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繁盛地”遇见最美中国年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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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108年前，上海大世界诞生。
如今，大世界已是环人民广场

演艺大世界的一分子，这处申城文
化新地标，人称“欢乐繁盛地”。
乙巳新年将至，首个“世界非遗

版”春节就在路上。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当大量国内外游客已经或者
即将抵达，好客的上海将如何为客
人们呈现文化软实力，实现文旅商
体展融合发展？环人民广场演艺大
世界，最可管窥。
“小刀斩雪，开沪上新天，日月

有情怀赤子；大笔点春，歌人间盛
世，湖山无恙慰红巾。”这副楹联，出
自举办了20载的新春老西门楹联
大赛，脍炙人口。
在申城，如果要寻找一处古老、

富有诗人气质、极具文化认同感的城
市地标，那就应该是——老西门的上
海文庙。最近20年，在文庙，最富代
表性的文化活动，莫过于新春老西门
楹联大赛。迄今，征集新春楹联数万
副，数千人参与，他们分别来自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
以及美国加州、澳大利亚悉尼等地。
不同以往，今年的新春楹联大

赛走出500岁的老西门，走进108岁
的大世界，带来了最富历史传统的
“文化大餐”。

大世界，自1917年诞生伊始，
便成为上海的娱乐中心、远东第一
大游乐场，“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
海”——民谚曾风行坊间，繁盛可见
一斑。近年来，城市更新进程中，大
世界焕新，汇集了沉浸式音乐剧、悬
疑剧、推理剧、游戏剧、脱口秀、魔
术、杂技、沉浸式VR剧，非常年轻

态，非常国际范儿。
今年，因为“幸福万家”第二十

届 ·老西门春联大会预热快闪活动，
人们在欢乐繁盛地遇见最美中国
年。在这里，全球客人都可以试一试
“大笔点春”，品一品“赤子情怀”。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融入
一副副楹联，以联为媒，树魂立根，
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新年里，欢乐繁盛地，不只有

“文化大餐”，也有“开胃点心”。
黄河路21号，“杏花楼”三字，

沉郁稳重，磅礴大气。去年“十一”
前夕，173岁的中华老字号杏花楼
要见证一件大事——演艺大世界
ShowDinner项目正式启动。
众所周知，“演艺大世界”是上

海文化的金字招牌，更是以演艺品
牌为依托的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演艺
街区——26个专业场馆、80多个各

类演艺新空间，位于环人民广场1.5

平方公里核心区，是全国规模最大、
密度最高的剧场群。
上海市商务委统计显示，2024

年上海大型演出项目数量、观众人
次和票房收入明显上涨。截至
2024年11月底，总观众人次突破3

万的项目近20个，票房收入突破16

亿元，较2023年有明显增长。
“演艺大世界”以上海全市五分

之一的剧场数、三分之一的座位数，
贡献了二分之一的演出量，吸引了上
海市民和全国观众，甚至越来越多的
海外观众，拖着拉杆箱来看戏，跟着
演出来旅行，已是文化消费新趋势。
快节奏的生活，让不少观众在

赶往剧场欣赏演出前，常因时间紧
迫面临用餐难题。ShowDinner项
目应运而生。“演艺大世界”携手多
家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及外资品

牌，联合推出Show Dinner项目。
想想看，累了一天，赶在大戏开演
前，吃一顿特别的“开胃点心”，什么
感觉？两个字——惬意！
新春佳节，ShowDinner为观众

们带来的不只是就餐便利，更是文
化认同。那些远道而来的观众，风
尘仆仆，只为看场戏，迎接观众的，
是量身定制的特别套餐，美味、便
利、周到，是演艺大世界的待客之
道，更是上海的待客之道。

2025年，上海将大力提振消
费，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当人们为一个展、一场演出，奔赴一
座城，如何近悦远来，如何宾至如
归？一条路径是，从文化消费新趋
势中找到供给新方向，变流量为增
量，变软实力为硬实力——因此，在
欢乐繁盛地遇见最美中国年，格外
令人期待。

非遗民俗贺新春，

多元展演添年味，文旅

产品促消费……2025

蛇年春节，是申遗成功

后的首个春节，金山区

将以枫泾等六大古镇

（村）为重点，结合各镇

（村）特色，推出“金山古

镇过大年”特色文旅节

庆活动，涵盖36项重点

活动和6条旅游线路。

枫泾古镇将举办赏

年灯、看年戏、逛年集等

丰富活动，届时将邀请

非遗传承人在市集上展

现土布、黑陶、农民画等

非遗技艺，游客可以参

与制作中国结、版画、灯

笼，感受非遗文化的独

特魅力。

游客还可在东林寺

和亭林书院体验金山农

民画创作，画蛇添福，欢

喜过年。东林寺除夕迎

新祈福撞钟活动与千年

古镇花灯非遗交相辉

映，沉浸式感受传统文

化的多重魅力。

廊下山塘民俗体验

“妙趣横生”，赏非遗技

艺，做年俗手作，享民俗

乐趣，一起重拾过年的

仪式感。另外，百县百

品“惠”聚山塘、原乡大

集“逛吃逛吃”将汇集沪浙对口地区

的特色产品以及沪浙两地的原乡特

产，让游客足不出“沪”即可品尝来

自大江南北的独特年味。

金山嘴渔村将举办“月月市

集”，集结渔村和金山特色非遗体验

项目，游客可以亲手制作鱼挂饰、漂

漆灯笼等手工艺品，品尝地道的渔

村美食。

漕泾郊野公园则推

出了首个水上烟花秀、

非遗鱼灯和金山农民画

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

璀璨的烟火和精美的

鱼灯中感受浓浓的年

味。此外，公园还将举

办巳巳如意新春游园

会、打年糕、拍摄全家

福等传统民俗活动，让

游客在欢乐中迎接春

节的到来。

在金山区区级文化

场馆，3场春节文艺演

出、2场展览、2场读书

会等你来。张堰古镇以

“建筑可阅读”文明实践

阅读之旅为特色，游客

可以漫步于历史人文风

情馆、张堰公园等地，开

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

对话。此外，张堰古镇

还将举办电影盛宴、阅

读之约、文艺汇演等活

动，让游客在享受文化

大餐的同时，感受古镇

的深厚底蕴。

为促进消费，金山

区还推出一系列优惠活

动。市民游客在枫泾三

桥广场、爱情广场参与

游戏、打卡，有机会抽取

内含餐饮满减券的盲盒

福袋。2025山阳田园

年味节与金山农联会农产品展销会

相结合，推广特色农产品。在金山

嘴渔村指定海鲜饭店消费满额，可

享受马利艺术馆、中华本草体验馆

商品9折优惠。入住廊下民宿可享

活动或入住优惠，参与采摘、手工体

验有折扣，品尝美食可享打折或获

赠精美菜品。

本报记者 赵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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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泾古镇：赏年灯、看年戏、逛

年集（ 月  日— 月  日）

张堰古镇：“建筑可阅读”文明

实践阅读之旅、电影盛宴、阅读之

约、文艺汇演（ 月  日— 月4日）

亭林古镇：金山寻“画”、金山

“画”韵、节节糕制作体验、黑陶研学

体验（ 月  日— 月 日）

金山嘴渔村：“月月市集”（ 月

  日— 月  日）

廊下山塘：赏非遗技艺，做年俗

手作（ 月  日— 月 日）

漕泾郊野公园：水上烟花秀、

非遗鱼灯和金山农民画体验、巳

巳如意新年游园会（ 月   日— 

月 日）

活动信息概览

方翔“年味”进社区，文化浸润深
今日论语

   元享 道佳肴！虹口区广

中花园社区长者食堂推出的年夜

饭套餐，以四喜烤麸、八宝饭、咸草

鸡、水晶虾仁等地道上海本帮菜搭

配实惠价格，让社区居民瞬间感受

到浓厚的“年味”，让这份传统在餐

桌上得以延续。每一口菜肴，都是

对过往年味的传承，每一声赞叹，

都是对这份传承的肯定。

“年味”进社区，不仅是节日

的欢庆，更是文化的浸润。在  

分钟社区生活圈内，居民们既能

重温过年的温馨记忆，更能在日

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接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上周末，瑞金

二路街道思南居民区的一场活动

上，老字号设摊、书法爱好者挥毫

泼墨，春联、福字挂满弄堂，居民

们自由选取，共享新春的喜悦与

祝福。年味，就藏在这些接地气、

暖人心的活动中，是对生活诗意

的追求，对美好品质生活的向往。

乙巳新春将至，这是首个“非

遗”春节。浦东新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巳巳如意 趣享年

味”主题活动，通过剪纸、糖画、彩

绘等形式，让传统文化与年味在

社区中交织，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些“非遗”项目，是技艺的展示，

是年味的载体，它们承载着历史

的记忆，传递着文化的温度，让年

味在传承中更加醇厚。

这份年味，不仅仅是一种节日

的氛围，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

种对传统的坚守和传承。随着春

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街道和社区应

进一步精心策划，鼓励居民积极参

与年味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在传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让年味

活动既保留传统的韵味，又融入现

代的元素。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形式和内容，提高吸引力与参与

度，让年味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

桥梁，在传承中永远鲜活，让传统

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光彩。

区 区好事

徐家汇商圈春节氛围浓厚，年货消费市场也同

样兴旺。有着“沪上食品大王”之称的汇联商厦，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年货。山林大红肠、风鸡

风鹅，以及零食糕点等年货深受市民追捧。

据了解，春节前夕，“徐家汇年货节”已发放超5

万张消费券，首次覆盖商圈多家商超，其中商超券折

扣力度低至7折，餐饮券折扣力度低至6折。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红红火火 年货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