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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步奔腾开胜景，春风浩荡展宏图。

文博场馆里过大年，非遗大集上买年

货，新年俗里的“老味道”绵延醇厚乡愁；各

地春晚舞台、大小剧场国风国潮大放异彩，

解锁传统文化魅力，为中华古韵注入青春活

力；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绎“中国式浪漫”，

人民大会堂呈献精华版新春“庙会”，让八方

来客领略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味道……

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虎年中国开

篇序章澎湃的文化自信，是这个春节最耀眼

的亮相、最鲜明的印记、最深长的回味。

从塞北到江南，壬寅春节文化脉动虎虎

生风，好一派“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

大”的盛世气象。

拆不开，打不散，年味绵长醇厚

中华民族历来重团圆，讲真情，尚大

义。一声“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

的情愫。守岁、祈福、年夜饭……一家一户

的天伦之乐、欢声笑语，加起来就是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第一顿

年夜饭——

这顿饭吃的是物阜民丰——北京稻香

村“零号店”、上海“宁波汤团店”等老字号门

店买年货的队伍，从腊月开始逐渐变长；小

年后人挤人的菜场里，大家赶着年前买上时

鲜货；年夜饭刷屏朋友圈，南北各有特色、八

大菜系齐全，饕餮美味与团圆年意都在这份

中华美食地图里……

这顿饭吃出了时代新风——有的地方

为春节留守务工人员准备消费券，可用来订

年夜饭、置办年货、旅游消费；在高速道口

“蓝盒子”里负责核酸采样的志愿者，简简单

单一份盒饭吃的是坚守，是责任；中国航天

员在天宫空间站中度过首个春节，年夜饭有

三种口味的饺子……

一桌年夜饭，经年沉淀为国人的亲情纽

带、乡土眷恋，折射一个大时代的变与不

变。随着物质日益丰富，精神逐渐充盈，中

国人年夜饭再无定式，选择日趋多元。不变

的是，年夜饭从不只是一顿团圆饭，而是亲

情、传统、新潮抑或“舍小家为大家”的象征，

讲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

好”的朴素道理。

另一道丰盛的文化年夜饭，就是连续举

办几十年，已成年俗的“春晚”。

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由海峡两岸演

员共同演绎，彰显家国同脉文化一体；摩天

大楼上“行云流水”的太极表演，展现中国风

华底蕴悠长……观众点赞今年总台春晚传

递出中华文化的大美气象。

每到春节，无论身在何处，全体中华儿

女默契开启合家欢祝福时间。炎黄子孙深

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凝聚不散的家国情怀，

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纽带。身在

海外的华人华侨把春节文化带到世界各个

角落，“海外春晚”传扬中国文化，慰藉游子

心，为大家鼓劲加油，一起迈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

从“万家灯火”到“国之大者”，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

团结最有力。”“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和万事兴。团聚、团圆、团结，唱响的

是春节文化主旋律，诠释的是和合文化大境

界。

每逢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总会到人

民群众中。在山西和当地百姓一起做年馍，

在四川和群众一起炸酥肉、磨豆花，在内蒙

古参加“五畜祈福”仪式……访民生、贺新

春、送关怀，他把殷切祝福融入当地民俗，为

的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捣糍粑，吹芦笙，杀年猪……在广西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陈双村，各民族群众一起过

春节。陈双村是一个有着壮族、汉族、毛南

族、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等11个民族杂

居的移民大村，从最初的语言不通到如今不

同民族间实现共居、共学、共事，其乐融融。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新

时代新年味里，各族儿女对中华文化的强烈

认同，奏响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强音。

剪不断，忘不掉，文脉源远流长

除夕之夜，《只此青绿》浓缩千里江山，

还原北宋名画，一舞惊艳神州。千古风流、

国祚方熙，赓续五千年不断的中华文脉汇入

新时代澎湃向前的洪流。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

源泉。回家过年，过年回家——历经千百年

岁月风霜，这呼唤镌刻在民族基因里，沉淀

于游子血脉中。“家”，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精

神的；不仅是故土芬芳与父母恩重、耳畔乡

音和舌尖味道，更是历史与文化、血脉和根

基。也正因如此，万家团圆的灯火中，那一

壶暖心的老酒会如此强烈地点燃我们对精

神家园的向往与依恋。

千百年过去，这片热土上，最早的村庄

成了国，最早的符号成了诗，最早的呼唤成

了歌……在“世遗之城”福建泉州，人们走进

家乡的古老街巷，重拾一砖一瓦背后蕴藏的

厚重历史；在江西全南县雅溪古村，一阵阵

铿锵锣鼓、一只只传统舞龙，让观众重温儿

时的年味；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海南八音

的旋律让归来的游子泪流满面……这是民

族血脉在广袤土地上流淌千年的结晶，小小

村落淡淡乡愁汇聚成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

成为我们对“过年”魂牵梦萦的记忆。辞旧

迎新的时刻，我们回归精神家园，不仅是在

寻访中抚慰乡愁，更是在铭记中汲取力量。

日暖神州的节日，我们回归精神家园，

在传承中升腾自信，凝聚奋进力量。

巍巍紫禁城，春节期间一票难求。历经

六百余载岁月沧桑的红墙黄瓦，见证“博物

馆里过大年”渐成新年俗。将“中国”二字刻

于“心中”的何尊，体现古人超前环保意识的

长信宫灯，承载“愿政通人和，祈江山永固”

寓意的金瓯永固杯……人们走进文华殿，在

2022开年大展——“何以中国”展里探寻古

老文脉生生不息的奥秘。

华夏大地，何以中国？每一个时代，都

会留下自己的答案。

展厅之内，重器凝九州之志，典籍汇千

载之思，是祖先在历史长卷上以勤劳、以勇

敢、以智慧做出的无声回答。

展厅之外，山河壮阔、人民幸福，今日之

中国，是百余年来无数志士先驱以青春、以

生命、以信仰砥砺铸就的答案。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

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回归，正是为了积蓄出发的精神力量。

重温历史积淀的智慧，心怀对中华文明的骄

傲，朝向伟大复兴的目标，每一个平凡的你

我，正以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姿态，书写新

时代“何以中国”的答案。

挡不住，传得开，文化沟通世界

草木一时生意动，关河万里冻云开。大

年初四，立春日，奥运之火再次在“鸟巢”点

燃，北京冬奥会拉开大幕。喜庆祥和的虎年

春节喜上加喜！

春节是象征团圆的节日，冬奥会亦是世

界各地冰雪健儿欢聚的盛典。恰如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所言，冬奥与春节是完美组

合。在寓意虎虎生威、生龙活虎、气吞万里

如虎的壬寅虎年，红火中国年邂逅冰雪冬奥

会，注定会成就一段特别的缘分。

冬奥村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旗帜随风

舞动，高高悬挂的红色灯笼“长满”枝头，春

节元素与冬奥标识交相辉映，诉说着中国与

世界的“美美与共”。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老的东方

大国敞开怀抱，热情迎接八方宾朋。各国运

动员也入乡随俗，他们写“福”字、贴春联、看

“春晚”、吃饺子，在“中国红”与“冰雪白”的

色彩交织中，感受着中华文化的东方神韵。

承载着华夏民族古老传统，凝结着中华

儿女的智慧结晶，春节早已成为世界了解中

国的一扇重要窗口，架起中华文明与世界其

他文明沟通对话的桥梁。

看！巴西累西腓用一场灯光秀带来“庆

新春 迎冬奥”的美好祈愿，芬兰赫尔辛基

“虎年”主题冰雕喜迎中国春节，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方尖碑、英国伦敦的“伦敦眼”

摩天轮、斯里兰卡科伦坡的莲花电视塔都亮

起了“中国红”……

听！世界政要和各国友人从四面八方

传来他们的新春祝福。他们操着生疏的汉

语，却在一句句“过年好”“新年快乐”“虎年

吉祥”中传递出真心、真诚的情谊和祝愿。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春节

已不单单是华夏儿女传承千载的节日，更是

中华文化的生动缩影和重要象征。从东方

到西方，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灵距离被不断拉

近，在近距离感知春节的点点滴滴中，共同

触摸着五千年文明的脉动。“中国年”成为国

际社会的焦点，折射出的是中华文化对世界

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

更易沟通世界。”润物无声的文明融通最能

催生情感共鸣。冬奥会开幕式上，奥林匹克

会旗护旗手闫振看到奥林匹克会旗同五星

红旗一道高高飘扬时，流下了热泪。这一行

中华民族情感与奥林匹克大家庭情感水乳

交融的热泪冲决了全人类情感的堤坝……

全世界为之破防！

我们不妨把视线从春节延展开去：“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成功举办，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

书法、太极、武术、中医等活动广受欢迎，中

国网络文学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万余部、

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1亿多，覆盖世界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华文化所蕴含的

理念与智慧，正跨越时空、超越国度，为世界

文明的发展带来深刻启迪。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

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希望了

解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

交往的壁垒，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借鉴各国

有益文化，方能推动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中

共同前进，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天地之道，襟怀若谷；好风长吟，成风化

人；天下情怀，泽被万方。（参与采写：齐琪

谢佼 吴剑锋 袁慧晶 赵叶苹 张漫子 白玛

央措 闫祥岭）（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虎啸山河动 神州满目春
——从春节看文化自信

新华社记者 周玮 施雨岑 王鹏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举世瞩目的第二十四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4日晚在

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连日来，多国专

家学者盛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认为这

场盛大的开幕式再次彰显中国应对挑战

的决心和能力，充分体现团结合作、追求

和平、绿色环保等理念，相信在疫情下如

期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将增强各国人民共

克时艰、携手进步的信心。

通过网上直播观看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后，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本雅明·波戈相说，在新冠疫情依旧

肆虐的背景下，北京为世界人民奉献了

一场大气磅礴、无与伦比的冬奥会开幕

式，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

推动克服人类共同面对的困难方面一直

扮演关键角色，这场盛大的开幕式再次

彰显中国应对挑战的决心和能力。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

中心主任汤之敏说，北京冬奥会是奥林

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之后举办的首届

冬奥会，开幕式上众多“小雪花”汇聚成

一朵“大雪花”就是对“团结”很好的呈

现。北京冬奥会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平

等和谐、共融互鉴的大舞台。

文莱资深媒体人、时政观察家贝仁

龙表示，开幕式充分展现了冰雪运动员

的精神面貌和奥林匹克精神。他说，中

国已经积累了在抗疫常态化背景下举办

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中国成功的抗疫

模式确保北京冬奥会顺利召开。

蒙古国奥委会专家乌斯赫巴亚尔

说，北京冬奥会组织有序，充分体现团结

合作、追求和平、绿色环保等理念，相信

北京冬奥会将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克

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土耳其汉学家吉来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践行绿色理念，主张使用可再生

能源，这一点非常特别，而且对解决全人

类共同面临的能源问题非常有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余虹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

节气倒计时令人印象深刻，开幕式以中

国传统历法拉开序幕，生动展现了中国

文化。

沙特中国问题专家希沙姆·哈吉里对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赞不

绝口。他说，整个开幕式体现了中国美学，既有美的意境又有科技

感，让人难忘。（参与记者：胡冠 王海洲 王丽丽 周盛平 易爱军

薛飞 李铭 王峰 沙达提 王亚光 阿斯钢 苏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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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邰思聪）记

者6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月5日0时至2

月6日16时，北京市德尔塔变异株关联疫情

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来自管

控人员。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

建辉表示，今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节

后市民朋友将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学习中，在

此重点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

一是做好健康监测。要密切关注自

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嗅觉减退、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

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

表现，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不打网约车等，戴好口罩，及早到附

近医院发热门诊按规定就医，不自行购

药、服药，以免延误诊疗，同时，要主动向

单位报告健康状况，并按照单位的各项防

疫要求返岗工作。

二是把防护措施融入日常生活。要提

高防护意识，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

好习惯。接收邮件包裹时要正确佩戴口罩

和一次性手套，减少直接接触，对邮件包裹

也可用消毒剂、热力消毒等方式进行消毒，

处理完邮件包裹后及时进行手消毒或清洗

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

三是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

间，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良好的睡眠，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调节情绪，恢复精力

状态，提高学习或者工作效率。

四是适度运动锻炼。节后选择适合自

身的运动方式，适度增加锻炼，多做有氧运

动，避免高强度对抗性剧烈的锻炼。运动场

所尽量选择家中或室外空旷的环境，与他人

保持适当距离。

五是注意饮食调节。节后逐渐调整饮

食习惯，合理膳食，荤素搭配，尽量少吃油腻

的食物，多吃些粗杂粮、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以及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暴饮

暴食及睡前进食。

六是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上班上学

前需要做好情绪调整，防止“节后综合征”，

要早收心，让心情恢复平静。可以选择听些

舒缓的音乐，或阅读书籍，晒晒太阳，保持身

心愉悦。

王建辉表示，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

位，国内多地也出现散发病例，尽管北京疫

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但仍需慎终如始，保

持警惕。坚持各项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和生活工作环境清洁消毒，进入公共场所、

密闭空间、人员密集、风险不确定的场所请

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做到

勤洗手。全市医疗机构、旅游景点、交通场

站、餐饮单位、商场超市、宾馆酒店、影剧院、

健身娱乐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佩戴口

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疫情防

控措施。

北京发布春节假期节后健康防护提示

2月6日，中交二航局

工人在襄阳东西轴线鱼梁

洲段焊接围堰。当日是大

年初六，不少企业、施工单

位争分夺秒开展生产，抢

抓开门红。

新华社发（谢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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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悉尼2月6日电（记者郝亚琳 刘诗月）澳大利亚彼得·多

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其研究人员利用人体

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出鼻黏膜类器官，以模拟和研究新冠病毒感染

人体后造成的影响。相关研究已发表在瑞士《国际分子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表示，在常规细胞系中测试病毒感染和治疗的传统

方法，无法准确反映病毒给患者身体带来的影响。因此，研究人员

将目光瞄准了类器官。

参与研究的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实验室负责人、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伊丽莎白·万康表示，类器官是用人体干细

胞培育出的微型器官，类器官细胞更接近于真实的细胞。最重要的

是，类器官源于人体组织，新冠病毒侵入类器官细胞的方式，与它

感染人体组织的方式相同。

因此，针对新冠病毒由呼吸道感染的特性，研究人员在实验室

培育出鼻黏膜类器官。鼻黏膜类器官与真正的鼻黏膜具有相同的

细胞类型，如纤毛细胞等。研究人员随后让鼻黏膜类器官感染上新

冠病毒。

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对鼻黏膜上皮细胞

的损害明显大于早期没有发生变异的新冠病毒。在显微镜下可以

观察到，感染了德尔塔毒株的鼻黏膜类器官上皮细胞更为脆弱。

研究人员指出，利用这种类器官开展研究，不需要侵入性的组

织样本收集，是很好的临床前研究模型。

澳研发鼻黏膜类器官以协助新冠病毒研究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

日发布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我国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循环

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根据意见，到2025年，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基本建立，建成

绿色分拣中心1000个以上。再生资源加工利用行业“散乱污”状况

明显改观，集聚化、规模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废钢铁、

废铜、废铝、废铅、废锌、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等9种主要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4．5亿吨。二手商品流通秩序和交易行

为更加规范，交易规模明显提升。60个左右大中城市率先建成基

本完善的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我国将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林苗苗）牙釉质坚硬但无法再

生，且结构复杂，如何修复一直是仿生领域的难题。近日，我国学者

牵头开展的人工牙釉质研究取得新突破，结构和性能与天然牙釉

质相近的复合材料有望成为新一代牙齿修复材料。

这项研究由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邓旭亮教授团队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江雷院士、郭林教授团队及美国密歇根大学

Nicholas A．Kotov 教授合作，在类牙釉质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牙釉质是人体中最坚硬的天然生物材料，硬度仅比金刚石略

低，具有出色的抗变形和抗振动损伤能力，其优越的力学强度和韧

性让牙齿能够自如地切割、研磨食物。然而，牙釉质无法再生，由于

其结构复杂，修复牙釉质一直是仿生领域的一项艰巨挑战，难以获

得与天然釉质多级结构相同的大面积修复层，也难以复刻天然牙

齿的各项性能。

人 工 牙 釉 质 研 究 取 得 新 突 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