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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没看到了！”“我们提

前一个小时就来‘抢’位子了”“还

好来得早占到了好位置，虽然很

冷，也得全部看完才能走！”……

昨天下午，短短一条苏家屯路上，

两侧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市民

群众，人们扶老携幼，穿着雨衣，

打着雨伞，引颈企盼，一睹时隔几

年重新走上街头的杨浦区环同济

“元宵行街会”。瞧，在旁边的住

宅里，每一扇窗口几乎都站着人，

毫无遮挡的“景观位”羡煞他人！

自2005年举办至今，由四平

路街道创办的“元宵行街会”已发

展成为辐射全市乃至长三角地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盛会，今年举

办的第19届活动不仅是时隔几

年重新恢复室外行街，而且，还在

去年获评全国“非遗在社区”典型

案例，所以格外受到市民群众的

期待。

行街会亮相的第一支队伍

“三林龙狮队”，以龙腾虎跃的精

彩表演点燃了气氛，紧接着，在上

海难得一见的安徽“五马破曹”、

江苏德才扬剧、浙江南浔船拳三

支队伍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表演。

之后，上海各区队伍轮番表演的

奉贤滚灯、上海港码头号子非遗，

以及四平社区队伍表演的秧歌腰

鼓、“福禄寿喜”、汉服表演等也让

人目不暇接。24支队伍近500人

的表演规模，让观众们的手机简

直放不下来，还有人直接在现场

打开视频直播。

生活在附近的同济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上海体育大学的留

学生，不少也是“元宵行街会”

的老朋友了。他们身穿汉服，

在抚顺路非遗集市体验非遗手

作，品尝非遗食品，成为居民们

抓拍的对象，自己也抓拍了不少

现场的精彩场景，准备分享给家

乡的亲友。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讯 （记者 金志刚）今天

（正月十六）是2024年春运第31天，

当天，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预计发送旅客280万人次，或创

2024年春运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

本周末学生客流占比明显增加，长

三角铁路部门今日计划增开旅客列

车264列，对90列动车组列车进行

重联编组。

上海虹桥、杭州东、杭州西、南京

南、合肥南、徐州东、扬州东、淮安东、

金华南、永康南、嘉兴南等车站通过

优化进出站流线、增设安检通道、换

乘闸机等措施，确保客流高峰期旅客

出行畅通。上海站“心尚”、南京站

“158”、合肥站“明亮”、杭州站“之江

心驿”等雷锋服务站配备爱心轮椅、

爱心雷锋车、爱心医药箱等，为特殊

重点旅客提供辅助器材、无障碍进出

站和联程交接帮扶服务。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客运段在

列车上配备基础药箱、箱包贴环、针

线包等物品，以备旅客不时之需。镇

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等地

火车站加大志愿者力量投入，服务旅

客返岗。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春运

返程高峰期，旅客出行集中，长三

角多地火车站到发客流均保持在

高位运行，进出站的旅客请提前备

好有效票证，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

序进出车站；许多城市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火车站，务必要认清票面标

注的站名，不要跑错车站；乘车当

天建议适当提前出门，为市内交

通、进站安检等环节留足时间。

今日预计发送旅客   万人次
长三角铁路或创2024年春运单日客发量新高

嘉定 人约元夕 法华塔元宵游园灯会好热闹
本报讯 （记者

宋宁华）一曲笙歌春

似海，万家灯火夜如

年。昨天，“赏古城灯

会，品惠南年味”——

2024年惠南镇元宵

节游园灯会在南汇古

钟园“龙”重“灯”场。

以“千灯启明 点亮古

城”的形式，激发惠南

古城文化新活力，开

启崭新甲辰龙年。

夜幕降临，五彩

花灯高高亮起，游客

们徜徉在璀璨的灯火

中，边逛灯会，边合影

留念。据悉，园区内

设立了主舞台、猜灯

谜区、古诗词互动

区、龙年祈福区等集

章打卡点，通过点位

上的现场互动，增强

活动的趣味性。元

宵节灯会当天，还设

立了汤圆品尝区，并

邀请了浦东喜庆剪纸

习俗的非遗传承人，

现场为游客们剪纸赠

送福运，增添节日的

仪式感。

此次元宵节游园

灯会将节庆文化、惠

南古城文化、文旅景

点进行了有机结合，

将整个古钟园园区作

为大舞台，深受群众

喜爱且独具惠南古城

气息的优秀节目分布

在灯会现场，为游客

们提供集逛、展、赏、

学、玩于一体的沉浸

式文旅新体验。

惠南是一座有着

600多年筑城史的

“四方古城”，文脉绵

长、遗存丰富。近年来，围绕着

“一座古城、两河流域、三生融

合、四轮驱动”的总体发展思路

和“智造强镇、商贸重镇、文旅名

镇、农业兴镇、宜居美镇”的总体

目标，牢牢抓住东方枢纽这一国

家级重大项目开发建设的发展契

机，抢占先机，乘势而上，在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个圈层”建设等方面都取得

了较快进展。

城是八百年嘉定古城，桥是八

百年登龙古桥，塔是八百年法华古

塔；灯影绰绰、鼓点声声，身着汉服

的佳人结伴走过石桥，丽影翩然，

让人仿佛有“穿越”之感……2月

24日，元宵节当晚，“人约元夕 春

归疁城”法华塔元宵游园灯会在

嘉定热闹上演。

尽管天气寒冷，但游园赏灯

的人群仍络绎不绝。活动尚未开

始，法华塔门口已有许多游客等

候。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古老建

筑，见证了嘉定沧海桑田的发展

变化，也承载着嘉定深厚的历史

文化。去年8月，历经四个多月的

修缮，法华塔焕新归来。抬头望

去，修缮一新的法华塔亮灯结彩，

在沉沉夜色下光华流转，庄重中

又多了几分喜庆。

18时许，沉浸式表演《人约元

夕》精彩上演。建鼓、微剧、灯市、

汉舞、祈福、巡游等七种场景中，

观众可以追随身穿汉服的主角移

步换景：法华塔院墙外，人们聆听

上元灯市的开市鼓声，只听鼓声

隆隆，一如春雷，寓意着万象更

新；州桥老街上，两支舞队载歌载

舞，踏歌而行，舞出新年的喜气与

瑞气；许愿树下，人们致礼祈福，

许愿平安喜乐……消除了舞台边

界，州桥老街好似“时空转换”，汉

服佳人手持彩灯在游客身边穿

梭，仿佛带人“穿越”回古诗词中

的上元佳节。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

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一句句元宵诗词在老街上响

起，主持人与游人的精彩对诗互

动，引来一片叫好声。活动最后，

众多演员身着各色传统服饰，莲

步轻移，在老街款款巡游，邀游客

一同游园赏灯，将活动气氛推向

高潮。

沉浸式游园表演外，现场还

有糖画挂饰、投壶游戏等体验互

动。孩子们有的提着兔子灯，有

的拿着糖画或冰糖葫芦，兴奋地

猜起灯谜，好不热闹。

本次活动由嘉定区文明办、

嘉定镇街道办事处、嘉定博物馆

主办。活动以非遗市集、沉浸展

演、元宵灯市、游园互动、线上线

下联动为载体，融剧、礼、舞、景、

灯于一体，讲述嘉定历史文脉，展

现嘉定人文风物，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杨洁

昨天是元宵节，不少社区都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在

一个特殊的地方——杨浦区救助

管理站，也充满浓浓的节日味

道。虽然，站内的受助人员只有

寥寥数人，但救助站工作人员

也为他们准备了精彩活动，吃汤

圆、猜灯谜、做灯笼、套圈和投篮

游戏等，让不同年龄的受助人员

都点赞“有趣”“好玩”“温暖”！特

别是几名身处困境的青少年，提

着亲手制作的灯笼，过了一个开

心的节日。

救助管理站一年365天从早

到晚从不休息，逢年过节，工作人

员更要坚守岗位，陪滞站人员吃

年夜饭、迎元宵等。

最近几天天气很冷，好在经

过年前那波寒潮期间全区多部门

组织的拉网式街面排查，之后都

没有再发现街上有流浪乞讨露宿

人员了。不过，他们还是会定时

外出“巡街”。昨晚，市区气温跌

至冰点，深夜的风格外凛冽，在

“巡街”路上的他们，心里却是欣

慰的：“没有‘收获’，就是最好的

‘收获’。” 本报记者 孙云

■   支非遗表演队伍近   人上演行走的文化艺术，为市民呈现了一场

多彩的非遗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杨浦 元宵行街 24支长三角非遗队伍闹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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