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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你“买买买”了吗？来自市商务

委的数据显示，2月9日（农历除夕）至2月16日

（正月初七），上海线上线下消费金额达569亿

元；监测35个商圈的线下客流总量2873万人

次，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11.9%。围绕“龙舞

上海 春照商圈”节日营销主题，全市400余项

重点活动“热辣滚烫”，商圈、商街、商场洋溢着

浓浓的海派年味。

外来消费达   . 亿元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春节前后

（2月9日至16日），上海的外来消费发生消费

金额为155.5亿元，次数高达1445.8万人次，

较去年农历同期分别同比增长 21.6%和

41.8%。其中，江苏来沪消费占外来消费比重

最高，达到20.2%，与浙江、广东、山东和安徽

排名外来消费占比的前5位。

据移动运营商手机信令监测，全市重点

商圈手机信令中的外来客流占比42.1%，较1

月平均外来客流占比33.1%提高了9.0个百

分点，其中南京东路、豫园、国际旅游度假区

外来客流占比最高，分别达到61.6%、60.6%

和60.5%。

春节消费热潮成为“特色经济”的放大镜，

大火的“繁花经济”带动了黄河路、和平饭店等

成为热门打卡地，和平饭店销售额同比2019年

农历同期增长超过60%。据支付宝统计数据显

示，黄河路年夜饭在除夕夜前一周就已一桌难

求，消费金额同比去年增长了8倍。同时，文博

消费也非常火热，上海博物馆的文创周边和餐

饮等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40%。

值得一提的是，境外用户在上海的消费

也持续攀升。以豫园商圈为例，春节期间，境

外用户消费金额环比增长250%。

“商旅文”联动呈现多元年味

春节假期，全市各大商场抓住长假契机，

推出各色营销活动。据抽样调查200家零售和

餐饮企业数据显示，节日期间，上海合生汇、凯

德虹口商业中心、长宁龙之梦购物中心、静安

大悦城、上海环球港、虹桥天地、新世界大丸百

货、环贸iapm商场、龙湖宝山天街等样本销售

额，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两位数以上。

今年，“商旅文”联动是一大特色。豫园

商圈是上海的“年味”地标，2024豫园民俗艺

术灯会中法双城联动亮灯，作为《山海经》的

延续，融合民俗节气，多元呈现“龙文化”灯

彩，成为市民游客春节的打卡目的地。节日

期间，豫园商圈消费人次34.3万，同比去年

农历同期增长11.4%。

南京路步行街正月初一客流倍增，瞬时

峰值达到3.1万人，沿街商店提前恢复正常

营业时间，节日期间商圈37家企业销售额

5.2亿元，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14%；徐家

汇商圈首次整合商圈10余家商场和商户，联

动上海体育馆、徐家汇书院等载体资源，推

出徐家汇年货节、天钥桥路新春市集、百年

新“汇”骑行活动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节日期

间商圈客流量超过200万人次，同比2023年

农 历 同 期 增 长 近 22%；长 宁 区 推 出 9条

“CITYWALK长宁购”路线，节日期间中山

公园商圈消费额实现1.5亿元，同比去年农

历同期增长51%；杨浦区五角场商圈多家商

场联合举办“龙行龘龘，喜气young洋”迎新

春舞龙舞狮活动，节日期间商圈实现销售额

2.6亿元，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41.3%，同

比2019年农历同期增长18.5%。

民俗营销有了新动能

春节假期，黄金珠宝成为节庆营销

“宠儿”。节日期间，豫园商城、新世界城

等合计销售额，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超

16%。例如，新世界大丸百货举办“珠宝

克拉节”情人节专场，新世界大丸百货黄

金珠宝超 13%，化妆品超 67%，手表超

73%。

传统庙会玩出了新花样。例如，龙华

会结合新年祈福组织妙会年货节及新春限

定快闪展，携手wonderland?艺术家李登廷

推出“妙会龙舞 · 福启新岁”活动，节日8

天累计销售额2305万元，客流量达42.3万

人次；蟠龙天地举办蟠龙新春庙会，邀请

非遗手艺人现场互动和表演，提供江南新

春独特体验，节日期间人气火热；崇明万

达广场推出“龙兴万事”新春系列活动，

通过市集、庙会、民俗体验等活动，融非

遗艺术、沉浸式国风体验、趣味互动于一

体，节日期间消费额增长喜人。

春节期间，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

（上海） 监测显示餐饮业消费金额59.3亿

元，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16.3%。多家老

字号涨势喜人，上海老饭店、绿波廊、杏

花楼、新雅等14家企业，节日期间销售额

3754万元，同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30.1%，

与2019年农历同期基本持平。

龙年春节消费“热辣滚烫”，节日期间商圈客流消费双增长

上海线上线下消费金额达   亿元

本报讯 （记者范昕）新春八天长假
期间，在美术馆开启美的旅程、度过年

味浓郁的佳节，成为沪上市民的新选

择。这些天，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

馆） 南广场台阶铺上鲜艳的“双龙戏

珠”图样喜迎观众游客，精心策划推出

8场展览和18场艺术活动，呈现充满

浓郁艺术文化气息和新春欢乐氛围的

文化盛宴，“艺”起喜迎龙年，翻开崭

新篇章。假期里，中华艺术宫八天共

接待参观游客约8.5万人，日均接待人

数过万，参观量为去年同期的三倍。此

外，场馆相关词条在各数据平台均呈明

显上涨，如“中华艺术宫”词条的微信

指数涨幅超50%，百度资讯指数环比上

涨近70%。公教活动场场爆满，新春氛

围浓郁。

八项展览以“中国式风景——林风

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人气最为火爆，自

1月底开展以来累计参观观众已达15万

人次，成为同时期最受热捧的美术展

览。春节期间，许多观众专程从外地来

沪，在这个展览中感受“中华美学”。

为更好服务春节来馆观众，提升展览参

观体验，馆方开足马力，精心推出了多

种形式的“中国式风景”公教活动套

餐，引领观众开启美的旅程。四场“中

国式风景”儿童绘画工作坊和四场“中

国式风景”美术馆现场课先后推出。活

动联合长宁美校的教师团队，在带领小

朋友们近距离欣赏林风眠与吴冠中大师

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多方位观察、

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自己的体会

出发创作出富有新春节日气氛和东方韵

味的“大宅”和“春天”主题作品，参

加活动的孩子们纷纷表示从大师的作品

中获得了艺术的启迪，画出了属于自己

的“中国式风景”。大年初二及初三，

围绕展览主题，馆方邀请上海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邵琦、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副教授汪涤，分别带来专题

讲座“漫谈吴冠中——追求与矛盾”

和“林风眠与现代艺术启蒙”，深度剖

析林吴两位大师的艺术历程与成就。

此外，馆方在春节期间每天都准备了

四场展览免费导赏，通过深入浅出的

讲解，充分体现美术馆的专业性与趣

味性，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从两位大

师的作品中获得知识的滋养，感受艺术

的力量。

以扎实学术为抓手，馆方准备的多

彩专业讲座和艺术导赏还包括特邀华

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

所教授田兆元带来“上海龙文化与上

海文化特质”讲座，“中国当代艺术学

术研究展”配套体验活动“走进数字

文博”工作坊等，让社会美育“艺”

味深远。

公教活动中有不少尽显“非遗”

的深厚韵味。大年初一一早，浦东三林

舞龙队带来的精彩舞龙鼓乐表演，拉开

中华艺术宫“祥龙祈福运 · 欢欢喜喜

过大年”系列活动序幕。伴随着欢快的鼓点，舞龙者们

身着华丽的服饰，手持巨龙，跟随激昂的鼓点舞动，寓

意着祥瑞与好运。观众们也纷纷合影留念，记录下这难

忘的新年瞬间。拾阶而上，9米平台上，丁申阳、陈翔等众

多名家组成的“书法名家天团”挥毫泼墨，为观众现场书

写寓意新年吉祥与幸福的“福”字，让观众游客现场感受

书法的魅力。别开生面的“欢欢喜喜过大年”非遗体验活

动为美术馆现场又添一笔浓浓年味。例如，“时光凝香”

活动借助精致掐丝珐琅工艺，在3D打印的金丝模板上绘

制极具中国传统韵味的荷花书签，展现传统工艺之美；

“幻彩世界”以林风眠、吴冠中的大作为灵感，将艺术与家

居完美融合，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国式风景亚克力夜灯，

让每一盏灯都照亮心灵的角落。这些丰富的活动既充满

新春“艺”趣，又可谓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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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
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上海

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继2月16

日到达客流达到65万人次后，昨

天到达旅客75.4万人次，刷新该

站单日旅客到达量历史纪录。

铁路上海站昨天到达列车

共计812列，其中主要来自中

原、湖南、江西、安徽等方向

到达临客列车共计183列。为应

对返程客流集中到达，铁路上

海站补强引导标识标牌，在旅

客通道等关键部位增派工作人

员，党团员组成突击队，加强

站台、地道、扶梯、进出站口

等人流集中区域的引导和安全

防护。此外，车站发挥交通枢

纽优势，加强与站区管委会、

地铁、公交等部门沟通联系，

通过协调增开春运专线频次、

延长地铁运行时间等方式，做

好到达旅客的疏散工作。

根据市交通主管部门最新

部署，昨天轨道交通地铁2、10号

线虹桥火车站站加班车延时至

今天凌晨2时30分；17号线虹桥

火车站站加班车延时至今天凌

晨零时；2号线浦东国际机场站

加班车延时至今天凌晨零时。上

海地铁将全力做好春运返沪客

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工作，加班车

开行期间，列车“客满即发”，同

时还将备好应急预案，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调整保障措施。

此外，昨天市内高架道路总

体畅通有序；高速道路方面，除

G40沪陕高速有部分区域道路

缓行之外，其余高速车速均平稳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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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鹏）明天，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即将迎来2024年春季新学期。《公共安全

教育开学第一课》（第13季） 将于今天18:00

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播出。本季节目继续聚焦

校园内外的公共安全，分为“防治学生欺

凌、网络安全、春季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交

通安全”四个板块。各板块采用现场体验、

情景演绎、模拟操练、安全提示等多种形

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掌握应

急避险技能，增强公共安全防范意识。

近年来，上海力量和上海智慧在喀什这

片土地上发光发热，上海的综合功能优势与

喀什的区位资源禀赋紧密结合，两地人民更

是心灵相通、情感交融。本季 《公共安全教

育开学第一课》 首次走进上海援疆对口地区

新疆喀什，聚焦上海和喀什两地学生共同关

心的公共安全问题，带来实用的安全知识。

沪喀两地首次合作拍摄公共安全教育开学第

一课，也开启了安全教育全新模式。

在防治学生欺凌板块，上海市莘光学

校教师金德政来到新疆喀什，与喀什市第

十七中学教师狄娴娴共同为大家讲解什么

是学生欺凌，以及该如何以坚决的态度向

学生欺凌说“不”。

在网络安全板块，同济大学附属七一

中学教师徐寒通过三段情景剧，展现了学

生在网络世界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隐患，并

借此提醒广大中小学生，不要与陌生网友

会面，不点击可疑链接，保护好个人信息，

拒绝网络不良诱惑，在网上文明与他人交

流，共同打造安全文明的网络公共环境。

在春季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板块，喀什

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乃吉米丁老师详

细讲解了预防水痘的实用方法；上海市徐

汇区东二小学的教师刘正阳则介绍了如何

预防诺如病毒，以及感染诺如病毒后的正

确处理方法。

在交通安全板块，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

奉贤实验小学的教师胡依沁讲解了道路交通

信号灯的种类、不同交通标识的含义、乘坐

公交车要注意的安全知识点等。上海市公安

局交警总队的贾杰警官带来了相关实用提

示，比如，上车前要远离车道，车厢内要抓

牢扶手，下车后要观察车辆等。

此次节目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喀什地

区行政公署、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

指挥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应急管理

局、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主办，上海教

育电视台打造。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

法治天地频道，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以及看

看新闻、东方网、百视TV等媒体平台，将进

行同步转播。此外，喀什地区也将在新学期

开学之际播出 《公共安全教育开学第一课》

（第13季）。

《公共安全教育开学第一课》今播出

龙年新春，一组艺术环保橱窗亮相迪奥上海恒隆广场旗

舰店，橱窗中的珍奇异兽均由回收材料和闲置的印花面料制

成，焕发出全新生命力。

本报记者 袁婧 通讯员 杨楚涵摄影报道

环保橱窗“焕发”万物生机

新华社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2月17日，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开幕。国务委员谌贻琴

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7日晚，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速度滑冰馆内充满着

青春活力和欢声笑语。20时，冬运会开幕式开始，分为开幕仪

式、文体展演两大部分。开幕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孙绍骋致欢迎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致开幕词。开幕式

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王莉霞主持。

20时36分，国务委员谌贻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四届冬季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随后，主题为“燃情冰雪 筑梦北疆”的文体展演拉开帷

幕。文体展演包括序篇《共同的家园》、主篇章《山河共锦绣》

《冰雪共相约》《携手共奋进》和尾声《共同的未来》，展演将中

国风范、民族特色、北疆韵味、运动活力通过科技手段创意呈

现，在传承与创新的碰撞下，展现了草原文化、冰雪文化和民

族文化的多彩魅力。

本届冬运会是历届全国冬运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标

准最高的一届。除内蒙古各赛区外，部分比赛项目在北京延

庆、河北张家口北京冬奥会场馆举办，共有来自31个省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地区的35支代表团3000余名运动员

参加竞技体育和群体项目的比赛，在8个大项、16个分项、180

个小项上展开角逐。

除内蒙古各赛区外，部分项目
在北京冬奥会场馆举办

第十四届全冬会隆重开幕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2月

14日发生的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致两名渔民遇难恶

性事件，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厦金海域传统渔场

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

对台湾同胞充满善意，但对台方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行径也决不容忍。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

查明事实真相并严肃处置相关责任人，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

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

切后果由台方承担。

国台办：

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

龙年新春除了吃喝玩乐、走亲访友外，在健身房运动场出一身汗，用运动来调整状态迎接新年的工作生活，也是不少市民的选择。假

期申城有不少便捷的健身好去处：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仙霞网球中心、上海市体育宫、田林体育俱乐部、浦东游泳馆，以及各

个市民健身驿站等大中小体育场馆都增加开放时间，提供更好的服务。图为市民正在徐家汇体育公园万体汇的壁球场内挥拍击球。

本报记者 陈龙摄影报道

运动健身迎接龙年工作生活

（上接第一版）静安苏河湾万象天地

“见龙有喜”春节寻龙庙会主题打卡互

动装置、奉贤龙湖天街商圈“舞龙舞

狮”“龙灯表演”主题活动、上海博物馆

“春光龙融——上海博物馆龙年迎春

展”、上海自然博物馆“有龙则灵——

2024甲辰龙年生肖特展”、人民广场

地铁换乘大厅的泰迪熊舞龙装置，以

及南京东路、淮海中路、南京西路、徐

家汇、北外滩等市级商圈、地区级商业

中心、各大景区和文化场馆的260余

处临时性户外广告和各类龙年美陈装

置，带领市民游客一起解锁、打卡隐藏

在节日里的龙图腾、龙文化。

烟火气十足，寻年味去古镇

除新晋网红打卡点外，市民游客

今年还愿意去沪郊古镇寻年味、感受

烟火气。

金山区枫泾古镇举行“古镇光影

秀”；嘉定区南翔老街举办“花千树

鱼龙舞”主题灯彩展，安亭老街组织

新年龘鼓、元宵宴系列活动；奉贤区

青溪老街举行“龙龘灯场 · 光影青

溪”主题灯会；浦东新区新场古镇举

办“欢欢喜喜拜新年”主题活动；闵

行区七宝古镇开展“新春游园会”；

青浦区朱家角古镇推出“我们的节

日”，蟠龙天地举行冰火节、新春庙

会、新春灯会等活动。赏灯彩、逛集

市，品美食、看演出，浓郁的年味、

时尚的表达，传统年俗与现代玩法融

合交织，绘就了一幅独具江南韵味的

人间烟火图，让人流连忘返。

节日期间，文旅服务还暖心细致

地触及了各个角落。据统计，市、

区、街镇239家公共图书馆、19家文

化馆、220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61

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春节期间都

“应开尽开”，组织策划了乡村办春

晚、新春送祝福、文艺轻骑兵、书香

悦新春、赏艺话新年、祥龙闹元宵6

个系列主题、5400余项线上线下群

众文化惠民活动，以高质量文旅公共

服务为市民游客春节文化生活增色添

彩，营造了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和欢

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此外，春节期间，聚焦外国人

在沪过大年，上海还策划推出“繁

花式拜年”视频、“乐游上海过大

年”英文版主题春联，组织上海国

际旅游公益推广人录制共庆新春短

视频，向世界传递中国新年团圆欢

乐的美好祝福，让更多外国人、中

国人同过中国年。全国冬季“村

晚”示范展示活动——闵行区华漕镇

严家湾村晚邀请国际社区的外国友人

观摩体验，以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

为主题的第十八届金桥中外家庭新春

活动以情感互动传递可信、可敬、可

爱的中国形象，全英文音乐剧《大彗

星》、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百老汇

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等30余个

中外精品展演项目，深受海内外游客

和市民的欢迎。

    .  万人次，申城龙年文旅市场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