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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希望两国人民多走动、多交流，共同续
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

此前，美国艾奥瓦州友人贝隆、德沃切克、兰蒂、
前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夫妇、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前
主席奎因，以及该州参与“未来 5 年邀请 5 万名美国青
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访华的师生和家长代表等 58
人联名向习近平主席致新春贺卡。美方友人在贺卡中忆
及习近平主席 1985 年首次访问艾奥瓦州的情景，向习
近平主席致以蛇年新春祝福。师生和家长代表感谢习近
平主席提出“5 年 5 万”倡议，分享访华感受，期待再
次到访中国。

（上接第一版） 同时，国家好，民族好，家
庭才能好。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成真。广大家庭都要
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
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
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
做人的教育。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
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

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
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
和人民有用的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
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要
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要积极传播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

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
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文章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
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
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广大家
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

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严格要求亲属子
女，过好亲情关。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负起领
导责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
要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各方
面要满腔热情关心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家
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筹、
协调、指导、督促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春节，是中国人万家团圆的时刻。在全
球各地，无论是身处异国他乡的建设者，还
是离开祖国多年、传承数代的华侨华人，虽
经山海阻隔，岁月流转，每逢春节，他们都会
挂起一盏盏红灯笼，摆出热气腾腾的年夜
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庆祝佳节，传
递祝福。过年，成为华夏子孙维系情感、传
递价值、凝聚精神的纽带。

这个春节，参与建设马来西亚东海岸
铁路的中马两国员工一道，将红灯笼高高
挂起，期盼这份红彤彤的暖意能为乙巳蛇
年带来好运；中国第 15 批赴南苏丹 （瓦
乌） 维和部队举办“和平·友谊”庆新春
文艺晚会，与多国友人在维和工兵营院内
共同庆祝新春佳节。还有很多人在忙碌工
作中度过春节。在刚果（布），参与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刚果 （布） 国家四号路项

目的廖志康在除夕当天忙着项目安全排
查，他深知当地民众对这条路翘首以盼，
坚守岗位“不仅是责任，更是对项目的热
爱”。正月初二，中国援几内亚比绍农业技
术专家组前往奥约区曼班科村，为村民送
去上一季收获的水稻种子。曼班科村村长
奎巴·桑托斯·塞迪说：“正是一批批中国
农业专家的坚守，让我们这个偏远的村庄
也能种上优质的水稻，感谢你们。”

远赴他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的专家
组、肩负使命的维和官兵……对他们而
言，春节虽少了家乡的烟火气，却多了天
下一家的温度；虽少了亲人的陪伴，却多
了对家国更深的理解与热爱。这些在异乡
奋斗的身影，用行动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担
当作为。伊拉克艾哈代布油田生产管理部
主管哈迪·奥贝德说，“春节是中国人阖家

团圆的重要时刻，中国建设者却选择和我
们坚守一线，这令人钦佩”。

春节的文化基因，同样深深镌刻在华
侨华人的血脉里。虽然离开故土，甚至历
经数代，这份来自故土的文化印记依旧鲜
活。在美国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马来
西亚吉隆坡等地，每逢春节，唐人街的红
灯笼高高挂起，舞龙舞狮、庙会庆典热闹
非凡。随着“春节”申遗成功，乙巳蛇年
的庆祝氛围在全球华侨华人聚居地火热升
温。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鸡场街换上节日盛
装，街头高挂大红灯笼和“蛇年大吉”等
新春贺词，100 人共同舞动一对“马中友
谊瑞狮”；日本横滨中华街举办“春节
祭”，舞狮、京剧、变脸等传统艺术表演以
及节日游行、烟火会等活动陆续上演，规
模远超以往……

华侨华人春节庆祝活动的传承，助推春
节文化不断走向世界。在法国，“金蛇献瑞”
巴黎春节联欢晚会在巴黎莫加多剧院上演，
为旅法华侨华人带去家乡温暖，为法国民众
提供深入了解春节文化的窗口；在泰国，很
多餐厅在春节期间将中国佳肴与当地口味
相结合，酸辣虾汤就饺子，成为乙巳蛇年曼
谷街头的别样味道。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
余俊武说，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承
载者和传播者，随着祖国的繁荣强大，相信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跨越时间，春节是一种传承；跨越空
间，春节是一种连接。它让中国人的情感
彼此相连，让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而那些
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他们搭起桥梁，正
在传承文化的绚丽色彩，也在传递文明的
时代力量。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春节跨越时空 拉近远方与故乡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农历新
年，各类庆祝活动在世界各地上演。从“中
国年”到“世界年”，春节这一古老又长青
的节日，已成为世界瞩目的非遗瑰宝和共庆
共享的全球盛事，让各国民众感受中国文化
的深厚魅力，在他们心间播撒情感共鸣的种
子，拉紧文明互鉴的纽带，凝聚同心同行的
力量。

赏盛景——新春好彩头

世界的年味儿，是一抹抹“中国红”传
递的好彩头。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历史名城圣彼得
堡，人们在大年初一凌晨共同迎来一场特别
的新春庆典。“五！四！三！二！一！”随着
倒计时结束，横跨涅瓦河的冬宫桥在《春节
序曲》的悠扬旋律中徐徐开启。桥身灯光闪
亮的“中国红”映照在河面上，欢快的音符
在夜空中跳跃，给寒冷的冬夜带来浓浓暖意
和喜庆气息。

按照当地传统，涅瓦河上的多座桥梁只
在每年 4 月至 11 月通航季定时开合，以便
大型船只通航。“这是圣彼得堡首次为外国节
日开桥，特别献给我们的中国朋友。”圣彼得
堡市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耶夫说。

从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到英国伦敦巨型摩
天轮“伦敦眼”，从日本东京塔到意大利都
灵安托内利尖塔，从墨西哥索玛娅博物馆到
塞舌尔“小本钟”……多国地标性建筑纷纷
亮起“中国红”，映照出红红火火的年味儿。

连日来，世界各地舞台上，春节演出异
彩纷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200架
无人机点亮夜空，展现出“春”、蛇、大熊
猫、马来亚虎等图案；在法国巴黎莫加多剧
院，民乐演奏《金蛇狂舞》、中法青少年合
唱 《歌声与微笑》 让全场沉浸在喜庆氛围
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二胡与伊拉克传
统乐器在底格里斯河畔共奏美妙乐章；在意

大利海滨城市热那亚，当地音乐学院师生精
彩演绎《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中国
歌曲……

一岁一瑞兽。上新的各种蛇年邮票成就
“微缩版”的春节景观，方寸之间尽显妙
趣。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在纽约发行蛇年生肖
个性化邮票版张，票面上四条头尾相接的锦
绣花蛇寓意吉祥如意；斐济邮政与斐济中国
文化中心联合发行蛇年生肖邮票，其设计灵
感来自陕西一家博物馆收藏的镶嵌有蟠虺纹
图案的簋；白俄罗斯通信与信息化部和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推出 《东方历
法：蛇年》邮票，票面呈现生肖图案，还印
有中文“蛇”和白俄罗斯文“蛇年”字样。

“春节的色彩、声音和情感超越了语言
和地域的界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纽
带。”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盟
创始主席泽米尔·阿万说，“世界上越来越
多地方参与春节庆祝活动，这种全球性的热
情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享盛会——乘兴当尽兴

世界的年味儿，是在“天涯共此时”中
共享欢乐幸福。

春节之际，位于南半球的津巴布韦首都
哈拉雷正值盛夏。一支成立不久的津巴布韦
青年舞狮团以精彩首秀赢得热烈掌声。队员
们身着中国传统舞狮服装翻滚跳跃，汗水浸
湿衣襟。“我们了解到，在中国春节文化
中，舞狮有带来吉祥的寓意。这种表演让熟
悉狮子的津巴布韦观众感到十分新奇。”舞
狮团队长蒂查奥纳·齐穆托说。

春节前夕，荷兰海牙德厄伊特霍夫体育
中心一场职业冰球比赛中场休息期间，一红
一橙两只活灵活现的“狮子”在锣鼓声中闪
亮登场，参加表演的中荷两国少年还将蛇年
吉祥物抛向看台，为当地观众带来融合冬季
运动与春节文化的特别体验。

蛇舞新春，福满乾坤。相隔万里的人们
在春节时刻共同绘就一幅其乐融融、共情共
庆的画卷。

在埃及吉萨，“尼罗泛龙舟”春节主题
活动设置了龙舟拔河赛、龙舟竞速赛等环
节，让人们感悟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融；
在阿尔及利亚，“欢乐春节——中华文化进
校园”活动走进阿尔及尔第二大学，学生伊
萨姆说，在剪纸过程中体味到“宁静和谐的
东方哲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
心，中匈两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分别介绍苏
绣和马丘刺绣的历史传统与艺术特点，并指
导观众练习刺绣技法；在英国伦敦，曾在中
国生活多年的英国人理查德·霍利在“欢乐
春节——非遗雅集”活动上用毛笔写下

“福”和“蛇”两个汉字；在突尼斯首都突
尼斯市，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学编中国
结，拓印“福”字；在约旦费城大学，师生
们体验中国棋艺、茶艺，通过VR视频观赏
中国山河美景；在赞比亚少林寺文化中心，
人们排起长队，敲钟祈福……

四海欢庆，五洲同乐。中国的年味儿、
年俗走进世界各地，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共享
欢乐幸福。在巴格达，伊拉克工程师埃米
尔·迪耶和同事们在中国企业举行的春节庆
祝活动中一起写下“时时欢心”和“事事顺
心”的对联。他说，共贺新春“将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拢成一个和谐的大
家庭，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幸福感”。

抒盛情——同行向未来

世界的年味儿，是文明交融的温暖和
声。

蛇年生肖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祝福
“关键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新春致
辞中说：“蛇象征着智慧、坚韧和新生。在
当前全球所处的这个艰难时刻，让我们在这
些品性的指引下，重振致力于和平、平等和

正义的决心。”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
拉蒂诺斯在参加“福到联合国”新春庆祝活
动时说，蛇象征着智慧和谨慎，也代表着变
革与成长，“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蛇年所
体现的精神将为我们注入希望与正能量”。

透过春节之窗，世界沉浸式感受中华文
明的博大深邃，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承载的
和谐、包容、团结、共享等理念，从中汲取
智慧与力量。

在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盟
创始主席阿万眼中，春节蕴含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人们在欢迎春天和新一轮自
然周期的到来中，懂得尊重规律、善待万物的
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春节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庭节日。”白俄
罗斯白中友协副主席阿莉娜·格里什克维奇
说，春节注重家庭团圆，多姿多彩的传统节
庆活动体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样的精神
在当今时代非常珍贵。

“我看到越来越多肯尼亚人在日历上特
意标记‘中国年’。”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
文斯·阿德希尔说，春节传递出的共享和包
容精神感染着很多人。“我们一起分享节日
的喜悦，欣赏同台表演的非洲传统鼓乐和中
国风舞蹈，这样的体验太美妙了！”

塞内加尔通讯社社长莫马尔·迪翁格
说，中国不仅致力于保护传承自身传统文
化，还秉持开放精神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

“我尤其欣赏春节所体现的团结互助精神。
我最真诚的新春愿望是人们将彼此视为兄弟
姐妹，全人类生活在和平之中。”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春节，这一古老
又有活力、多彩而又温馨的文化符号，不断
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如约旦中国问题
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所说：“文化交流是
促进人类相互了解最有效、最有影响力的工
具，春节正是加深和推动相互了解的重要载
体和契机。”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金蛇献瑞 万象启新
——世界在春节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新华社记者 邱夏

2月2日，小朋友在山东省枣庄市
薛城区一景区与“财神”互动。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民间有“迎
财神”的习俗，多地举行特色民俗活
动，祈福贺新春。

新华社发（王龙飞 摄）

大年初五
招财纳福

春节长假期间，各地民俗活动红火热闹、非遗展演
精彩纷呈、节日装饰耀眼璀璨，人们欢天喜地闹新春。

2月1日，游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太广场赏灯。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2月1日，民间艺人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十八
里镇一景区表演气功喷火。新华社发（李新义 摄）

2月1日，游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湾里庙步行街
赏灯。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2月2日，民间艺人在河北省遵化市一景区为游
客表演。 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2月1日，在湖北省宣恩县城区拍摄的板凳龙巡
游。 新华社发（宋文 摄）

欢天喜地闹新春

2月1日，民间艺人在山西省运城市禹都公园表
演高跷走兽。 新华社发（闫鑫 摄）

2月1日，民间艺人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花田
美地景区表演打铁花。 新华社发（张建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