新旧能相宜，心里东西本自同，此次
与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合作
举办《我们的春节》晚会，不仅是节目给受
众带来了视听的享受，更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引发了情感共鸣，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我们很荣幸
能够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和桥
梁，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王仁海表示。

《我们的春节》：

在世界舞台展示传统文化风采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河南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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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由抖音与东方卫视共同
策划的喜剧春晚《欢剧喜乐会》，通过抖
音、东方卫视大屏同步与观众见面，为
全国观众奉献了一场用短剧方式打开春
晚的精彩节目。

作为一档由短剧衍生出的创意“春
晚”，《欢剧喜乐会》 采用“剧+”概
念，融合素描喜剧 （Sketch）、脱口秀、
歌舞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为观众打造
一场沉浸式的欢剧盛宴。

晚会一开始，由何广智表演的脱口
秀节目《重生之我在短剧演男主》率先
开场。作为一名脱口秀喜剧演员，何广
智近年来也参与了短剧的拍摄。节目
中，他分享了自己参演短剧的经历，并
通过幽默的风格调侃短剧现象。

短剧无疑是晚会的主题。整场晚会
秉持“因为短剧，所以欢聚”的理念，
聚焦 《大话大话西游》《超越吧！阿
娟》《河豚小姐》 等微短剧打造创意衍
生节目，为观众奉上新颖有趣的短剧专
属“番外篇”。例如，寇振海、锤娜丽
莎和范晓东带来春节档短剧 《河豚小
姐》 的衍生 Sketch 《困在时间里的豹
豹》，展现父女之间的代际故事；曾创
下收视纪录的热播微短剧《大话大话西
游》也在晚会上迎来“特别番外”《大话

大话大话西游》。
此外，晚会上还有宋木子、李飞、

门腔表演喜剧节目《人工不智能》，探讨
“人工智能”热门话题；徐艺真、章呈
赫、史元庭、林墨带来喜剧《真真的奇
妙男友》，呈现女性理性婚恋态度；刘
宇、苑湘瑾根据《雄狮少年》及其衍生
短剧 《超越吧！阿娟》 改编舞蹈 《精
卫》，展现国风之美等。

观众观看晚会之余，还可以通过抖音
搜索“短剧春节档”收看相关短剧，抽取

“剧”好运福签。《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了解到，今年春节档，抖音陆续推出了
数十部精品短剧，包括《河豚小姐》《夫妻
的春节》《阳光灿烂时》《以爱之名》等。其
中，由倪虹洁监制和主演的《夫妻的春节》
播出4集，播放量过亿。

近年来，随着短剧的日趋火爆与精
品化，短剧与大屏融合渐成趋势。不少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微短剧界的首档春
晚节目，《欢剧喜乐会》恰逢其时，进一
步拓宽了短剧的内容想象空间，打造出
短剧与春晚混搭的创新模式，在阖家欢
聚的春节档，吸引不同年龄层、不同兴
趣爱好的观众群领略短剧的魅力；同
时，将短剧这个时尚元素，与传统的春
节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

《欢剧喜乐会》：

用短剧方式打开春晚
□本报记者 金鑫

“这是我来中国的第一年，我
听说春节大家都会回家团聚，一起
包饺子，然后还会收到红包。”

“对的，收红包是我每年春节
最期待的事情。在我 18 岁以前，
每年春节都会收到长辈的红包。人
们把钱放进红色的信封里，意味着
给出好运与祝福。”

海外青年如何看待中国春节？
摩洛哥籍留学生Douae等五位海外
青年与杭州文广集团FM89杭州之
声杭州英语广播节目主持人黄品萤
一同畅谈蛇年春节。

新春期间，杭州英语广播节目
《Hangzhou Focus》特别策划推出
“Touch 杭州·入乡随俗 NOW 新
春”系列活动，开设 《杭州新

“ 声 ” 代 海 外 播 客 Hangzhou
Youthcast》节目，邀请五国青年畅
谈蛇年文化渊源，分享中国春节申
遗成功的故事。节目在海外播客平
台 Spotify 和优兔同步上线，向国
际听众介绍春节文化。同时，在
脸书上发起“国际 Z 世代眼中的
韵味中国年”主题短视频及图文
征集活动，邀请在杭国际青年沉
浸式打卡杭州世界文化遗产——
西湖，分享所见所闻所感，以街
采、图文宣传等方式，对外讲好
中国春节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节目中，五位嘉宾有来自也
门、俄罗斯、摩洛哥的在杭留学
生，也有来杭探亲的中澳混血姐
妹，他们都是“杭州国际青年创意
营”成员。目前，“杭州国际青年
创意营”有来自30多个国家、350
位在杭外籍青年加入，他们以“Z
世代·城市体验官”身份，打卡杭
州，行走世界，讲述新时代杭州故

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这些青年热情洋溢，聚在一

起畅谈春节，言语中不仅充满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敬意，也展现了年青
一代的国际视角和新鲜见解。”杭
州之声国际传播事业部主任郭彦宏
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
者，节目在海外播客平台上线，有
助于让世界各地的朋友更加深入地
了解杭州，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嘉宾们还利用自己的海外社
交账号转发节目，并用海外友人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春节，让世界看
到了一个真实、生动、充满活力的
中国新年。”

“提到饺子，你最喜欢的馅儿
是什么呢？”“没错，可以想象生肖
就像MBTI测试一样。那么人们怎
么看待属蛇的人呢？”“你知道为什
么春节很多装饰物都是红色的
吗？”节目中，主持人的提问总能

打开嘉宾的话匣子，也让电波外的
听众充满好奇。

“2025年是农历蛇年，伴随着
2024 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的消
息，中国生肖文化也更广泛地走入
世界人民的视野。我们想通过一些
有趣的话题设置，让听众了解到更
多关于春节文化、生肖文化在海外
的传播程度与现况。”黄品萤说，
节目中，“饺子”“红包”两个词的
出现率非常高，吃饺子、包饺子的
趣事，收到红包的喜悦，有能力给
晚辈红包的骄傲，都蕴含在嘉宾们
的言语中，让人感受到中国春节文
化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各国友人沉
浸在其中的快乐。

记者了解到，“Touch杭州·入
乡随俗NOW新春”系列活动精彩
瞬间通过短视频及图文迅速在国内
外平台传播，春节期间，观看量超
15万。

“Touch杭州·入乡随俗NOW新春”系列活动：

五国青年畅谈春节文化
□本报记者 黄琳

农历乙巳蛇年春节是吉林市融媒体中心挂牌
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春节期间，中心充分利用
多平台、多渠道的优势，精心策划并推出了特别
节目《我在吉林市过大年》，共发布主题视频74
个。节目内容涵盖了吉林市的春节习俗、大东美
景、美食制作、文化活动、人文风情等多个方
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吉林市在新春佳节
期间的繁荣景象与和谐氛围。

电视艺术创作室创作的53秒短片《我在吉
林市过大年》以“小朋友”视角拜年贺岁，内容
引用传统文化诗词，画面以传统佳节红色为主色
调，营造出浓浓节日气氛。文艺部拍摄、制作，
推出了春节主题策划《我在吉林市过大年》之贺
岁宣传片《追逐》。

《吉林市藏不住了！平流雾邂逅全城雾凇，
美到失语！》以吉林市独特的自然景观——雾凇
为背景，通过展现平流雾与全城雾凇的邂逅，为
观众描绘了一幅如梦如幻的冬日画卷。《剪纸吉
林市，喜庆过大年！》短视频通过AI技术，以非
遗剪纸“刻画”的形式，立体展现吉林市城市风
貌。除夕当天开启的《蛇跃新篇 祥辉满天——
我在吉林市过大年》24小时慢直播活动，选取
临江门、京剧公园、松江中路、北山公园等地，
带领观众俯瞰家乡变化，也吸引了众多外地观众
观看。

春节期间，雾凇融媒微信视频号共发布稿件
116 条，总播放量 55.6 万。雾凇融媒 （乌拉圈）
客户端共创作发布 《我在吉林市过大年》 作品
34条，总访问量35万；融媒体工作部围绕《我
在吉林市过大年》的主题，制作刊发短视频21
条，播放量累计近50万。

活动策划中心制作的短视频《家乡美味 人
间至味》以美食为纽带，精选了锅包肉、煎粉、
大碴子粥、雪衣豆沙、杀猪菜、烧卖、小鸡炖蘑
菇、油炸糕等家乡味道的代表，勾起游子的思乡
之情。广播新闻部制作的《最浓的年味，还是家
乡的味道》，让外地来吉林过年的客人体会到他
乡亦故乡的情怀。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波有幸被邀请
成为2025年总台春晚体验官。他带领全国观众
走进春晚台前幕后的同时，向大家发出诚挚邀
请——逛大集、办年货、吃冻梨、滑粉雪、赏奇
观，喊全国网友回吉林市一起过大年。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办副主任王藜霏向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此次活动不
仅是对吉林市传统节日文化的一次全面展示，更
是对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次有力宣传。
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提升
吉林市的城市形象与知名度，为吉林市的文化旅
游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我在吉林市过大年》：

尽显城市之美
□本报记者 张席贵

2024 年 ， 中 国 春 节 申 遗 成
功，《黑神话：悟空》 海外掀起

“西游热”，“ChinaTravel”成为中
国文旅流量密码……中国文化何以

“出海”又“出彩”？
1 月 29 日正月初一，由湖北广

播电视台新闻品牌栏目《长江新闻
号》推出的春节特别节目《围炉解局
2025》在湖北卫视一经亮相，就以热
点的事件、深厚的话题、轻快的表
达，让观众眼前一亮。截至2月5日
节目收官，累计阅读量已超600万。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观察到，《围炉解局2025》虽是一
档时事评论新闻节目，但其文化味
贯穿节目始终。一张中式老茶台，
古朴的茶具，以及火红的中国结、
红灯笼等元素，营造出浓郁的春节
气息。节目中，嘉宾们围坐在一
起，以“围炉夜话”般的聊天形式
洞察时事，让人深刻印象。

“今年春节是中国春节申遗成
功后的首个农历新年。从‘中国
年’到‘世界年’，各国民众能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魅力，拉紧文
明互鉴的纽带，凝聚同心同行的力
量，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正是我
们打造 《围炉解局 2025》 的宗旨
和内涵。”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
心长江新闻号节目部负责人解炜告
诉记者，为了顺应广大网友的要求
与关切，节目在录制之前，就通过
长江云新闻等网络平台面向全网征
集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年度国际热点
话题。最终，除了第一期探讨的话
题“中国文化出海”，节目中，金
灿荣、李绍先、傅梦孜、欧阳康、
王文等 19 位知名专家学者，还围
绕新质生产力如何点燃全球发展新
引擎、“特朗普2.0”时代将带来哪

些影响、“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
什么、“全球南方”崛起为何成为
新趋势、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如何演
变等多个话题展开探讨。

湖北味和国际范相呼应，是
《围炉解局2025》的另一特色。例
如，在探讨中国文化何以“出海”
又“出彩”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方勤说：“2024年，文化
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的足迹之中。在湖北孝感云梦县博
物馆，总书记逐字逐句读出‘最早
家书’，从历史深处感受中华文明
的深厚积淀。”

值得一提的是，在《围炉解局
2025》中，一些在鄂外籍人士作为
嘉宾也参与对话。来自湖北大学的
巴西籍留学生马飞龙，4岁开始学
武术，13 岁开始学中文。过去一
年，他代表湖北大学去往英国、波
兰等多国表演，传播中国文化。节

目中，他现身说法，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讲述中国文化在海外受热
捧的故事。来自孟加拉国的学者加
力布，结合帕德玛大桥 2022 年在
孟加拉国通车的时间节点，讲述这
座大桥给当地渔民带来生活的改
善，并在节目中表示：中国提倡共
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条光
明大道，给别人提供了希望。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黄日涵评
价说，《围炉解局 2025》为观众提
供了一个理解复杂时事的窗口，“主
持人和嘉宾们围坐一炉，以平和而
深刻的对话方式，剖析新闻背后的
逻辑与影响，让人耳目一新”。武汉
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加拉国
籍副教授加力布说：“我是一名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这个节目能让
我以独特的视角给世界讲述中国的
精彩故事，非常珍贵。”

《围炉解局2025》：

同庆“世界年” 共解时事“局”
□本报记者 汤广花

食之有味，大道若朴。正月初二
起，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摄制的美食人文
纪录片《老广的味道 （第十季）》在广
东卫视及爱奇艺、优酷、腾讯、哔哩哔
哩四大视频平台播出。这部纪录片承袭
岭南文化之根脉，以美食为切口，通过
食物展示人与土地、人与社群、人与社
会的三重递进关系，讲述百姓的生产生
活智慧。

从第一季到第十季，《老广的味
道》 通过视听语言展示岭南地区“广
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文化，以及
辐射东南亚、北美、东亚的华侨文化，
通过“民以食为天”之主线，讲述农耕
文明的辛勤劳作、家族乡土的血脉传
承、大地丰赐的人间美味，使岭南故事
在海内外互联网平台上形成情感共鸣的
传播效应。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副总
监，《老广的味道（第十季）》执行总监
制、总撰稿王世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这部纪录片
坚持人物故事的微观叙事，在每一集中

5到6个人物故事的叙事结构里，强调劳
动者的代表性、独特性、生活化、平民
化，例如三代养蚝的渔民、回乡创业的
大学生、坚守古法的酿酒师等等，通过
跟拍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关键抉择，以小
见大呈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老广的味道》文本创作坚持“不做
道理说教，只做点睛一笔”的文风，坚
持把食物作为文化载体，例如以“一碗
潮汕白粥配杂咸”象征移民文化的简朴
与包容，用“客家酿豆腐中空填肉”暗
喻族群迁徙中的智慧妥协，通过食物哲
学传递岭南文化的生存策略。王世军介
绍，通过以上创作手法，《老广的味道
（第十季）》得以突破传统美食纪录片的
框架，将饮食作为切入点，勾连起地
理、历史、族群、经济等深层结构，最
终指向岭南文化中“在坚守中变革，在
流动中扎根”的精神本质。“这种创作路
径既能满足国际视野下的文化猎奇，又
能唤起本土观众的情感共鸣，实现‘贴
地气’与‘传能量’的双重诉求。”王世
军说。

《老广的味道》以独特视角深入岭南
美食腹地追根溯源，通过“食物—人—
土地—文化”的叙事逻辑，将饮食升华
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载体。《老广的味道》
工作室创始人、第一季至第十季总导演
李伊平表示，全片从不偏离人这个主
题，擅长以手艺人为载体，呈现代际传
承与创新博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离
不开匠人日记式跟拍，例如为了拍摄马
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权记鸭粥粿汁的故
事，导演组24小时跟拍，记录下祖孙三
代人的劳动节奏和真情对白，以及对故
土文化的深情依恋。更重要的是，纪录
片让手艺人用方言讲述技艺口诀，同时
配合镜头叙事，从而形成了观众可以感
受、可以体验，并产生向往的情感传递。

“《老广的味道 （第十季）》通过
纪实精神、人文主义和视听媒介的融
合，深刻展现了岭南饮食文化的魅力，
而‘人才是岭南文化之美的核心’这一
理念更是贯穿其中，成为连接美食与文
化的关键纽带。”王世军说。

《老广的味道（第十季）》：

乙巳蛇年到，人间风味浓
□本报记者 徐平

春节期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
育频道策划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书
香春节”系列活动，为少年儿童的新
春假期增添了特别的文化氛围。

“非遗我来讲，好书我来读，
常识我科普……”孩子们出镜的小
视频虽然不长，但流露出的真情实
感更具感染力。此次活动由正月初
一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初七，
每天推出一个与节日和阅读相关
的主题，邀请少年儿童共同参
与，通过亲子分享打卡，既送上
情意满满的新春祝福，也让他们
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春节假期。

活动策划人表示，活动的主
题丰富，既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各
种知识，贴合孩子们的年龄段和
兴趣点。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可

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方向、发挥
想象力自己创作，激发了他们的
积极性，在阖家团圆的时刻，这
种专门为少年儿童设计的活动，
更受到家庭青睐，进一步扩大了
频道的覆盖率，有效提高了用户
黏性。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了解到，此次活动通过微信视频
号、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媒体
平台，7 天时间共计征集到视频
1127 条。这些作品由频道统一审
核包装，并择优进行展播，同时很
多参与者也通过自媒体账号发布，
并在朋友圈转发。因为活动的主题
与新春紧密结合，受众又以少儿为
主，所以很多家庭都自发参与进
来，形成裂变传播，让“春节7天
乐”这个活动成为话题传播。

“7 天的打卡活动对我来说是
一次奇妙旅程。每天抽出时间沉浸
在书籍的世界里，仿佛进入了不同
的时空，与作者对话，与书中人物
共命运。当我坚持完成 7 天打卡
时，心中满是成就感。这个活动不
仅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还让我在
忙碌的节日里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
界，收获了知识与力量。”天津市
河西区中心小学二年级十四班学生
胡舒容说。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中心小学
四年级二班汪米洛的家长留言表
示，孩子参加了 7 天视频打卡，
在视频拍摄过程中，面对镜头越
来越自信，表达更加流畅，也为
孩子找到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
台。此次活动丰富了孩子的寒假
生活，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机
会，让孩子多多参与。

教育频道策划的春节特别活
动让孩子们在线上有了亮相和分
享的机会，假期中组织的线下活
动也受到欢迎。正月初三，“护苗
在行动志愿服务队”和天津图书
大厦的叔叔阿姨们，携带图书前
往地铁站，在地铁车厢分发图书
给乘客们，让乘客在旅途中邂逅
一本好书，开启一场心灵旅行的
乐趣。正月初四，“护苗在行动志
愿服务队”前往天津图书大厦，
参加“小小图书管理员”活动。
大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
图书的分类知识、了解如何使用
编号快速找到想要的书籍。通过
线下活动，教育频道组织的志愿
者和小观众们，在春节假期不仅
体会到阅读的乐趣，还能在帮助
他人、服务他人中，感受到志愿
服务的快乐。

“书香春节”系列活动：

为少儿寒假生活“添彩”
□本报记者 韩萌萌

浓厚年味打底、多元文化融
合，由福建省广电局策划，福建省
广播影视集团少儿频道承办的两岸
青少年同贺新春、共迎新岁的欢乐
闹 元 宵 活 动 “ 欢 喜 DOU 元
宵”——2025 海峡两岸青少年大
型街舞融媒直播晚会将于 2 月 12
日 （正月十五） 播出。近 500 名
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少年以舞会
友，相聚花灿灯彩的热闹舞台。
其中，一支台湾少年舞蹈团尤为
亮眼，它的成员来自台北、新
北、基隆 3 个城市，覆盖了台北
市大附小、北投中学，新北市龙
埔小学，基隆市百福中学等台湾
各级学校。

“要把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快乐
文化搬到舞台上，秉承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的理念，用创意内容为观众

送上别具一格的元宵祝福。”晚会
策划之初，福建省广电局副局长张
明生就要求策划团队把这一理念贯
穿制作全流程，晚会从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中 汲 取 灵 感 ， 围 绕

“DOU”字，分为兜福、逗趣、斗
志3个篇章展开，营造出浓厚的年
节文化氛围。

整场晚会高潮迭起，精彩纷
呈。将传统京剧选段作为街舞配乐
的《博弈》、将武术元素和街舞巧
妙结合的《十面埋伏》、用街舞手
法创新表达中国神话故事的 《哪
吒》、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霍童线狮引入街舞表演的《非
遗线狮斗元宵》……经过精心设计
和精细打磨，晚会通过不同节目、
不同视角，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时代生命力，传递少年斗志的焕

新氛围和百花齐放的喜庆气象。
一系列节目中，由台北舞际艺

动街舞团带来的街舞《乡·源》获
得了连绵不断的掌声。在少年们充
满力量感的演绎中，竹竿舞和街舞
融为一体，带着观众走进宝岛台湾
的丛林之中。排练之余，台湾少年
们参访了三坊七巷，与大陆戏曲演
出团队交流学习高甲戏、歌仔戏等
内容，体验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霍童线狮……对台湾少年而
言，这不只是一次完美的演出经
历，更是一趟别开生面的交流之
旅，得以感受两岸同根同源、同文
同种的联结。

以活力街舞为载体，晚会现场
迸发出超燃的友爱氛围。福建省广
播影视集团少儿频道总监庄序芃介
绍：“晚会不仅设计了三大篇章，
也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斗舞环节，为
海峡两岸的青少年打造了一个活力
满满、天马行空、热火朝天的交流
舞台。”

三轮斗舞环节成为了晚会的点
睛之笔，各种街舞舞种轮番登场，
青少年街舞国家队选手周钰翔也来
到舞台与海峡两岸的少年们共舞共
乐。灯光闪烁变幻，少年们不分你
我，选择自己喜爱的舞蹈方式尽情
抒发情绪、表达热爱，不仅一展两
岸青少年的街舞风采，也增进了彼
此的情感交流。

多名观众点赞晚会内容新颖，
从帅气硬核的说唱 （Hiphop） 到
优雅迷人的爵士（Jazz），再到融入
霍童线狮、中华民乐等传统文化的
原创街舞表演，少年们跳出了属于
自己的风格，刷新了大家对街舞艺
术和中华文化的认识，更体现了他
们对艺术的纯粹热爱。

2025海峡两岸青少年大型街舞融媒直播晚会：

以舞会友闹元宵
□本报记者 张福财

2025海峡两岸青少年大型街舞融媒直播晚会现场。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供图

《长江新闻号》推出的春节特别节目《围炉解局2025》现场。
湖北广播电视台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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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老广的味道（第十季）》剧照。
资料图片

《我们的春节》晚会现场。 河南卫视 供图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
波被邀请成为2025年总台春晚
体验官。 资料图片

五国青年在节目演播厅。 杭州之声 供图

编者按 春节期间，全国广电人精心策划并推出多档优质节目，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文化、娱乐、民俗等多个领域。这些节目

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融入了现代创新元素，通过精彩的内容和精良的制作，为广大观众营造出欢乐祥和、喜庆团圆的节

日氛围，让春节的荧屏充满了温暖与活力，更打开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春韵流光映荧屏 广电新声启华章

“护苗在行动志愿服务队”在天津图书大厦参加“小小图书管理员”
活动。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供图

《欢剧喜乐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