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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年味将在传承中越来越浓今日论语

今天是国际志愿者
日，    年国际志愿者日
以“贡献志愿力量 创造
美好生活”为活动主题。

这让我联想到采访
过 的 一 名“ 洋 志 愿
者”——来自巴基斯坦的
艾哲，担任张江镇“禁毒
大使”和“洋河长”双料志
愿者。如今，一家人决定
扎根中国，不但丈夫被她

“拉入伙”成为河长团的
一员，连大儿子也拒绝了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的通知书，选择留在上
海，就读复旦大学医药学
专业。举家做公益，成了
他们喜欢上海的理由。

在现代城市的竞争
力之中，除了硬实力——
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技
术创新等，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软实力特别是志愿
精神，正逐渐成为一座城
市 独 特 魅 力 的 重 要 体
现。从扶贫帮困到环境
保护，从灾后重建到文化
推广……志愿者的身影
遍布社会的角角落落，潜
移默化影响着城市的方
方面面。可以说，一群人
点亮了一座城，而志愿精
神正是其中最闪亮的星。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
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
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给
予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常态化”。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
指出，要“推动志愿服务
体系建设”。

上海一直以来注重构
建具有全球视野和本地特

色的城市竞争力。而这一竞争力的背后，离
不开志愿者的辛勤奉献。在大大小小的公共
活动中，志愿者不仅是城市面貌的“代言人”，
也是城市服务的一部分。从    年世博会的

“小白菜”到进博会的“小叶子”，从大型国际赛
事到社区日常服务，从老年人关怀到环境保
护，志愿者的奉献无处不在。每一位志愿者
的微小努力，汇聚起来，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强
大推动力。

同时，志愿者的作用与城市治理精细化
水平息息相关。“把社区作为志愿服务的主阵
地、主场景，与基层治理、百姓生活深度融
合。”今年以来，上海聚焦中央社会工作部组
织开展的“邻里守望”等志愿服务重点项目，
开启了志愿服务融入社区治理的“党员+社
工+志愿者”“社区党组织+物业企业+志愿
服务”等多方面的探索。比如，浦兴路街道
长岛路居民区通过探索志愿服务“积分制”
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将居民个人的零
散想法整合成为共建共治“幸福岛”的强大
推力，让曾经的社区治理“难点”成为如今的
长岛“亮点”。

此外，志愿精神对城市文化的塑造和提
升也有深远影响。在上海，“上班当白领，下
班做公益”成为时尚；“平时校内小课堂，周末
社会大课堂”，学生们积极参与遍布上海各区
域的志愿服务基地活动，彰显了这座城市的
开放、包容以及温暖的人文气息。

据统计，上海已在全国率先完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三级阵地全覆盖
标准化建设，建立各类阵地超过 . 万个。
截至去年8月底，本市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
   万，志愿服务组织近3万个。志愿精神不
仅增强了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也为城市铺
就了独特的文化底色，还成为吸引海内外人
才和企业的重要因素。

一群人点亮一座城，志愿者的精神和行
动，擦亮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更观照着城市
的未来可期。每个人都可以是这座城市的点
点星光，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们的春节，成世界“非遗”

春节申遗成功！昨晚，这则消息“刷爆”

朋友圈。春节，不仅具有吉祥、和谐、美满的

寓意，更是蕴含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千年来，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个

人、家庭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

绵延赓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青少年来

说，年味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应该追求

精神层面的感知和体验。

这几天，多地中小学公布了寒假天数。

明年不少地方的中小学生可在家过完元宵

节（ 月  日）再开学，像上海中小学寒

假从    年 月  日开始， 月  日结束。

正如此次申遗文本中所述，春节从小年开

始，直至正月十五结束，是从旧的一年跨入

新一年的转换过程。学校、社区，特别是家

庭，可以通过教育、宣传、活动等多种方式，

让青少年进一步了解春节传统文化。

对于学校来说，可以在寒假生活中，融

入春节元素，让学生完成相关的社会实践；

社区可以组织开展写春联、送春联、贴春联

等活动，让青少年感受喜庆氛围；家长可以

以身作则，引导孩子了解和体验春节传统文

化的魅力，还可以带他们去长三角，感受特

色年味，像苏州新春庙会、乌镇长街宴等。

春节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

起点。这不仅标志着春节这一中国传统节

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更意味

着我们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在青少年

群体中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宝贵的文化

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不仅需要保护好春节

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也需要鼓励创新，

让春节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真

正实现“活态传承”。

方翔

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
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
总数居世界第一。

▲ 小朋友表演舞龙喜迎龙年新春（    年 月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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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现场，大屏幕播放春节宣传视频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助力传统文化升温
春节，不仅是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所承载

的不仅是家人团聚、辞旧迎新、祈福安康的

愿景，还有深厚的历史、伦理与社会意义。

每年春节的庆祝活动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

次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涵盖了扫尘、贴

春联、吃团圆饭、祭祖、拜年、庙会、社火等丰

富的文化实践，这一切都象征着对未来的美

好期望与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春节在中国农历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标

志着新一年的开始。人们通过各种社会实

践活动，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庆祝家庭团

聚，促进社区和谐。这一过程被称为‘过

年’。”在申遗文本中，这份描述深刻揭示了

春节与中国人深厚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之间

的紧密联系。

“我们在申遗文本中把春节定位为一种

社会实践，这一点特别重要，也非常宝贵。”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

授黄悦认为，春节并非单纯的民俗节日，而

是庆祝春天到来的仪式，“体现了中国人循

环的时间观”，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更激活了

国人对古老知识体系的重新挖掘和认识。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

高春明认为，在上海，现代化城市和传统年

俗有机结合，过年时，年轻人会穿着传统服

饰到豫园看灯会，也会到博物馆去感受历史

文化。2025年春节，上海将举办汇集全国

新春民俗特色的非遗活动，“申遗成功一定

会更添一把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升

温”。

提供全球非遗经验
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

就举世瞩目。昆曲、京剧、藏戏、古琴、端午

节、二十四节气……这些非遗项目都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见证，它们的成功申遗，意味着

中国文化的全球认同和尊重。

春节申遗成功也是全球文化对话的重

要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春节”申

遗团队成员朱刚是此次“春节”申遗工作的

具体负责人之一，他认为，春节的文化符号

是吉祥、和谐与美满的象征，也表达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将春节列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这一文化符号的价

值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与春节相关的传统活动不仅是文化展

示，更是社会经济的推动力。在春节的庆祝

中，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节日经济效益，从

餐饮、旅游到文化商品的消费，都体现了春

节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审议春节申遗时，特别强调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春节

的申遗成功也为全球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

宝贵经验，展示了如何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

增强全球文明包容互鉴
2023年12月，春节正式被列为联合国

假日，“中国年”升级为“世界年”。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球已有近20个国家将春节定

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

同形式庆祝春节，共享欢乐喜庆的春节氛

围，感受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

从国家级“非遗”到世界级“非遗”，春

节的申遗之路象征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潘鲁生认为，“春节”这一最具代表性的

传统节日申遗成功，是对文化传播的有效

回应，“这是我们保护传统文化，留住传统

生活方式，传承特色年俗的一种方式，是保

护和传承春节文化的开始，申遗成功是起

点而不是终点。”

当中国的春节逐渐具有了世界性，黄悦

表示，“这实际上是人类对于节日的一种共

同需求”，为中华文化开展文明互鉴、讲好中

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驻京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