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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春节，在江苏南京的秦淮河畔，

各式新春活动、传统美食纷纷上新，带来

热闹喜庆的中国年味。来自西班牙、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的青年学生们趁着寒假，

走进古都金陵的老城南，体验丰富多元的

春节文化。

Fernando 和 Marina，目前在南京工

业大学攻读研究生，这两位西班牙留学

生是第一次走进南京老城南。而 Mark 和

Irina，则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是东南大学的研三学生。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眼睛和镜头，让

更多人了解中国春节的无穷魅力。”带上

手机和相机，这些外国年轻人兴致勃勃地

出发了……

每一份“年味”里都藏着祝福

糯米元宵里有一份团团圆圆的心愿，

梅花糕带来春天的温暖和甜蜜，大肉面

预示着红红火火……对于老外来说，每

尝一口美味的南京“年味”都会收获一

份美好的祝福。“嘴里吃得好，心里也暖

暖的，好像被双重‘多巴胺’包围的感

觉。”Fernando 笑道。

王顺英阿姨是“金陵老太叠元宵”的

老板娘，“这叠元宵是南京地区的传统做

法：六种配料做的馅蘸上水，一层层滚上

糯米粉，最后成型，我们家祖祖辈辈这样

做。”

据王阿姨介绍，“元宵馅里有八月的

桂花糖、现炒现磨的黑芝麻……都是精心

挑选的，很多老顾客过年就要吃这个味

儿。”

“元宵的皮很软糯，咬开就流出香香

甜甜的馅，太好吃了！”Marina 连吃了几

个元宵，感叹道。

本身就很喜欢画画的 Irina 被中国的麦

芽糖画吸引住了，“老板可以用融化的麦

芽糖迅速画出一条线条复杂、栩栩如生的

飞龙，这就是艺术。”

“更有意思的是，要想得到这条甜

甜的‘龙’，还必须先玩一个转盘的游

戏，只有转到‘龙’，才能让老板画一条

‘龙’。”Mark 看到糖画摊子前围满的孩

子们，也忍不住玩了几回，“转到‘龙’

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欢呼，特别开心。”

口感丰富的梅花糕、令人食指大动的

大肉面……“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

过年就是逛吃逛吃……现在我明白她的意

思了。”Irina 笑着说。

“过年了”点一盏秦淮的灯

“过年不到夫子庙看灯，等于没过年；

到夫子庙不买灯，等于没过好年。”听到

中国同学的介绍，Fernando 和 Marina 决定

去一探夫子庙秦淮灯彩的“前世今生”。

“每年的主打灯彩，会跟着生肖的变

化而变化，但传统的秦淮荷花灯总是最受

欢迎。”秦淮灯会省级非遗传承人陆敏指

点着两位外国青年如何制作最简单的荷花

灯。“这门传统手艺还是很讲究的，我需

要花两天才能完成一盏这样的荷花灯。”

不过，对于 Marina 来说，看着精致的

“荷花”在手指间渐渐“绽放”，反而让

自己有了一份独特的体验。

秦淮的灯除了精致，更是气势磅礴、

绚丽多姿的。有着“天下第一灯会”美誉

的秦淮灯会，每年都翻出新花样让游客们

大开眼界。

站在夫子庙老门东的明城墙前，Mark

远远就能听见有节奏的鼓声传来，闪着金

光的长龙随着舞龙师傅的脚步，在人潮中

跃起、落下，一路朝着城墙下的巨大龙灯

飞奔而来。

“舞龙看起来很轻松潇洒，其实是个

技术活。”Mark 跟着舞龙师傅学了半天，

才勉强学会几招舞龙头的动作，“但舞龙

太让人兴奋了，随着鼓点起舞真能感受到

龙的气势。”

穿上传统服饰去夫子庙大成殿看灯

会，让 Irina 和 Mark 一下子“穿越”到中

国的古代。

硕大的龙灯、牡丹花灯、仙鹤灯处处

可见……尤其是今年新推出的“虚拟数字

技术 + 传统灯彩”，让游客可以在手机屏

幕上看到瑞兽、祥云在灯会上空“出现”。

“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世

界。”Irina 感叹，“在这里拍的照片和视频，

我要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们看看，中国

的春节就是这么好看好玩。”

“我在朋友圈分享了舞龙视频，已经

有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时候还会有舞龙？

他们也很感兴趣。”Mark 说。

                                                       张传明

外国青年在古都金陵遇见传统中国年

联系电话 ：0086 － 25 － 83304121长三角迎春节长假返程客流高峰
      2 月 17 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长

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

长三角铁路 2 月 17 日发送旅客 266 万人

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 568 趟，

对 191 趟动车组列车进行重联编组，在大

客流环境下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春运以来，截至 2 月 16 日，长三角

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 5240 余万人次，日

均发送旅客超 238 万人次；其中节前 15

天发送旅客超 3770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

客 250 万人次以上；春节假期已发送旅客

1460 余万人次，日均发送近 210 万人次。

节前、节中客流较 2019 年同期增幅明显。

　   空路方面，据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运行

指挥中心预计，17 日，机场将保障进出港

客运航班 668 架次，运送旅客 10 万人次

左右；10 日至 17 日，机场执行客运航班

超 5000 架次，运送旅客约 78 万人次。

　　记者 2 月 17 日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10 日至 17 日，预计江苏省公路、

水路共发送旅客 7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4%；其中预计公路发送旅客约 650 万

人次，水路发送旅客约 50 万人次。

　　10 日至 17 日，江苏省高速公路路网

流量大幅增长，预计创历年春节新高。春

节期间，受春节假期免收小客车通行费时

长增加 ( 免费时段为 9 日至 17 日 )、天气

晴好等因素影响，公众出行需求特别是旅

游出行、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预计，10 日至 17 日，

该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达 346.11 万辆

次 / 日，有望创下历年春节流量新高，同

比增长 30.91%；预计该省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日均断面交通流量为 12116 辆 / 日，同

比增长 19.9%。                               朱晓颖

      2月15日，江苏南京，游客们涌进城南夫子庙景区，观赏秦淮河两岸风光，感受明清

科举文化。据南京智慧旅游大数据运行监测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前五

日，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量达 1043.9 万人次。图为游客们排队乘坐游船。           泱波 摄

春节假期 
古城南京旅游市场火爆

江苏盐都：百米长龙舞起来 
万人空巷看踩街

       大年初二，在“龙舞之乡”江苏盐城

市盐都区，百米长的舞龙队开道，威风锣

鼓、跑旱驴、荡湖船、打莲湘、踩高跷、

舞狮等各式民间绝活纷纷登场，在潘黄街

道 2 公里长的腾飞路上巡演，给市民和游

客送上新春的祝福。

　     当天，“‘盐’之有味 ‘都’来过年”——

2024 滋味盐城过大年·盐都区民俗踩街活

动在“渎上·老西门”举行，周边县市区

及长三角地区的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

里下河水乡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设有“龙腾盛世贺新春”“花开

盐都绘新春”“民俗荟萃赞新春”“丰瑞

盐都庆新春”“锣鼓喧天闹新春”5 个单元。

40 支踩街队伍全部来自盐都区各镇 ( 区、

街道 )。民间艺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将舞龙、

舞狮、荡湖船、打莲湘、踩高跷等盐都特

有的非遗民俗一一呈现给观众。

　     盐都舞龙是流传于盐城一带的典型

的民族民间舞蹈表演艺术，是春节、中秋

等重大节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文化活

动。作为龙年春节的重头节目，各式龙舞

汇聚一堂，只见巨龙翻飞，舞姿优美，伴

着威武、强烈的锣鼓声，充满了浓厚的水

乡风情。

　    壮观的百米长龙由数十人舞动，从“蛟

龙出海”“长龙摆尾”到“金龙盘旋”“祥

龙戏珠”，舞龙者配合默契，呼应自如，

通过扭、挥、仰、摇等多种姿势，将人与龙、

龙与音乐完美结合，展现出祥和喜庆的瑞

气和充满生机活力的情趣。“看了特色舞

龙表演，让我更加感受到龙年的朝气蓬勃，

非常开心。”市民赵女士说。

　    除传统的踩街巡演，途中还设置了民

俗集中表演区，将里下河文化元素融入新

春龙年。盐城市淮剧团民乐队伍演员身穿

汉服，用古筝、琵琶等民族器乐演奏《好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曲调柔美，抒情婉转，

向人们展示了盛世花开、百花迎春的绚丽

场景。                                     顾名筛 谷华

      2月17日，江苏南京，旅客在火车站出行。当日是正月初八，是中国龙年春节假期最

后一天。来自2024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10日至17日（农历正月

初一至初八），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累计23.11亿人次。                  泱波 摄

春节假期中国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预计超 23 亿人次

      2月15日，春节假期，江苏南京夫子庙彩灯璀璨，吸引民众前往观赏。            泱波 摄

南京彩灯璀璨引客来

江苏滨海：“棚”勃发展的
现代农业

　   初春时节，户外依旧寒冷，但江苏滨

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一座座温室设施大

棚内，却暖意融融，株株绿苗伸展嫩叶，

各类蔬菜绿意盎然，工人们忙得不亦乐乎，

奏响新春致富曲。

　   苗乐农业玻璃温室大棚内，一排排育

苗盘摆放整齐，绿苗长势喜人。“这个季

节主要培育西瓜苗以及西兰花等蔬菜苗。”

苗乐农业负责人苗沛介绍，现在是培育西

瓜苗的关键时期，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

放假。

　　今年 42 岁的苗沛从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相关工作，

2022 年他来到滨海创办苗乐农业，专门从

事蔬菜种子研发、种苗繁育、农资销售、

农业技术服务等。

       几十幢大棚整齐排列，施肥、浇水、

温度、湿度等全部由全自动系统直接控

制。“育苗基地现有育苗玻璃温室 2 座约

11690 平方米，综合播种车间 2430 平方米，

日光温室 54 座约 80000 平方米。”苗沛说，

育苗基地完全实现工厂化育苗，每年销售

各类种苗 1.2 亿株左右，营业收入 6000 万

元（人民币，下同）。

      在苗乐农业的综合播种车间，几十名

工人正忙着把一颗颗西瓜种子放入育苗盘

中，不到一分钟时间，50 颗西瓜种子就被

放入育苗盘中。这里的 2 套流水线播种机

同时开工，一天可以播种约 2 万盘。

　　51 岁的张美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播

种工，她家里的几亩地都流转给产业园，

自己在育苗基地打工，一个月能拿到 3000

多元工资。

　　由于现在是育苗期，苗沛的育苗基地

用工需求很大，接纳了附近以及周边乡镇

的农户近 100 人，每人每天 100 元，主要

从事播种等基础农活。“家门口上班，来

回方便，有事随时可以回去。”苗沛说，

每个工人在这里一年都能拿到 3 万多元工

资。

　　播种、催芽、杀菌、杀虫……经过 40

多天的培育，一颗颗种子将变成绿油油的

新苗，从苗乐育苗基地发送给全国各地的

种植大户。

　　在距离苗乐育苗基地不远的瑞杰智能

设施蔬菜基地，大棚内生长的番茄在春节

期间热销，工人们正加紧采摘装箱，发往

全国各地的超市。

　   瑞杰智能设施蔬菜基地负责人邵长磊

介绍，该基地占地面积 1500 亩，新建约

52 万平方米的五种棚型温室发展设施农

业，以种植贝贝小南瓜为主，通过规模化

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销售，打造江

苏省小南瓜优势产区。现在这个季节主要

种植番茄、黄瓜等水果和蔬菜。

　　该基地采用外遮阳、内保温、通风和

水肥一体系统，同时配套数据中心、加工

中心、农作物综合处理中心等。邵长磊说，

得益于科学种植和管理，各类蔬菜口感都

非常好，订单不愁，很多客户都是自己开

车上门拉货。现在基地每亩年均利润不低

于 1 万元。

　　据介绍，该基地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

联盟，整合劳动力资源，优先吸纳本地有

劳力的低收入农户，提供 200 个常年用工

岗位，年工资性支出近 300 万元。     谷华

甲辰龙年  江苏首趟跨里海
中亚班列开行

       2 月 10 日正值农历大年初一，100 标

箱满载着生活日化、机械设备的中亚班列

从南京尧化门站开出，这是甲辰龙年江苏

开行的首趟跨里海中亚班列，也意味着南

京中欧班列接通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

　　此趟中亚班列运行线路为从新疆霍尔

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到阿克套

港下海后，跨越里海，最终到达阿塞拜疆

首都巴库，全程运输时间预计为 25 天左右。

　　为做好此次班列的开行，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铁路物流中心开通

绿色通道，实行承运、装车、挂运“三优先”，

从需求申报、空车配送等各个环节保证列

车的顺利开行。

　　此次中亚班列的开行，为江苏及南京

周边企业货物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输，

节省了物流和仓储成本，为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谢田 徐珊珊

      2月12日，江苏省启东市，黄海浅滩上现“潮汐树”。“潮汐树”是由潮汐涨落对滩

涂反复冲刷形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壮美景观。（无人机照片）           泱波 摄

江苏启东海滩壮美“潮汐树”
呈现大自然“鬼斧神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