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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烦
恼我来排恼我来排。。深度挖深度挖
掘新闻细节掘新闻细节，，全面剖全面剖
析事实真相析事实真相，，为您澄为您澄
清谬误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共同
关注身边的社会热关注身边的社会热
点问题点问题。。

新年新春新气象，虎虎生风过大年。虎年新春如约而至，贴春联、吃团圆饭、包饺子、玩

冰雪、看冬奥……盘点虎年春节，既有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传统民俗，又有农历新年与北

京冬奥完美邂逅的别样年味儿，一片欢天喜地中，寄托着人们对新的一年最美好的期盼以

及对祖国繁荣昌盛最热烈的祝福。

①①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喜气洋洋过大年是新春佳节里最美好的场景。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大年初一，长春冰雪嘉年华上演千人广场舞。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长春市民在喜庆的气氛中欢度虎年春节。 本报记者 刘颖 摄

新年与冰雪相约

虎年春节对于9岁的侯天翼小朋友来说，十分特殊。

“我老早就盼着看冬奥会，终于等到了！开幕式太精彩了，

各种冰雪比赛项目也让我大开眼界，希望我以后也能那么

厉害！”作为一名滑雪爱好者，侯天翼对春节充满期待，因

为春节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团圆美满，也意味着他最期盼的

冬奥会越来越近了。

侯天翼是东北师大慧仁学校三年级学生，他和冰雪结

缘于4年前，当时才5岁的他和妈妈一起去体验滑雪，没想

到初次接触就爱上了滑雪。从最开始的磕磕绊绊到现在

的潇洒疾驰，从初级滑道到现在的高级滑道，从一开始的

双板到现在的单板，侯天翼的滑雪水平越来越高超，滑雪

设备不断升级，身体也越来越健壮。

这个春节假期，侯天翼觉得自己过得十分充实。除了

能和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共迎新春，他还在家人的陪伴下

滑了几场雪，觉得十分痛快。“庙香山、松花湖、北大湖，这

是我们最常去的滑雪场，今年感觉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比往

年多，尤其是节日期间，滑雪场可热闹了，大人小孩都不

少，特别有冰雪运动的火热氛围，孩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也格外开心。”侯天翼的母亲伏女士告诉记者，“我觉得冰

雪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也磨炼了孩子的耐力和意志，对

他很有帮助。”

“我喜欢滑雪的感觉。”侯天翼说，“虽然最开始学习滑

雪的时候摔了很多次，但是滑雪让我快乐，也让我很有成

就感，特别喜欢冬天的到来。”在学习滑雪的4年里，侯天翼

吃了很多辛苦，在家人的鼓励下不断挑战自己，成功地坚

持下来。如今，侯天翼在滑雪场上纵横驰骋，让很多大人

都望尘莫及，每次滑雪都能收获许多称赞。

大年初四，侯天翼最期盼的冬奥会盛大开幕。看着奥

运健儿登上赛场，在各项冰雪运动中为国争光，他非常激

动，“他们都是我的榜样，真的太厉害了！过年了我又长大

一岁，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向他们学习，也成为像他们那样

优秀的人！”

虎年春节“虎”味儿浓

新春到，真热闹。虎年春节，萌虎“出山”。长春市各

大商超集市纷纷开启“过年红”滤镜，在琳琅满目的年节货

品中，“虎”元素稳稳占据了主流，小老虎的窗花对联、老虎

标识的年货礼包、虎头虎脑的玩偶摆件、老虎图案的衣帽

服饰……萌味十足的“虎”元素成了今年新春的流量“明

星”。

腊月二十八，在年货大集上，各种“福”字、春联、红包

等带有“虎”元素的商品摆满货架。“春节最讲究的就是那

份年味儿，今年是虎年，各种虎年元素的毛绒摆件、挂饰、

门贴、窗花、剪纸、红包最畅销。”一位摊主告诉记者，只要

带有“虎”元素的年货就比普通商品要卖得好。

正月初三，大街上车辆不是很多，在欧亚卖场却上演

着“抢车位”。卖场内布置得红火喜庆，很多市民与萌态可

掬的小老虎造型合影。

在一家金饰品店里，柜员正在为徐女士试戴一款小老

虎造型的黄金吊坠，“我的属相就是虎，虎年是我的本命

年，我想给自己买一个小老虎金项链，没想到款式这么多，

而且每个都设计得很好看。你看这只小老虎栩栩如生、憨

态可掬，多可爱呀！”徐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家里添置

了很多“虎”元素的年货饰品。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虎年春节前后，各种“虎”元素贺

岁产品开始热销。不少商家专门打造了虎文化特色产品

推向市场。尤其在年货货品的准备上也费了不少心思，比

如一些新年礼盒就将“国潮”概念和“虎”元素相结合，凸显

传统文化的同时，让产品的包装显得更加别致。

正月初五，在长春中东大市场，尽管春节假期已接近

尾声，不少市民还在寻找带有“虎”元素的商品。在床上用

品专柜前，虎头枕头最为抢眼，老板特别后悔进货少了，没

想到带有浓郁民俗风格的商品今年这么受欢迎。

记者逛了一圈儿后发现，凡是与“虎”元素沾边的商品

都格外走俏。营业员介绍说，“虎”与“福”发音相近，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老虎又象征着活力、勇敢，在“虎”元素商品

热卖的背后，是新春佳节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对传

统民俗文化的喜爱。

传统春节过出新时尚

虎年春节，家门口的一道道“大餐”，让在长春过年的

市民走亲访友之余，有了更多好去处。

省科技馆正月初三开馆，迎来1.4万余人次共度新

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假期里边玩边学边长见识。“中

国第一位获得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是王濛还是杨扬？”科

普大讲堂十分应景地把关于冬奥会的问题抛给现场的小

朋友们，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

过个科技感十足的春节，小朋友和家长们都兴奋极

了。梦幻剧场、4D影院、球幕影院等5座特效影院在春节

期间全面开放，“带孩子看了4D电影，效果很逼真，孩子很

喜欢。”程先生和妻子今年放弃回黑龙江老家过年，带着5

岁的孩子特意到省科技馆长长见识，对于这样的公益场所

能有如此贴心且高科技十足的影院，程先生一家三口赞不

绝口。除此之外，科普真人剧场、动手实践课堂、模拟飞行

等项目妙趣横生、寓教于乐，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正月初一当晚，位于长春国际汽车公园的长春汽车冰

雪嘉年华一派喜庆，“一起向未来·迎冬奥”主题千人广场

舞火热举行。阿姨们穿着喜庆，欢快起舞，游客们也情不

自禁地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平时工作忙没时间来逛，过年

了，吃完晚饭我们全家14口人一起来的，都是头一次看打

铁花。热热闹闹的，才有过年气氛！”市民张嵩涛兴奋地

说，没想到免票的汽车冰雪嘉年华还能安排这么多好看的

节目，“我今年45岁了，小时候盼过年，是为了吃点好的，穿

新衣服。现在吃的穿的平时就很富足，过年就盼个年味

儿，全家聚在一起乐呵一下！这么好看的烟花秀、灯光秀，

老百姓不用花钱就能看，多幸福啊！”

从正月初一到初五，长春汽车冰雪嘉年华除了此前的

灯光秀、冰滑梯、冰屋火锅等网红项目，还连续为市民奉献

了大型烟花秀、非遗打铁花、新春电音节，传统民俗与现代

节庆活动完美交融，如此新颖的年味儿让许多市民大呼过

瘾。

有人喜动，有人喜静。在各大电影院里，安安静静地

看一场贺岁片也成了很多市民过年的传统活动。“哎呀，你

看这电影院里哪有老人看电影啊！”很多年没进过电影院

的韩先生今年71岁，和老伴一起被女儿拉到长影电影院观

看《奇迹·笨小孩》。在他的印象中，到电影院看电影的都

是年轻人，自己起初颇有些不好意思，不太适应这种氛

围。可是随着影片中笑点迭出，韩先生和老伴看得还挺乐

呵。见这样的过年方式对老人来说“笑果”不错，女儿紧接

着又买了一场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狙击手》的票，这部抗美

援朝题材的影片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韩先生望着影厅里

不少花白头发的观众，念叨着：“大过年的，还真有不少岁

数大的人来看电影啊。”通过连看两部电影，他对看电影过

年的方式也有了新的认识。

不一样的“冬奥年”

这个春节假期，全省各地冰雪旅游项目玩法多样，打

造了全面的冰雪运动资源，深受游客的喜爱与称赞。

在松原，不管是市区公园街区绚丽多彩的冰灯、冰雕，

还是查干湖景区人气爆棚的冬捕、冬钓、雪爬犁、雪上马车

等等，都让八方来客玩得不亦乐乎。“系紧鞋带，套好防雪

鞋套，然后慢慢站起来，试着找好平衡再出发，初学的人最

好手臂也摆起来。”在松原市查干湖生态小镇的溜冰场上，

今年22岁的徐赋彬正教给几名四川游客溜冰技巧。小徐

就读于东北电力大学体育学院，因为家就在附近镇上，从

小喜爱溜冰滑雪，寒假假期就来到查干湖景区的冰雪游乐

园打工。“这两年冰雪运动在咱们东北发展得很好，来自天

南海北的游客都在这里相聚，就是过年这几天，我们这儿

都有很多游客来看冬捕、玩冰雪，体验冰天雪地的美好。”

小徐说，这儿附近不少民宿和饭店在节前就预订出去了，

正月初二就陆续有游客到了。“不管是滑雪运动还是冰上

娱乐项目都非常有魅力，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

在冰天雪地中穿梭，享受最纯粹的快乐。”小徐说。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开

幕，冰雪旅游消费也成为春节期间旅游市场的热门。这个

春节假期，探亲访友、都市休闲、冰雪游玩成为旅游主流，

自驾旅游、家庭出游、网上定制“纯玩团”等成为假日出游

的主流模式。

“今年春节高速公路上的车明显比往年多，尤其是初

二之后，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在珲乌高速一服务区停车场

入口处，穿着黄马甲的刘大哥正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驶进停

车位。“这几天来来往往的大多是省内牌子的车，都是出来

旅游、探亲的。自从咱们省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像这样一

家人出来自驾游或是几家人结伴旅游的不在少数。”刘大

哥说。

“和朋友一起旅游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儿。”四平市小

伙儿王立东这个春节假期约了几位大学同学一起来了个

省内自驾游。“我们正月初一早上出发，去了珲春吃朝鲜族

美食，去吉林看雾凇，在长春游冰雪新天地，到松原坐冰马

车看冬捕、滑雪地轮胎、玩雪上碰碰车、拉爬犁、抽冰猴、掷

冰壶，还在冰天雪地里跟很多人一起冬钓，尝到了鲜味十

足的铁锅炖鱼，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小王说，他们下一

站打算去长白山滑雪、泡温泉，再到附近村庄里包个小院，

或是住民宿感受当地特色，来一场沉浸式冰雪度假体验，

然后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向网友们展示东北的冬天有多

快乐。

欢欢喜喜过大年欢欢喜喜过大年
本报记者 吴茗 于悦 马贺 韩玉红 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