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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薄克国
石如宽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杨惠麟 史海莹

这个春节，“云演出”、“线上年俗”、
民宿体验等过年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为节日增
添了别样色彩。

当传统佳节搭上社会发展的快车，过年的
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如今的春节，不只是聚在
一起热热闹闹、买上众多的年货才有年味，而
是相隔再远也能“见屏如面”，独处异地也能
体味家乡年俗。各地公共文化场所相继开展线
上服务，云剧场、民俗直播、云书场、线上学
艺等“数字套餐”，让年味更广地传开来。

正月初四，青州古城的匠人们少有关门
者，这是他们展示技艺的绝好时机。阜财门古
街杨光铝艺店，一条条铝丝在杨光的巧手下弯
曲环绕，银光飞舞中编织成惟妙惟肖的铝艺凤
凰。店员将师傅的制作全程拍摄下来，剪辑成
短视频放到网上，让线上观众也能欣赏。

青州铝艺是青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
逢春节在青州古城都会有展演。今年，为丰富
节日期间的群众文旅生活，同时结合疫情防控
实际，青州准备了“非遗迎新春 致敬手艺
人”短视频线上展示活动。

古城人少了，欣赏老技艺的人却不少。
“我们围绕‘采年货’‘赶大集’等主题，由

青州能工巧匠、手艺达人等介绍各自的手工
艺品、特色文创产品等，并组织花毽、花边
大套、八角鼓等数十种传统手工艺项目开展
展示活动，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彰显年俗特
色，传承优秀民间文化。”青州市旅游发展
和景区管理委员会市场开发部部长范鹏说。

如果你是胶东人，同样有精彩的“文化云
餐”等你品。轻触手机屏，切换到“青岛群星云
书场”，“彩云朵朵·贺新春”系列线上文化活
动的青岛市群文工作者之一的刘宗琦身着长
袍马褂，现身即墨古城。他手拿快板，说相声，
套评书，边走边讲，细说春节的民风民俗。2月
11日，青岛市文化馆录制出“我们的节日·春
节———‘大奇说民俗’之话说春节”节目，投放
到网上，虽然时长只有5分钟，却前后花了5天
时间。“这个节目历经写稿、审稿、联系场地拍
摄、后期剪辑制作等环节，可谓‘线上五分钟，
线下五天功’。但想到能为市民送上欢乐，依
然感觉很值得。”刘宗琦说。

不再频繁忙碌演出，文艺工作者们也没
闲着。他们静下心来，创作出一批主题鲜
明、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文化作品。

“群众公益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包
括声乐、舞蹈、绘画、书法等，就像一朵朵
彩云。”青岛市文化馆馆长陆玲介绍说，春
节期间，市文化馆和10个区（市）文化馆的
同仁们，根据各自区域特点和市民爱好，将

“朵朵彩云”通过网络分享给每一位市民，
把优质公共服务和文化资源配送到基层。

陆玲认为，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下，线下
演出虽然按下“暂停键”，但是“居家抗‘疫’”
的群众对文化需求呈现几何式增长，这也为
数字文化馆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推进、提升、
提速、提质的良好机遇，“消费者对数字文化
服务的需求量在增大，服务质量要求在提高，
不仅要求好看，还要参与、互动。”

“妈，您看看淄博的年味如何？我在这
边好着呢，放心吧！”2月11日正值除夕，
晚上11点半，在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
村叮咚小院民宿内，潘英正拿着手机与家人
视频通话。她走出屋子，让家人看了一圈红
红火火的喜庆景致。

大学毕业后，潘英从贵州黔西老家来到
淄博工作。在今年“就地过年”的防疫号召下，
潘英早早预定好了淄博当地的一家民宿。

大年三十的民宿小院，从上午11点就开
始热闹起来。民宿还为顾客准备了软枣、柿
饼、香椿芽等土特产作为礼物，并布置了灯笼
等烘托节日气氛的小物件。“除夕晚上，前来
体验的房客不少，我们互道平安，一起贴春
联、包水饺、放烟花、看晚会，大家其乐融融，
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潘英说，虽然无法回
家过年，不过留在山东的这个春节很值得纪
念。

年俗、艺术在指尖流淌，数字文化服务需求量激增———

有年味的“文化云餐”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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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孟 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陈曙光

“孔府遗风皆博爱，曲阜有情尽文明。上
联讲孔子以仁爱之心传家，下联说‘小家有情
大家安’，千百年来流传的孔氏家风浸润，处
处干干净净、人人彬彬有礼。对联内容看上去
浅显易懂，却把‘家’‘国’间的联系讲了个
透彻，很符合新年的气氛。”春节期间，全国
文明家庭、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绍一家三代
早早地来到了孔府，他们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
务：为孔府重光门张贴楹联和门神，并为往来
游客讲述他们的家风故事。

贴春联、请门神，是孔府年俗里的“重头
戏”，每年会由文物单位的工作人员悉心完
成，今年有了新变化。

“清朝中期，我的高祖孔宪珍亲拟家训，
写入楹联、传留至今，主要突出忠厚、勤俭、
读书等。新形势下，我也拟定了我们小家的家
训，提醒家人要传续文化香火、涵养时代正

气……”在重光门前，孔令绍饶有兴致地讲
述着自家的故事，驻足的游客不仅听得入
心，还不停拿出手机拍摄记录。

在现场，来自济南的游客王林超颇有感
触：“原来觉得贴春联只是为来年讨好彩头，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深意。听了三代人的
对话，想把孔府所有的楹联仔细看上一遍。”

作为全省首个5G网络全覆盖的景区，
春节期间“三孔”不仅实现了手机端的“数
字云游”，还积极寻求具有互动性的网络活
动策划。景区与抖音联合面向全球华人推出
“激活你的年味记忆”孔府红联网络征集活
动，投稿者络绎不绝，在网上掀起一股“写
对子”的热潮。网友“大果子”说，为了写
一副对仗工整又充满潮感的对联，翻了两遍
《论语》一遍《大学》。

2月14日，大年初三，记者来到尼山圣
境景区，游客们戴着口罩，经体温测量和健
康码查验后秩序井然地进入景区，女士和孩
子们换上景区准备好的汉服，打起油纸伞

“穿越”回那个儒风雅韵的年代。景区推出
的搭起弓来学射礼、挽起裤腿习蹴鞠，以及
大学堂内安安静静地抄《论语》和红红火火
的灯谜会等活动，让传统文化实实在在地动
了起来。

而在与尼山圣境、孔子研究院并称为
“新三孔”的孔子博物馆，春节期间也有丰
富的社教体验。2月14日，孔子博物馆的一
群小游客正在体验中心围桌而坐，导学老师
一方面结合孩子们刚参观过的铜匜文物讲历
史，另一方面与当下的疫情防控联系起来，
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卫生教育课。

记者采访发现，曲阜春节文化旅游以周
边游客为主，各景区做好了防控准备。曲阜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韩凤举介绍，他们督
促文旅经营单位加强了人员健康监测和管
理，并做好了经营场所的通风换气和清洁消
毒、人流控制等工作，景区游客接待量均未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郝鑫城 报道
今年春节假期，不少人选

择走进博物馆，感受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2月16日，一位游
客在山东博物馆投影屏幕前欣
赏传统服饰图案。

□ 本报记者 卢昱

“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好回家。”家在心中，路在脚
下，初六是很多人离乡的日子。

别易会难，古今所重。古时候，人们对出门持谨慎态度，在
出行时日的选择上有细致的规定，具体到每月每日。相对于古时
复杂、严苛的出行时间表，今人能够以相对科学的态度对待出
行，但出行的风俗、观念却没有消失。在诸多过年出行的民俗文
化中，尤以“上车饺子，下车面”为最。在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地
区，人们将对亲人的期盼与祝福寄托于饮食之中。饺子包好后，
齐整整凑在高粱秆编的圆盖帘上，象征团聚，送行吃饺子意味着
盼望下次团圆；而吃面，则象征着“长”和“常”，有感情长远
缠绵之意。

无论选择是饺子还是面，皆有其合理性。出门在外难，想吃
一顿家里包的饺子更难。送行前，时间相对充裕，一家人齐动手
炒上满桌菜，以饺子压轴，给游子温暖的慰藉。归家的人，舟车
劳顿，一碗汤面，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快捷。第一时间，一碗汤
面最贴心。

不同节日仿佛数把钥匙，调剂着大家的生活，解开工作、生
活中挂着的心锁。哪怕端着一盘初六的饺子，大家还是盼着节日
来得快一些，走得慢一些……

“三六九，往外走”，今天是很多人

离乡的日子

大年初六：家在心中，路在脚下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大年初一，票房17 . 28亿元，创下我国影
史单日票房、观影人次新纪录，并刷新全球单
一市场单日票房纪录，同时将2019年2月5日
（猪年大年初一）保持的原纪录14 . 58亿元大
幅提升了18 . 5%。

大年初二，票房13 . 6亿元；大年初三，票
房14 . 6亿元；大年初四，票房11 . 8亿元，内地
影史首次实现票房连续4天破10亿元。从当日
排片情况看，初五破10亿基本确定。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没有春
节档。2019年的春节档，7天票房59 . 05亿元，
在当时创下纪录。两年前的纪录，被今年的春
节档仅用5天多的时间超过。初一到初四，共
出票房57 . 28亿元。到2月16日（大年初五）17
时，春节档电影票房达到了66亿元人民币，创
下了影史新纪录。

缺席一年后回归的春节档，在《唐人街
探案3》（以下简称《唐探3》）《你好，李
焕英》《刺杀小说家》等7部新片的加持下
势头高昂。山东新世纪电影院线济南泉城路
店经理李言鲁认为，好影片催生好票房、
“就地过年”等，是成就最强春节档的主要
因素。

“对本影城来说，在疫情防控要求75%
限座的情况下，大年初一的电影票早早就预
售一空。”李言鲁说，新世纪泉城路店初一
排映场次80余场，观影人次4500余人，一票
难求。

今年春节档的影片中，《唐探3》前三
天都是单日票房冠军。其中，大年初一，
《唐探3》劲收票房10 . 40亿元，将《复仇者
联盟4》保持的内地市场首日票房纪录7 . 28
亿元提升了43 . 0%，成为影史首部单日破10
亿元的影片，打破了单一市场单片单日票房

的全球纪录。
在单日票房实现三连冠后，大年初四，

《唐探3》被《你好，李焕英》以单日5 . 38
亿元反超。继《捉妖记2》和《唐探3》后，
贾玲自导自演的《你好，李焕英》成为国产
影史第三部单日票房破5亿元的电影。截至
16日17时，该片票房已突破20亿元。

因疫情防控要求，加之影片时长普遍较
长，今年春节档全国排映场次较2019年同期
每天要少约5万场以上。尽管如此，票房依
然屡创新高，这主要得益于更高的上座率。

2021年春节档的火爆，为全年电影市场
注入了强大动力。16日10时前后，今年内地
票房达到了100亿元，其中春节档贡献了超
过60亿元。“今年主旋律影片将成为市场主
流，同时类型片的势头依旧强劲，科幻片、
喜剧片、动画片、悬疑片、体育片都将在今
年迎来值得期待的作品。”李言鲁说。

最“牛”电影春节档诞生了

文化旅游地标绽放“新年味”

□ 本报记者 李媛

“我是摇滚奶奶徐小哥，我是小凯，在这
里给老铁们拜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
大波红包和福利，快来参加吧。”2月14日，
大年初三上午十点，23岁的李凯和65岁的“摇
滚奶奶”徐素琴已经回到青岛新都心直播电商
基地的工作间准时开播。

简单介绍完直播的福利活动和产品后，徐
素琴以一首《小薇》掀开了本场直播的暖场环
节，直播间的粉丝们听到“摇滚奶奶”一展歌
喉纷纷点赞。气氛被带动起来后，直播经验丰
富的李凯抓住时机开始了第一轮带货商品展
示。

一老一少你一句我一句配合默契，两个小
时的直播共吸引了800多名粉丝观看，商品订
单将近50份。中午在休息间匆匆吃了盒饭后，
两个人又马不停蹄开始了宣传视频的拍摄。紧
接着下午六点，第二场直播又开始了。晚上九
点多，李凯和徐素琴才收工。

“直播就是我们的工作，作为主播我们不
能停播太久，那样会让粉丝们失望，也会给公
司带来损失。”李凯说，因为疫情今年很多人
选择就地过年，出门的少了在家上网休闲娱乐
的时间多了，他们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早点开
播，通过策划活动回馈粉丝，同时也进一步提
升自己的人气。

都说直播行业是年轻人创业的天堂，65岁
的徐素琴偏不服输，她始终认为任何事勤能
补拙。“一开始我唱摇滚大家也是接受不
了，都觉得我不行，坚持下来我做出成绩了
也就被认可了。”徐素琴说，刚开始直播时
自己面对镜头也会觉得尴尬，除了打个招呼
唱唱歌不知道该怎么和观众互动交流，更不
会带货销售。

好在有李凯帮助她。不知道产品的特色，
李凯就带着徐素琴一条条地背；不会语言表
达，李凯就一句句地教，两个人也在慢慢地合
作交流中跨越了年龄鸿沟，成了忘年交。直播室的人气，也在两
个人的不断努力下慢慢上涨，不到一年时间粉丝数量从几百个增
长到近万个。

“李凯已经是我们基地的顶梁柱了。本来他自己有直播任
务，因为我们跟其他公司合作搞了个‘家有一老’的老年直播达
人培育，就让李凯来带一下徐奶奶，没想到他们这个老少创新组
合很受欢迎。”青岛新都心直播电商基地运营负责人李莎介绍
说，从去年6月份基地开业到目前已吸引80多名本地主播进驻，
带货商品涉及食品、酒水、服装等7个品类300多件商品，正在培
育主播孵化、直播间运营、电商人才培育等全流程生态链，下一
步希望在徐素琴老人的带动下挖掘更多老年直播达人来丰富直播
团队拓展直播方式，打造更有影响力的直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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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小牛”的春晚奇妙旅程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传统的红色基调，浓浓的文化韵味，环绕式的舞台打造，配
合2021个小牛形象，伴随音乐欢舞跳动……2月11日，在央视春
晚现场《牛起来》节目中，刘德华通过云录制，与王一博、关晓
彤、牛形机器人“墨小牛”现场互动，现场主视觉是一头来自青
岛即墨的升级版“墨小牛”。

而在央视春晚首次电商联动节目“春晚GO青春”现场，王
一博、关晓彤现场带货卡通版“墨小牛”。几天前央视播出的
《东南西北贺新春》中，“墨小牛”也成为贺岁节目里处处可见
的吉祥物。实现央视“三联登”的“墨小牛”缘何成为牛年开年
第一个爆款？

即墨将当地的非遗手工，与即墨现在大力发展的飞行科技相
结合，最终打造出一个脚踏祥云，身披火纹的飞天牛形象。“墨
小牛”腰间别了一个“墨”字，造型也由“墨”字演化而来，透
着牛气冲天的精气神儿，又有着传统文化的韵味，科技动感更是
十足。

据介绍，青岛市即墨区推送的创意表演《牛起来》节目，经
历了春晚五次联排，在春晚现场装饰了三百多只“墨小牛”；央
视春晚现场还有一只超大号“墨小牛”，有五米高、四米半宽、
五六米长，为了让这只牛进入现场，央视把演播大厅的门都拆
了。

随着央视牛年春晚、央视《东南西北贺新春》节目在春节期
间的持续重播，即墨“墨小牛”、即墨老酒、即墨柳腔、田横花
馍等富有文化特色的符号高频度出现在央视各大平台上，并通过
短视频、新媒体等渠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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