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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

节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
友情的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
假日的惬意；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
节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
聚、祝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群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
诉说着小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
进的祈愿和追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
桥的G1202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
边制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
关于月亮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
运段在多趟列车上举办庆中秋主题
活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节传统习
俗，让节日氛围感“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
站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
是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
着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

几天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
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1000
人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
补货。”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
用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馅的
月饼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
店，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
方特色，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
玫瑰奇亚籽、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月
饼，口感软糯，深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
精彩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族
独特的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米
水上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新
区礼嘉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粼的水
面上，“巨型月亮”灯光装置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
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合
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会让
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
火了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十
八星宿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
月、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很

多游客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以泛
舟在湖上赏月。

这 是 中 国 人 独 有 的 赏 月 浪
漫——

15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
“赏月航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
诵诗歌，月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我
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听着‘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立马有了回家团聚
的感觉。”李女士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
第12年执飞“赏月航班”。她说：“一轮
明月照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们一起
望月怀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
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
静寂千年。

今年6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
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又
一次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
作：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吨月壤或
可满足50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
制月壤砖……未来，在月球上建房子
也许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这 是 中 国 式 过 节 的 文 化 底
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
出，吟诗逛展……全国各地“花样”过
中秋，赓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
城，200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
中约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文
化。“中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
建筑精华，“北京文物”展现老北京胡
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万片羽毛、
800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明亚克
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凤舞九
天”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
声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
‘中国’，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生
和外国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秘的
川剧变脸、浑厚的川江号子、技艺考
究的盖碗茶，让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
已坐满了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点，
烟火气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
里登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
圳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总
队的第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奋战
十多天，不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
度过。“是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
坚持，让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
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
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
阳华容县，团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
备了十桌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
鱼、肉等主菜已经备好，就等大家
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
望大家在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
团洲乡敬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
重新粉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
换新。杨巧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
餐饭，就很幸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

用实际行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
村，室外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
所所长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
入户检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
穿棉服、戴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因
为用电问题影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
的生活蒸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
长明不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明月共此时 家国同奋进

新华社记者尹思源

又到一年中秋。自古以来，在中
秋月圆之夜，赏月、吃月饼寄托着中
华民族对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美好
向往。如今，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
活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语言、肤
色的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
食中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上月圆想
到人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浪漫情怀。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与
中国一样，亚洲多国也有庆祝中秋
的传统。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
在这天有吃松饼的习俗；日本把中
秋节称为“月见节”，吃团子、赏月
是当地的庆祝方式；越南将中秋节
和儿童节相融合，灯笼和玩具在这

天必不可少……就像月饼口味各
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姿多
彩的文化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变
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
来越多的人正在体验中秋习俗、感
受中华文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
斯坦商人布莱恩在天津参加文化交
流活动，第一次尝试亲手制作月
饼；来自俄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
河北任丘写书法、做月饼，学习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在河北北戴河，
76 名留学生一起聆听了嫦娥奔月
的古老传说……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乌尔博尔辛·奥潘诺瓦希望，回到哈
萨克斯坦后能向家人介绍中秋节的
故事。当这些外国友人回到本国，中
秋文化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倡
导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怀便随他

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

端午节一样，成为中华文化与各国
文化加速融合的“催化剂”。在德国柏
林，众多中华文化爱好者在中秋诗会
上体验投壶、扇面绘画、书法等文化
项目；在澳大利亚，一场中秋晚会吸
引了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华人参加；
在巴西、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地，丰富
多彩的庆祝活动也为当地增添了别
样风采……这些活动与当地地理人
文环境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幅独
特的中秋风情集锦画，或热烈奔放或
含蓄隽永的庆祝活动让传统中秋佳
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海共婵娟，中秋文化“出海”
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中秋文化中的“团圆”“美满”
“丰收”等美好愿景契合中国扩大高
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的美好意
愿。中华传统节日在全球掀起阵阵
热潮，为全球文化图景增色添彩，让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意涵日益
深入人心。正如伦敦威斯敏斯特市
市长罗伯特·里格比所说，华侨华人
群体为本地增添了“独特而美好的
视角和历史”，丰富了文化多样性，
而在中秋传统佳节期间，人们更能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秋
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饱含强大的精
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化交
流将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往，促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互学互鉴，
为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月满祝团圆 四海共婵娟

新华时评

9月17日，市民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赵家弄猜灯谜。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多彩假日。 新华社发（倪立芳摄）

新华社记者李晓婷 陈爱平 张 格

夜幕降临，重庆渝中十八梯传统
风貌区内游人如织。“白天主打室内游，
晚上再来爬坡上坎，作为‘不夜城’，重
庆的夜很有味道。”游客陈玉珏说。

这个中秋假期，记者走访重庆、上
海、湖南等地文旅市场发现，今年中秋
游多了一份“松弛感”，中式夜游、短途

“微度假”、文艺游成为游客热门选项。
郴江河畔，华灯璀璨，清逸婉转

的湘昆曲调自河上传来。在湖南郴州
苏仙区裕后街历史文化街区，来自湖
南省昆剧团的演员们乘坐花船巡游，
吸引市民游客争相拍照留念。

裕后街是秦汉时期湘粤古道的始
发地，至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月影

之下，古街别具风味。中秋假期，裕后
街举办历史文化节，推出皮影戏、非遗
文化市集、民俗演绎等系列活动。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更是把
夜游玩出新花样。15日晚，来自世界
各地的翼装飞行员们与身披“嫦娥”
轻纱的演艺人员一起在月色中带来
一场震撼演出。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
表示，各地结合时令节庆，在传统赏
月外拓展消费场景，带来多元化体
验，让中式夜游成为中秋假期文旅消
费热点。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近
一周国内古镇园林夜游相关搜索热
度环比上涨77%，夜间游船搜索热度
环比上涨42%。

今年中秋节，市内游及周边的

“微度假”广受欢迎。
9月 17日中秋节，上海市徐汇区

龙华广场举办“唐韵中秋”节庆活动，
京剧、沪剧、昆曲、评弹……现场演绎
曲艺界的“团圆盛会”。

上海市民徐竞和5岁的女儿穿上
汉服，在此观看表演，打卡拍照。她
说，城市商圈和街区举办丰富活动，
既能体验传统文化，又能方便地就
餐、聚会，是个好去处。

住在上海浦东的石明 17日一早
便和女友驾车直奔位于临港新片区的
滴水湖。环湖散步、游览上海天文馆、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欣赏演出……石
明将一日游安排得满满当当。台风过
境，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于中秋节当日
全面恢复运营，多个中外艺术团同台

竞演。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同省

酒店订单比例预计达到50%以上；预
订高铁出行的订单中，出游半径约为
361公里。

多样的文艺活动也给游客带来
更多好去处。重庆渝中区假期陆续推
出中秋节赏秋文化展、解读中秋诗作
活动、中秋优秀美术作品展等。一场
中秋音乐会在渝中区巴将军公园举
行，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精彩
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

“中秋来渝中，除了洪崖洞、解放
碑等景点，游客还有丰富的文体艺
活动可以选择，假期共上演各类营
业性演出 300余场次。”渝中区文化
旅游委副主任卢永军说，中秋假期
首日，渝中区接待游客 104.6 万人
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5.8%；旅游
综合收入 8.87亿元，按可比口径同
比增长6.4%。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中秋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月夜游 短途游 文艺游

新华社记者魏梦佳

“可否看看你们最先进的自动造
雪装备？”正值中秋假期，在北京首钢
园举办的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简称“服贸会”）体育服务专
题展区，一位参会企业人员正在意大
利天冰集团的展柜前咨询。

这场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盛会
16 日刚刚落幕，迎来 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体
育服务专题展上，来自中国、法国、
意大利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家品牌参展。上万平方米的展区
全面展示了国际体育赛事、冰雪运
动、新兴潮流体育等服务领域的最
新成果。

天冰是国际冰雪行业领军企业，
这是其连续第五年参加服贸会。会
上，天冰集团中国区市场总监沈玉梅
向与会者介绍了其核心产品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该企业研发的一款在
30摄氏度高温环境中也可造雪的产
品受到关注。

“我们是服贸会的老朋友了。往
年我们主要展出冰雪装备产品，今
年希望多介绍一些我们在可持续
发展、创新方面的理念和做法，比
如我们高科技的高温造雪产品。”
沈玉梅说。

她表示，服贸会是国内外参展商
加强合作、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多
年来，许多意大利企业在这里与中国
合作伙伴对接，让中国政府、企业界
人士及普通消费者加深了对意大利
企业和产品的了解。“这次过来，我们
也见了很多合作伙伴和新老朋友，大
家相谈甚欢。”她说。

对于中国冰雪市场，沈玉梅表示
“空间巨大”。她说，北京冬奥会带动
了中国的冰雪运动热潮。“这些年，中
国加强对冰雪运动的设施建设，许多
地方建了雪场和冰场，越来越多人爱
上滑冰、滑雪、打冰球等运动，冰雪旅
游也持续升温。”

北京冬奥会上，天冰的造雪机和
浇冰车完成赛事保障任务，受到多方
肯定。沈玉梅表示，冬奥会后，企业在
中国冰雪市场继续发力，还计划在中
国建成天冰全球第四大装备中心。

“未来，中国大型的专业滑雪场和冰
场都需要专业冰雪装备和咨询服务，
利用造雪机、滑雪机等设备及科技手

段体验冰雪运动魅力的需求仍在增
长，这些都是天冰未来要挖掘的市场
商机。”她说。

法国是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法
国“一带一路”促进会邀请了多家法
国企业参加服贸会。法国“一带一路”
促进会会长、法国 Wavelandes 公司
顾问陈泊锟用“非凡旅程”形容参会
感受。“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我们找
到了合作伙伴与资金，也得到了政府
和媒体更多的关注。”他说。

陈泊锟表示，国际合作交流对
推动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冲浪运动在中国蓬勃发
展，参与人数众多，在海南的万宁、
三亚后海都可以看到近千人冲浪的
景象。

“中法在冲浪领域的合作空间
非常广阔。”陈泊锟表示，法国“一
带一路”促进会正推动中法生态冲
浪公园在中国落地。同时，将针对
中国的冲浪初学者和教练开展冲
浪培训，每年派遣中国教练到法国
学习先进的冲浪教学理念。此外，
还计划与相关方合作，打造中国冲
浪赛事品牌，建立充满活力的冲浪
文化社区。

陈泊锟表示，目前，中国发展冲
浪运动的一大难点是缺少优质冲浪
点。未来，以新一代造浪技术为基
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冲浪公园将
代表冲浪运动的发展趋势。“未来可
能在中国很多省会城市都会出现生
态冲浪公园，让冲浪这项运动普及到
大众。”

“服贸会为我们分享信息与理念
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世界职业比
利与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表
示，斯诺克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中
国职业选手在斯诺克巡回赛中表现
出色，不少选手跻身世界顶尖行列，
每年都有新星崭露头角。多年来，协
会与中国台球协会紧密合作，努力推
广基层项目，加强运动员培养及教练
培训，这些举措让数百万中国人参
与、观看并享受这项运动。

“体育具有独特魅力，它能够
跨越一切界限与隔阂。我们满怀期
待，希望未来与中国继续加强合
作，让更多年轻人能参与到这一对
身心健康有显著益处的运动中
来。”弗格森说。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服贸会外国参会者眼中的中国体育产业

“空间巨大、潜力无限”

9月11日，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野外，赵仕伟带领
幼年丹顶鹤练习飞翔。

228国道盘绕着初秋的辽河三角洲，天气清爽宜人。脸色黝黑、身材瘦削、
52岁的赵仕伟拎着准备好的早餐打开鹤舍的大门，一群小丹顶鹤欢快地围过
来……

32年来，他扎根基层，痴心于野生动物保护和丹顶鹤繁殖、驯化、野化工
作，带领同事成功孵化了300余只丹顶鹤。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盘锦的滨海湿地则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
类迁徙通道中的重要停歇地、越冬地和繁殖地。赵仕伟和同事们早年监测发
现，由于生态环境破坏，途经辽河口迁徙的丹顶鹤种群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对
丹顶鹤进行人工繁育，成为赵仕伟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1993年，21岁的赵仕伟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盘锦赵圈河野生
动物保护站工作。

村民们听说当地来了第一个大学生，感到新奇。然而这个大学生“性格有
点内向”，白天忙着救护受伤的野鸟，在湿地周边巡护防止盗猎，晚上则点起蜡
烛读书。

1996年，经人工授精，保护站成功孵化了 3只小丹顶鹤。赵仕伟第一次经
历鹤卵孵化成鹤雏的整个过程，非常兴奋。“当时豁然开朗，觉得人生找到了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赵仕伟说。

今年，丹顶鹤繁育创下历史新高，通过人工+自然繁育相结合的方式，赵仕
伟和同事们共繁育雏鹤86只。

近三十年时间里，赵仕伟培养了很多徒弟，但孵化这个阶段，每隔两小时
就需要人工翻蛋、通风、测温、晾蛋等作业，他始终亲力亲为。“这个环节是最要
紧的一环，不能有一丁点纰漏。”大家都叫他“鹤爸爸”。

赵仕伟说：“我最大的心愿是鹤舍里不再有鹤，最好在我退休前，种鹤繁育
基地解散了。”

鹤舍里不再有鹤，意味着丹顶鹤最终回归大自然，自由翱翔在天际。种鹤
繁育基地“解散”，意味着丹顶鹤已经不再是濒危物种，能够依靠种群自身的繁
育能力自然繁育。

这些年，也有丹顶鹤经过野化训练被放飞后，再次飞回繁育基地。这让赵
仕伟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它们真的长大了，远走高飞后还能找到回家的
路。担心的是它们是不是本领还不够强，还不能完全适应野外的生活。”

“感情上肯定是舍不得，但理智上必须让它们离开。”赵仕伟斩钉截铁地
说：“大自然，才是丹顶鹤真正的家。”老赵向着苇塘更深处走去。

新华社记者钱 一摄

苇海深处的“鹤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