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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是农
历甲辰年正月初四，长三角铁路返程

客流增加明显，发送旅客 221万人

次。铁路部门增开长三角至南昌、长

沙、广州、武汉、郑州等地直通方向旅

客列车42列，以及合肥、阜阳、徐州、

盐城等地至沪宁杭等管内方向旅客列

车75列，组织11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

运行，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要。

自1月26日春运启动以来，长三

角铁路共发送旅客4280.3万人次，日均

发送旅客23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61.6%。2月3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

275.8万人次，为今年春运以来最高单日

客发量。铁路部门全力做好运力保障、

客运服务等工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

温馨出行。

春节假期，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持续改进服务，丰富便民利民惠

民服务举措。上海虹桥等车站针对节

后客流出行的特点，加强与城市交通管

理部门联动，提前做好客流预警和客运

信息互通，协调地铁、公交采取换乘接

驳措施。

此外，记者获悉，为运送春运后期阶

段集中到达的返程大客流，2月14日起，

上海轨道交通地铁1、2、3、4号线将开行

“多头班车”，在首班车前后视情再投放

载客列车。本市公交行业开辟25条春

运专线、8条临时专线，服务返程客流。

春运启动以来共发送旅客    .3万人次

长三角铁路返程客流昨明显增加

本报讯（记者占悦）昨天是龙年
正月初四，一架载有云南怒江、红河

30多名来沪务工人员的飞机降落在

浦东机场。这些来自大西南的劳动

者取完行李刚走出到达大厅，就有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作

人员热情上前迎接，送上春节祝福

和新春礼包，一起坐上接机大巴，将

这些来沪劳动者送到工作地企业。

在用工单位，相关职工宿舍等后勤

服务也已提前作了安排，以更好提

升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保障水平。

这是春节期间本市迎来的首批

“点对点”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的

来沪务工劳动者。根据人社部门的

计划安排，接下去还将有20多批“点

对点”返岗复工服务。来自云南的

务工者纷纷表示，春节前就已在当

地参加沪滇共同组织的招聘会并确

定了就业岗位，相关部门还提供出

行交通以及工作地的住宿和饮食等

保障，让自己和家乡的亲人更加安

心放心。

与往年相比，“点对点”返岗复工

服务的时间进一步提前、批次也更

多，主要是为了充分满足劳动者就业

和企业用工的需求，以及更好践行人

社部门为民服务的理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书记、局长杨佳瑛介绍，随着经济持

续回稳向好，企业对于一线劳动者的

用工需求进一步增加，为了更有针对

性地做好春节前后劳动者集中返岗

务工和企业用工保障等工作，人社部

门仔细排摸劳动者返岗时间、企业具

体岗位需求等，发现不少劳动者有提

前外出找工作需求，企业的部分一线

岗位也会面临临时性缺工，还有的劳

动者会在春节期间就返沪从事家政、

餐饮等需求较旺的就业岗位。对此，

本市各级人社部门主动跨前，从去年

12月下旬就密集赴相关劳务输出大

省、对口支援地区等进行劳务协作对

接，在当地开展驻点招聘、组团招工，

并积极协调航空、铁路等交通运输单

位，主动提供“点对点”返岗复工服

务，让广大来沪务工人员充分感受上

海这座城市的温暖。

“这些劳动者到企业后，我们还

将更加精准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

服务，促进稳岗增收，同时帮助他们

更加高效、便捷地享受法律咨询等各

项服务，确保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有

保障。”杨佳瑛介绍。

据悉，全市各级人社部门还将在

春节后高频密集举办100多场招聘

会，累计提供5万多个岗位，全力促进

本市就业工作“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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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龙象征着祥瑞和吉兆，龙文化源远流长。

农历甲辰新春，城乡处处张灯结彩、舞狮舞龙，祥龙兆

福、物阜民丰，而在沪郊的一些国家级、市级、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及民间艺人手中，以文化贺新，以

非遗寄意，龙元素作品更是竞相绽放，新春民俗，有龙

则灵。

“小白龙”喜迎“本命年”

金山区吕巷镇“小白龙信俗”是国家级非遗。龙年

到，“小白龙”迎来“本命年”。为此，吕巷镇精心策划了

2024年春节主题系列活动——“趣吕巷 ·集龙送福”，

游客依据“寻龙地图”游园打卡，参与“寻龙集福”游

戏。园内共设有农夫超市、三篱巷、骊珠舫、湖心岛、游

船码头、五彩桃林、瑶池、世外桃源、金石蟠桃园、白龙

糕体验店等10个打卡点位。每到达一个点位，游客们

都可以获得一枚相应的“龙”形印章，而集齐10种不同

字体的印章，可兑换一份精美的龙年福礼。

吕巷白龙糕凭借其独特的口感和传承千年的“小

白龙信俗”稻作文化，成了本次活动的一个亮点。小朋

友们可以动手参与白龙糕的制作过程，了解白龙糕的

历史文化和制作工艺。

与此同时，漾域房车露营营地还推出“小金龙”咖

啡，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的咖啡体验。在这里，每个人

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喜庆氛围，共同迎接充满

希望和美好的龙年新春。

苏绣龙遇见青铜文化

萌萌的大眼睛、有棱角的身躯、金灿灿的爪子，这

一联名款苏绣作品《青龙滚绣球，好运在后头》由嘉定

区苏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碧娴与青年版

画艺术家付永康的正见艺术工作室合作创作。

陈碧娴介绍：“前不久双方聊起苏绣起源的故事，

得知商周时期就有刺绣文身出现，便萌发了做一条最

古老的龙的想法。”这条龙的原型源自四川三星堆青铜

器的一个龙纹图案，为将底稿上龙的色彩准确还原，陈

碧娴向付永康咨询如何调配颜色，不停地配色、试色、

修改。为了表现青铜器坚硬、棱角分明的特点，她还特

地调整针法的使用，终于展现出了中国传统青铜文化

与苏绣文化相结合的魅力。

此外，陈碧娴工作室还创作了双面绣作品“五龙戏

珠”，由两个人从正反双面同时绣，采用蜀锦包边，寓意

五福临门；盘金绣作品“福龙”将金线用金丝一点点压

在布料上，这种平金工艺，寓意以画入福。

▼ 下转第二版

以文化贺新、以非遗寄意，“龙元素”作品绽放沪郊城乡

祥龙主题民俗共祝物阜民丰
■本报记者 薄小波

龙年春节假期，市民游客在沪游玩热情高涨，图为2月11日上海武康

大楼前游人如织。 图/视觉中国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 根据市文
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数据，龙年春节假日

前4天，申城文旅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共接待游客876.75万人次，同比增长

54.14%。本市宾旅馆前4天平均客房出

租率为53%，同比增加21个百分点。

申城各大景区、公园近日推出一系

列迎春赏花游园、年味年俗体验活动，提

供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生活。

全市景观灯光开启节假日模式。

“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公园绿

地、公共广场等设置临时性景观照明，

联动周边商圈、地标性建筑有序展示各

类光影艺术作品；南京东路、淮海中

路、南京西路、徐家汇以及北外滩等市

级商圈和地区级商业中心以龙年迎春为

主题，通过260余处临时性户外广告展

示春节民俗文化；全市主要街区悬挂国

旗、灯笼、中国结等传统节庆装饰，设

置龙年主题花坛、街头艺术小景，年味

溢满街头巷尾。

此外，景区、公园围绕龙年迎春主

题，重点突出传统年俗年味，推出一系

列精彩丰富的假日活动。上海动物园以

“祥龙醒春 泽被万物”为主题，开展一

系列具有“龙”生肖文化特色的保护教

育活动；上海植物园举办“‘龙’重登

场”年宵花展，展出含有十二生肖的植

物80余种、年宵花卉50余种；2024上

海古猗园迎春活动，除传统年味布置

外，还有舞龙、舞狮、皮影戏等传统民

俗活动；上海辰山植物园举办以“繁花

似锦 · 金龙迎春”为主题的迎春花展，

以牡丹和高山杜鹃作为主打花卉，带来

不一样的新年体验；静安雕塑公园、世

纪公园、梅园公园、香梅公园、莘庄梅

园、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公园，

各色品种的梅花次第开放，吸引市民游

客拍照打卡。

春节假期前四日

上海接待游客
   .  万人次

蛟龙得水，迎春纳福，龙马精神，福

泽绵长……东西南北中，长城内外里，各

种温暖人心的新春祝福传递着甲辰龙年的

温馨年味。春节不但是一个温暖的文化符

号，更是中华儿女心中牵挂的精神家园。

由作家李浩主编的文学作品集 《印象春

节：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 新近由贵

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6位当代作

家关于春节的散文。

翻开中国红封面的作品集，宛如推开了

一扇扇岁月的窗口，缤纷的春节记忆带着情

感的温度萦绕心间；又似相遇一个个作家面

带春风的节日祝贺与问候，莫言、徐贵祥、

徐则臣、东西、张楚、鲁敏、宁肯、陆春

祥、陈应松等从岁月的吉光片羽里，悉心采

撷着有关春节的温暖记忆，用朴实真切的语

言，精心描摹此去经年人生中的过年场景，

活色生香的年味弥散在读者的眼前，共同呈

现春节与家乡、亲人和故土之间亲密的血脉

相连。

木版年画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创造

与传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是家家户户

过年时不可或缺的艺术品，是留在一代代人

心田的民间故事，有着亘古常新的人文艺术

内涵。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推出的《年画传

奇》从丰富博大的年画文化中，甄选整理四

十余个最具代表性的年画故事，包括“历史

传说”“神仙奇事”“神奇动物”三大类，收录

了表现这些故事的各地精品年画作为插图，充

分展示着中国年画的古朴稚拙、文韵深厚。

童年过年最像过年，春节是记
忆也是期盼

无论男女老幼，身处南方还是北方，过年，

都有一种清晰的、丰富的个人体验，春节作为一

种中国文化，可以说深入骨髓。

▼ 下转第二版

  位作家散文和《年画传奇》里弥漫的年味——

春节饱含着时代记忆、中国文化与民族情感
■本报记者 王雪瑛

龙年至，年味儿正浓。如今，
春节的氛围感不仅体现在张灯结
彩、歌舞呈祥等传统活动中，也已
经充分延伸至以电子游戏为代表
的数字娱乐领域。新春佳节释放
出的巨大文化娱乐消费力，引得
一众游戏厂商集中发布新作品，
或推出成熟作品的新春版本，形
成了游戏“春节档”。《原神》《王者
荣耀》《江南百景图》《明日方舟》
等游戏均在此期间举办新春主题
活动，将年味儿和烟火气延续至
数字空间。

记忆中，在国产游戏尚未有
意识靠近传统节令文化之时，玩
家们就已自发地相聚于虚拟世
界，盛装会聚，彻夜闲谈，成全一
场场跨越山海的相互奔赴。当
前，走向传统文化，已经是国产游
戏的共同选择，游戏中的春节盛
会也演变为玩家们的固定节目。
与现实生活习俗相呼应，春联、灯
笼、饺子、爆竹和年兽等意涵明确
的春节符号，京剧、剪纸、苏绣等
非遗文化，纷纷成为电子游戏中
的“常客”。而且，玩家们也不必
再随意聚集于虚拟世界的某个地
点，而是拥有了共度新春的具体
场景，如《原神》中漫天“霄灯”照
亮夜空的璃月港，《逆水寒》中复
刻北宋春节庆典的汴京城，又如
《古剑奇谭OL》中充满节庆氛围的步云洲。凡此种种，
共同营造出春节期间的数字国风盛景。

游戏里的春节时刻，在虚拟世界凸显出东方时间
观念和文化底蕴。一方面，这一时间凝结了玩家们的
集体情感记忆。他们既要在现实生活中与亲友团聚，
也要来到虚拟世界与其喜爱的数字形象和网络密友交
流，由此收获双重喜悦。另一方面，春节时刻体现出传
统中华文化对虚拟世界运行方式的直观影响。基于我
国古代文化思想与历法观念的东方时刻，正全方位改
变着虚拟世界的形象外观和文化底色，并带动玩家们
不断提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熟悉度与好感度。

随着国产游戏“出海”的常态化，春节的节庆文化
也越来越多地被海外玩家注意到。毕竟，作品中的每
一个传统文化符号，都是海外玩家了解东方文化的“触
点”，也是他们深入探寻中华节庆背后文化逻辑的契
机。电子游戏本是“舶来品”，但这艘航船返回之时，携
带的是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份传统文化大礼。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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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新春，位于闵行区疏影路的一座公

寓楼内，一场饺子宴热闹非凡。

擀皮、包馅、捏褶，很快，一个饺子就做好

了。“这个新年，我们有缘在上海的小布家园

里过，仪式感可不能少。”当记者联系上张女

士的时候，她正和几位住客一起包饺子。

小布家园，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

一些特殊的患者家属搭建的临时住所：和小

张一样，这里的住客都是外地来沪就医的重

病患儿家庭。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可总有人因为

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回家。“在上海，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是小布家园成立的

初心。运行三年多来，小布家园已为全国各

地逾1700个患儿家庭提供了免费住宿。

这个春节，这盏灯依旧温暖着一批异乡

求医者的心。

一个小小落脚地，给异地就
诊者切实的关爱

“在我们北方，没吃饺子就不算过年。”张

女士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就在半个多月

前，孩子刚刚出院。尚在襁褓中的孩童经历

了人生的一场大手术——肝门空肠吻合术。

“孩子出生后，黄疸一直不退，也没法打

乙肝疫苗。”辗转了多家医院，直到张女士在

互联网医院联系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普

外科主任郑珊，才确定孩子患上了先天性胆

道闭锁。 ▼ 下转第二版

为来沪就医重病患儿家庭提供免费住宿，新春里的小布家园洋溢城市温情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都是年”

小布家

园的志愿者

和患儿们玩

猜谜游戏，

并准备了丰

富的奖品。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