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

“真是太令人惊喜了！我完全没有
想到，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竟然还
能得到一张景区门票，黑龙江真的在

‘宠客’啊！”17日，在省文旅厅联合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的迎中秋“金秋龙江
盲盒寻宝”活动中，来自沈阳的游客王冰
雨通过参与砸冰块和寻盲盒等活动，幸
运地获得了一张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的门
票。“我们一家决定调整原定计划，把这
张门票作为小长假尾声的特别礼物，在
国庆节时再来黑龙江继续体验这里的壮
丽风光。”王冰雨兴奋地说道。

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经移动大数
据测算与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分析，
2024年中秋假日期间，全省共计接待游
客 701.6 万 人 次 ，同 比 2022 年 增 长
165.9%。游客旅游总花费为 36.95亿元，
同比2022年增长187.0%。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产品供给丰富

多样，秋日美景令人陶醉，惠民活动诚意
满满……中秋假期，我省多家景区游人
如织，旅游消费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
象。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日，以我
省为目的地的旅游订单对比端午增长
7%，周边旅游订单对比端午增长 7%，入
境游订单对比端午增长 34%，延续了夏
季避暑旅游的火热势头。

“真的没想到这里的演出这么精
彩！”在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欢乐
迎宾秀、光影沉浸式荧光壁画剧场活
动、熊小齐魔法森林、东北分雕“秃秃”
互动见面会、乌干达部落等活动在中
秋节期间轮番上演，令长春游客吴晓琴
一家惊喜不已。据景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景区在节日期间策划推出了多个互
动表演，为游客们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
的体验。

在伏尔加庄园，来自各地的游客们
或悠闲地散步，或驻足欣赏周围的美景，
孩子们则在草地上奔跑嬉戏，欢声笑语

充满了整个庄园。“爸爸，快给我和妈妈
拍张照吧！”来自北京的游客周微微兴奋
地指着不远处的俄式建筑，那里红白相
间的外墙在秋日的阳光下更显鲜艳夺
目。她的父亲则立刻从背包中取出相
机，调整好焦距，将这温馨时刻定格。记
者从景区了解到，为了满足游客们的期
待，景区在假日期间还增加了俄罗斯特
色歌舞的演出场次，上午和下午各一场，
让游客们能够更好地感受浓郁的欧陆风
情。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为期三
天的“月满冰城欢聚中秋”演出活动在
这里火热登场。台上台下合唱共鸣，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梦想
大舞台上，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与一
支支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冰城左右哥”
领衔的梦想大舞台演出团队、省歌舞剧
院演员、网络达人以及冰雪大舞台海选
出的才艺素人们，为市民游客共同献上
了亮点缤纷的精彩演出。据悉，在小长

假首日和第二日，每日都有近万名市民
游客在这里欢聚一堂，现场被火热欢腾
的氛围包围。

17日，携程发布 2024年中秋假期旅
游总结。总结显示，除了团聚之外，许多
家庭和朋友选择在中秋假期奔赴旅途，
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我省热门景区分
别是哈药六版画博物馆、东北虎林园、扎
龙生态旅游区、镜泊湖风景区、伏尔加庄
园。而哈尔滨热门景区分别是哈药六版
画博物馆、东北虎林园、伏尔加庄园、哈
尔滨融创乐园、帽儿山风景区，旅游订单
对比端午增长 7%，入境游订单对比端午
增长 24%。飞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
期，哈尔滨、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大
庆等是我省旅游热门城市，其中大兴安
岭酒店预订热度较 2019 年增长 124%。
今年中秋假期，乘坐火车游黑龙江的游
客占比近四成。北京、山东、辽宁、浙江、
上海等是中秋假期前往我省旅游的热门
客源地。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龙江假期人气十足

17日，走进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梦幻冰雪馆内，中秋主题
冰雕“玉兔望月”映入眼帘。“玉
兔望月”由一轮圆月、两只惟妙
惟肖的望月玉兔和一枚月饼组
成。圆月上雕刻着“月满冰
城”，月饼上刻有“花好月圆”。
整座冰雕取“天上圆月满，人间
庆团圆”之意。

本报记者 刘艳摄

17日，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笨熊乐园内，大人和孩子的欢声笑语响彻整个
乐园。 本报记者 刘艳摄

17日，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内，孩子们对
糖画、面人等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产生浓厚兴趣，守在摊位前久久
不愿离去。 本报记者 苏强摄

17日，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大剧院，伴随着天边逐渐淡去的晚霞，一轮明月升上夜空，洒下漫天清辉。 本报记者 张澍摄

17日，哈尔滨松花江上，一轮满月缓缓升起，将整个松花江“点亮”。站在公路大桥
下面观察，月亮从左侧开始爬升，越过左边的桥，悬挂在松花江公路大桥左右桥之间。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17日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摩天轮旁，一轮明月逐
渐升起，穿过朦胧的云朵逐渐“爬上”摩天轮的上方，一方
美景引人陶醉。 本报记者 张春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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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玮 王鹏 徐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凝聚亿万人民为新中国发展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愈走愈宽
广，为民族复兴积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民至上

2024 年 2 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再次登上舞
台。自1958年首演以来，这部北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
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黑暗与痛苦，暗示了
新世界对当时民众的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
展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
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
时代，文艺为人民，是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史》，唱着《我们走在
大路上》，心潮澎湃投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听
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凡的世界》，看着《渴望》，满怀
热情投入时代洪流；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江大河》、
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一个大国的气度与创造。

75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多层
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
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天云山传奇》《庐山

恋》，到《黄土地》《秋菊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湖》；从《许茂
和他的女儿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白鹿原》，到《繁花》

《人世间》《雪山大地》……文艺创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用一系列精品佳作回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博物馆21个。2023年末，全
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6个、博物馆6833个。我国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
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开，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9515亿元，文化服务业支撑作
用增强，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高质量文化
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在中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煌莫高窟的
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前的文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作品。

今年5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45周年。这些年，《丝路花雨》常演常新，将丝
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75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
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59

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保护成

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目前，我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较
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增加了20多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个，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与古为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的文创雪糕……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

“文创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
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广受关注，到《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

《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目创新出圈；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到支持各
地建设非遗工坊6700余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新创造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创造力、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3年5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人“长安复携手”。在赠送中亚国家元首的礼

品中，有一件“何尊”。透过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世界更加理解“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
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令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年至 2021年，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由 177亿美元增长至
1244亿美元。《琅琊榜》《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影视剧、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收获大量

“粉丝”，海外中文学习人数超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2亿……文以载
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立心铸魂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从2021年6月18日
开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万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时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展
板、一张张照片，记录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滋养着中华民族
心灵家园。

75年砥砺奋进，75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民、后三分之一人生用锄头造福人民的开国将军

甘祖昌，“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石油工人王进喜，“最高境界是爱
人民”的援藏干部孔繁森，用无私的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燃灯
校长”张桂梅……牺牲、奋斗、创造，从革命年代“取义成仁今日事”，到改革岁月“贫穷
不是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新中国的
英雄模范以实际行动诠释和光大中华民族品格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75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加
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立志气、强骨气、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
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对党长期践行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的
科学提炼，为中国精神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华大地落

地开花，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贯通

文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络

生态治理，“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耸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厉前行，新时代中国饱蘸历史笔墨，挥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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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