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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今年中秋节假期，旅游成为许多人
的度假方式。三天小长假，涌现不
少新玩法、新亮点。

或短途旅行，或登高赏月，或
拥抱国潮……从不同的中秋节出
游选择中，我们感受到文旅融合的
丰富体验，也品味出传统佳节的时
代魅力。

“微”度假：顺假而游
中秋节假期第一天，北京市民

程高早早地起了床。这个小长假，
他与朋友相约坐早班高铁到河北
承德，准备在一处精心挑选的山间
民宿度过三天两夜，享受一下“高
卧听松声”的日子。

与假期长度相匹配，人们在小
长假更倾向于选择短时高效的旅
游方式。“这么近那么美”的短途
游、周边游在中秋节假期占据主要
份额，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县城成
为市民“速达”的好去处。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节假期高
铁出行订单中，出游半径约为 361
公里，较去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
前三日缩短近 30%，平均一个多小
时就能到达目的地。与此同时，同
省酒店订单比例超过一半，住一天
的酒店订单比例超过八成。

行程更短、用时更少的小长假
旅行趋势，背后是城市居民越来越
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越来越
多的人更乐于将三天左右的短假
期用于放松紧张精神、调节生活节
奏。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周边有山
有水的郊区、县城比舟车劳顿更有
性价比。

周边游的兴起也与大城市周
边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息息相
关。高铁的普及，民宿、度假酒店
的兴起，令旅游资源不再局限于传
统旅游度假区。这个中秋节，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及成渝城市群
等区域中的“两小时高铁圈”，网罗
了该区域绝大部分短途游的游客。

“巧”赏月：顺时而游
中秋，是赏月的时节。这也催

生了以赏月习俗为核心的“中式夜
游”成为文旅消费热点。

泛舟于南京秦淮河听曲赏月，
驻足于西安大唐不夜城看大雁塔
与明月“同框”，走进南宁园博园看
烟花秀中的花好月圆，登上“赏月
航班”看更近的月亮……这个中秋

节，各地景区铆足了劲儿，为赏月
增添更多仪式感、氛围感。

赏月活动令中秋节的夜晚格
外热闹。各地纷纷在假期推出文
艺演出、灯会、夜市、观光巴士等旅
游产品，丰富消费者选择。OTA平
台数据显示，近一周，国内古镇园
林夜游相关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
涨 77%，夜间游船搜索热度环比上
涨42%。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
科学学院教授唐承财看来，各地在
节假日期间举行的系列文旅活动
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元
素，聚焦时令和热门趋势推出形式
多样的文旅产品，有利于推动文化
和旅游消费持续扩大。

赓续几千年的传统为何能在
当代与旅游深度融合？一方面，月
到中秋分外明，秋高气爽的时节也
十分适合出行，旅游可以放大这种
同自然的亲近；另一方面，中秋是
团圆的节日，旅游是一种适合集体
的活动，当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夜
游，相聚的快乐使得旅游更加有滋
有味、意蕴悠长。

“追”国风：顺潮而游
从游戏中的取景地，到社交网

络上的非遗，“越国风越潮流”已是
当下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也成为
文旅融合的重点。

在广东珠海鸡山村，有 300 多
年历史的中秋对歌会让佳节充满
欢声笑语；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

“三条簪”妆造文化活动带领游客
沉浸式感受非遗之美；在贵州凯里
苗侗风情园，“绣里淘非遗集市”上
的刺绣、蜡染、银饰琳琅满目……

今年中秋节假期，以非遗、汉
服、诗词为代表的国风游为节日出
行增添更多文化感。飞猪数据显
示，中秋假期赏花游、观灯会等传
统习俗相关的玩法备受青睐，热度
同比增长约60%；汉服旅拍、跟着演
出去旅行等玩法增幅明显。

国潮崛起，代表的不仅是一种
审美趋势，更是一种基于文化自信
的高度认同。随着文旅深度融合，
这种认同在传统佳节的文旅市场
表现得更为明显，造就了“行万里
路、续千年俗”的文化景观。

传统在旅行中赓续，旅行因传
统不同。明月当空，出门过中秋吧!

（来源：新华社）

中秋涌现新玩法

新华社太原 9月 17日电（记
者 王学涛）金风送爽，桂花飘香，
又是一年中秋时。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二仙掌
村村民张小女已备好粗月饼，只待
皓月当空，将其与苹果、葡萄、石榴
等水果摆放在农家小院的方桌上，
燃香敬拜。之后，她会将“大团圆”
月饼切成小块，分给赏月的家人
们。

“ 每 年 八 月 十 五 都 拜‘ 月 婆
婆’，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
圆。”张小女说。

赏月、拜月、吃月饼——72 岁
的张小女从小就这么过中秋节，如
今这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秋节（泽州中秋习俗）的重要内
容，在晋东南、豫西北、冀南等地广
为流传。

这些传承至今的习惯是中秋
习俗流传千年的精华。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月亮崇
拜及祭月密不可分。据宋代吴自
牧的《梦粱录》记载，八月十五中秋
节正是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
季秋三秋之半，故得“中秋”之名。

月到中秋分外明。早在唐朝
时赏月之风大兴。临轩玩月、泛舟
望月、饮酒对月……赏月是古人过
中秋必不可少的节目。宋代孟元
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提到，中秋时
节新酒、螃蟹、水果新鲜上市，富贵
人家和普通百姓都要寻一处好地
方赏月，儿童嬉戏打闹，夜市里人
们狂欢到天亮。

中秋节的底色是欢快的，但以
月之圆兆人之团圆，难免会有人触
景起相思。唐代诗人白居易用“西
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表达思乡之情；中唐诗人王建一句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道尽对友人的思念；宋代大文
豪苏轼醉酒后借“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传递对亲人的深情祝
愿。

如果说唐宋时期爱赏月，明朝
则重视拜月和团聚，这是一件充满
仪式感的事。中秋夜，人们在家或

户外设月神牌位，摆上供品，叩拜，
祈求月神赐福。男子愿蟾宫折桂，
女子盼美丽容颜和美满生活。

这时月饼成为中秋节的节令
食品，既可当供品，也是亲友间相
互馈赠的佳品。

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这样描
述中秋节：“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
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
报，饼有径二尺者。女归宁，是日
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可见当
时的月饼较大，需全家分而食之。

张小女制作的“大团圆”月饼
体现了当地特色。泽州粗月饼看
上去像一个锁着花边的圆形面饼，
内包两层冰糖、花生、葡萄干、核桃
仁等杂碎馅料，表面装饰图案，或
蒸或烤而成。讲究的图案比较复
杂，但张小女喜欢在村口拔棵野
草，洗干净后，印在上面，充满野
趣。

“现在市场上卖的月饼口味有
几十种，但 3个儿女还是吵着要吃
妈妈做的粗月饼。”古稀之年的张
小女一脸骄傲地说。

除赏月吃月饼外，中国各地还
有丰富多彩的中秋习俗，例如福建
厦门的中秋博饼游戏、江西安福县
的中秋烧塔习俗、香港的舞火龙节
庆仪式等，带给人们节日的欢乐和
祝福。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中秋传统
习俗在淡化，传承方式也在由家庭
传承向社会化传承发展。人们通过
社区、景区等公共平台乐享中秋传
统文化。星空论坛、文艺晚会、祭月
大典、社火表演、打制粗月饼……今
年中秋节假期，“中国赏月名山”晋
城珏山景区推出系列活动，游客可
免费观看和参与。

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创新
发展中心副主任常嗣新说，中秋节
传承着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情
感认同，虽然习俗在演变，但团圆
是永恒旋律，更是中国人普遍的美
好愿景，在尽享亲情友情中增进家
庭和民族的凝聚力，涵养家国情
怀。

中秋时节话中秋

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记者
谢佼 孙晓辉 侯文坤）中秋佳节是团
圆的日子。各行各业有许多一线劳
动者坚守岗位，为千家万户的团圆注
入温暖的力量。

茫茫川西北高原，平均海拔 3500
米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
尔盖、红原县域，川青铁路正在施
工。中铁二十五局该段项目的副指
挥长兼总工程师刘锋，家人远在广
东，中秋节他通过手机视频和妻子孩
子隔空见面。

“让高铁线路延伸，方便更多人团
圆，是我们的任务。”刘锋说，该标段最
高海拔3769米，面对高寒缺氧、生态脆
弱、天气极端等恶劣情况，施工队伍发
扬长征精神，为早日通车打牢基础。

中秋假期，在四川德阳的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创造我
国首台纪录的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
机团队仍在不断试验迭代。值守的高
级工程师程国强介绍，刚做完掺氢燃
烧试验，还有系列化产品G15以及科
研课题排着队在试验基地试验，这段
时间一直两班倒，甚至还要三班倒。

在武汉中科先进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军山中试基地，研发人员吴翔、
霍涛正进行微胶囊材料的处理。为
破解行业难题，该企业开发了多个方
向的微胶囊包覆技术，搭建了微胶囊
中试产线。

几辆重载装运的大卡车隆隆开

进四川广汉的宏华集团有限公司。
场地上伫立着几架数十米高的钻机
整机，机械设计工程师卢国良、冯强
等指给记者看：“这是马上要出口印
尼的新一代智能地热钻机。”

卢国良说，挺进地球深部的“地
壳一号”钻机由该公司和吉林大学团
队联合研发制造。从去年 12 月开始
公司任务量就饱和，最高峰要同时进
行5种机型设计制造。

今年中秋小长假旅游流、探亲
流、学生流交织叠加。9月 16日 12时
许，福银高速公路襄阳钟岗服务区迎
来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为缓解新
能源车出行的“里程焦虑”，国网襄阳
供电公司提前对高速服务区等重点
保障站点的405台充电桩进行了全面

“体检”，安排专班人员驻守。连日
来，国家电网襄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
张志林一直坚守，为车主们解决充电
故障等问题。

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
一个个行色匆匆的“绿色身影”在抢
救床前来回穿梭。医生徐慈坚守岗
位，忙着接诊、问诊，保障着患者的健
康。在四川天府新区保障性住房项
目工地，中建八局产业工人李明福时
而扛起上百斤的钢筋，时而进入基坑
底层作业。

一处处场景，一位位在岗位上挥
洒汗水的劳动者，共同构建起这个中
秋节别样的光影。

坚守，为了团圆
——中秋节我在岗

中秋假期，多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干劲十足，
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建设优质高效
推进。

在甘肃，由中铁建工集团参建的兰
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综合交通
枢纽全面达到竣工条件。据中铁建工集
团项目总工程师吴强介绍，兰州中川国
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于 2020年 9月
开工建设，预计将于今年底转场投运，主
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两条跑道、T3航站楼
和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建设空管、航油及
生产生活辅助设施等。

“作为大跨度钢铝结构工程，兰州中
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
屋盖是非常薄且扁平的单层钢铝空间网
壳屋盖，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吴强说，
建设者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首创“六点式
平衡吊装法”等异形结构吊装技术，依次
完成大跨度结构推进吊装及精确定位。

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兰州中
川国际机场将成为空铁（轨）换乘流程优
化的综合客运枢纽，汇集公路、铁路、航
空等多种交通方式。

在陕西，西（安）延（安）高铁节点性
工程跨G30连霍高速公路连续梁顺利合
龙，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新突破。西延
高铁跨G30连霍高速公路连续梁由中铁
二十局承建，位于西安市境内，连续梁全
长80米、距离G30连霍高速路面27.2米。

据中铁二十局项目负责人高峰立介
绍，针对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大、上跨公
路施工风险高等难题，施工团队通过优
化技术力量，严格安全质量管控，确保连
续梁安全顺利合龙。

西延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铁网包
（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西
安至延安的旅行时间将从目前的 2个半
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左右。

在贵州，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贵州

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贵州段打哨隧道正
在加紧施工。打哨隧道是黄百铁路贵州
段3座长度超万米的隧道之一，掘进中面
临岩溶、软岩变形等复杂地质挑战，施工
风险高，是全线控制性工程。

中秋假期，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在各
个工点。目前，打哨隧道1号斜井已经开
挖掘进，项目施工加速推进。黄百铁路是
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
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在浙江，金建高铁新安江特大桥施
工现场机械轰鸣，建设者在各个工序间
穿梭忙碌。“新安江特大桥全长885米，跨
越宽度为520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目
前我们正在进行梁部节段浇筑和斜拉索
施工，已完成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二。”中
铁二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卢成华介绍。

金建高铁正线全长约 65公里，南起
浙江金华市，北至建德市。线路北接杭

黄高铁建德站，南接沪昆高铁金华站，是
国家快速铁路网中“黄山至金华”铁路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广东，广湛高铁跨373省道特大桥
施工现场，数十台精调小车和铣刨机紧张
作业，近200名中铁十四局建设者扎根岗
位，紧抓工期完成无砟轨道底座板施工，为
后续铺轨作业和线路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据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姜磊介
绍，无砟轨道施工是高铁铺轨前的最后
一道工序，施工难度精度高。建设者对
关键工序积极探索，应用抗裂钢板网、逐
轨枕复测标架等新设备新工艺，进一步
提高无砟轨道施工进度和质量。

广湛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铁网中沿
海铁路客运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
路起于广州站，途经佛山、肇庆、茂名等
地，终至湛江北站，为广东省投资最大、
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铁项目。

（来源：新华社）

中秋假期

多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多彩假日。图为9月16日晚，位于河北省秦皇岛
市的秦皇岛博物馆，小朋友体验非遗市集。 新华社发

乐享中秋假日乐享中秋假日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明月照九
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
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友情
的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的
惬意；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
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
祝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
动、群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着小
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
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 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
的G1202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
制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关于
月亮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
列车上举办庆中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
绍各地中秋节传统习俗，让节日氛围感

“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站
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是
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着
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天
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 人
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补货。”
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用
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馅的月饼

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店，

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方特色，
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玫瑰奇亚籽、
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月饼，口感软糯，深
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精彩
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
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米水上
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新区礼嘉
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巨
型月亮”灯光装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
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
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合
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会让
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了
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星宿
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月、
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很多游客
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以泛舟在湖上
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15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赏月

航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诵诗歌，月
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我一边吃着月
饼，一边听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立马有了回家团聚的感觉。”李女士
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第12
年执飞“赏月航班”。她说：“一轮明月照
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们一起望月怀古，

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静寂

千年。
今年 6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

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又一次
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作：
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 吨月壤或可满
足 50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制月壤
砖……未来，在月球上建房子也许不再
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出，吟

诗逛展……全国各地“花样”过中秋，赓
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城，
200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
中约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文
化。“中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
建筑精华，“北京文物”展现老北京胡
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 万片羽毛、
800 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明亚克
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凤舞九天”
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声
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中
国’，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生和外国
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秘的川剧变脸、
浑厚的川江号子、技艺考究的盖碗茶，让
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已

坐满了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点，烟火气
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里
登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圳
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总队的第
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奋战十多天，
不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度
过。“是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坚持，让
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阳华

容县，团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备了十桌
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鱼、肉等主菜已
经备好，就等大家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望大
家在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团洲乡敬
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重新
粉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换新。杨
巧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餐饭，就很幸
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用实

际行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

室外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所

所长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入户检
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穿棉服、戴
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因为用电问题影
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的生
活蒸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长明不
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明月共此时 家国同奋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上接01版）在德国柏林，众多中华文化爱
好者在中秋诗会上体验投壶、扇面绘画、
书法等文化项目；在澳大利亚，一场中秋
晚会吸引了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华人参
加；在巴西、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地，丰富
多彩的庆祝活动也为当地增添了别样风
采……这些活动与当地地理人文环境融
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中秋风情
集锦画，或热烈奔放或含蓄隽永的庆祝活
动让传统中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海共婵娟，中秋文化“出海”为文
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秋文化中的

“团圆”“美满”“丰收”等美好愿景契合中

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的美
好意愿。中华传统节日在全球掀起阵阵
热潮，为全球文化图景增色添彩，让“和
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意涵日益深入人
心。正如伦敦威斯敏斯特市市长罗伯
特·里格比所说，华侨华人群体为本地增
添了“独特而美好的视角和历史”，丰富
了文化多样性，而在中秋传统佳节期间，
人们更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秋
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饱含强大的精神
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化交流
将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往，促进中国
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互学互鉴，为消弭
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