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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传
统的小年。清早，绵竹市街道两边就已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当天，“我们的年，世
界的年，到绵竹过中国年”第二十四届绵
竹年画节如约而至，精彩的节目、28个民
俗巡游方阵，吸引游客市民驻足观看。

2024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其中，绵竹年画作为非遗代
表性项目参与了申报。

近年来，绵竹市把绵竹年画保护传
承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不断发展壮大年画产业，2024年年画
产业产值达到4000余万元。这一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民间艺术瑰
宝焕发出新活力，画出了一幅乡村振兴
新图景。

1200余人巡游表演
立体再现《迎春图》典型场景

1月22日清早，随着第二十四届绵
竹年画节开幕，民俗巡游表演拉开序
幕。28个巡游表演方阵、1200余名演出
人员进行巡游表演，立体再现绵竹年画
《迎春图》中“报春、打春、游春”的典型场
景，现场热闹非凡。

这是春节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后的第一个年画节，作为
春节元素之一，今年的年画节有何改变？

“为了庆祝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今年
绵竹年画节民俗巡游表演规模和人数创
历史新高，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演
员，为巡游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绵竹
市文化馆馆长何文礼说，今年绵竹年画
节巡游表演共计招募演员200余名，同
时对巡游表演的部分服饰进行了更新调
整，使其在色彩搭配、图案设计、款式造
型等方面更加贴近古时迎春场景。

此外，今年的年画节巡游除了大家

耳熟能详的《老鼠嫁女》《骑车仕女》等固
定方阵外，游客们还能看到展现“羌年”
习俗的《九顶羌韵》《羌山古韵》方阵、展
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莲箫》方阵以及展现
绵竹白酒酿造的《剑南春》方阵，让每一
位参与者和观众都能沉浸在热闹喜庆的
节日氛围与文化底蕴之中。

据悉，绵竹市以年画为媒介，以节庆
为平台，已连续成功举办了23届绵竹年画
节，将民间艺术与群众文化有机结合，促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示“美
酒名城·画境绵竹”的悠久历史，进一步擦
亮“到绵竹过中国年”的城市文化品牌。

产业产值达4000万元
带动数千户老百姓增收致富

城里巡游热闹不停，城外年画村年
味儿浓。走进年画村“农闲堂”，村民们
正忙着绘制年画。在画桌一旁，整齐地
摆放着已经完工的画作，等待发往外地
销售。

陈强是绵竹年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陈兴才的孙子，他继承了爷爷的手艺，从
事传统年画的制作以及年画文创产品的
开发。今年，他比以往要忙一些。

“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全国各地的

订单不断。这两个月来，我和父亲画了
快两千张年画了，忙不过来时还请村里
人帮忙。”陈强虽然显得有些疲惫，但话
语中透露出喜悦和满足。

年画村有着青瓦白墙的民居、古色古
香的亭台楼阁，更有色彩鲜艳的年画，慕
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在村内，或体验年画制
作，选购年画产品，探寻绵竹年画的历史
脉络；或沉浸式欣赏沿途美景，择一民宿
院落悠闲品茗，感受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作为绵竹年画的发源地和传承地，
年画村通过搭建“乡遇画里”文创社区，
以“文创社区+大师坊”为载体，完善公
司、集体、个人收益共享机制，建立起一
套年画产、供、销的全产业链模式，带动
全村2400余人参与年画产业链生产制
作，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了
解，2024 年，绵竹年画产业产值达到
4000余万元，涌现出年画相关企业40
余家，带动数千户老百姓增收致富。依
托年画的传承和推广，绵竹市荣获“全国
文化模范县”“中国年画之乡”等称号，并
先后3次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
摄影报道

非遗瑰宝变经济引擎

绵竹年画“画”出4000余万元年产值
川青铁路迎小年

列车上挂灯笼、贴窗花
表演川剧变脸

“今天坐动车回家，一上车就看
到车厢里喜庆的装饰，感觉一下就有
了过年的氛围。”1月22日，在成都东
开往黄龙九寨的C5792次列车上，旅
客田庆红高兴地说。

当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也是北
方传统的小年，一场温馨的小年民俗
活动在川青铁路动车组车厢里上演。

今年是川青铁路镇江关至黄胜
关开通运营后的首个春运，为此，成
都客运段旅游车队提前筹备，在车厢
内挂灯笼、贴窗花、贴福字、摆放蛇年
吉祥物，并邀请川剧演员、魔术师和
茶艺师上车与旅客进行互动，让整趟
列车充满欢声笑语。

“今天的有奖竞答活动很有意
义，主持人科普了川青铁路沿线经过
的羌族、藏族以及汉族的过年习俗，
很有意思。”旅客王前程说。

今年春运期间，中铁成都局集团
公司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相
互叠加的实际情况，科学精准实施

“一日一图”，通过调整川青铁路动车
组列车始发终到站和运输时刻，确保
客运组织安全和旅客出行顺畅。同
时，为进一步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
成都客运段旅游车队全力打造“暖心
列车”，在车厢内设置便民服务点，提
供充电线、一次性雨衣、老花镜等便
民物品。当列车行经高海拔地区，气
压骤变引发耳鸣不适时，工作人员还
会在车内开展专业的耳压操教学，缓
解旅客身体不适，确保旅客安全顺利
出行。

此外，绵阳车务段积极协调地方
医疗部门，在松潘、黄龙九寨、黄胜关
站设置医疗救助点，每日安排地方医
院医生驻站为旅客提供出行保障，并
配置了AED、制氧机、血压心率计等
设备和常用药品，及时应对旅客高反
缺氧、临时晕厥等情况，为旅客提供
更贴心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夜游锦江江滩公园码头，开船！”1
月21日晚，当身披斑斓色彩的“神鸟”从
成都江滩公园畔振翅高飞，在码头乐队
的深情演绎中，夜游锦江城南段的启航
仪式正式开启。满载着期待的游船缓缓
驶离岸边，岸上歌舞翩跹，江上灯火璀
璨，空中“神鸟”振翅，一幅流光溢彩的盛
世画卷徐徐铺展。

全长约6.5公里每日发船5班

夜幕降临，在江滩公园码头，游客登
上古色古香的夜游锦江游船，从桐锦南
桥驶出，穿五岔子大桥、过世纪城路大
桥、经绕城府河大桥、达锦尚大桥，最后
至交子人行桥，每座桥梁在锦江上次第
排开，宛如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联起
蓉城的时尚风貌。

夜游锦江城南段的水上游船线路覆
盖了江滩公园至交子人行桥·莲桥区域，
全长约6.5公里，每日提供5班常态化定
点发船班次，包括日游两班和夜游三班，
整个体验时长约60分钟。

同时，江滩公园码头巧妙融合成都
地道美食文化，创新推出鹭栖船宴系列，

涵盖下午场的鹭栖船茶与晚间的鹭栖船
宴，船行90分钟，游客可在细品蓉城地
道美食之余，饱览城南的璀璨盛景。

江岸上，第54届成都国际熊猫灯会
暨首届江滩公园光影艺术展的各式灯组
璀璨夺目，国潮乐队以独特的造型演绎
经典旋律，还有福神、福瑞仙姬、八仙等

众多汉服NPC在现场互动、巡游送福，
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在这场文
化盛宴中，感受蓉城独特的魅力。

沉浸式码头集市，集川渝传统美食
之精髓，汇国内外网红小吃之风味，还有
亲子互动、怀旧情怀、非遗等互动体验，
新场景与新消费体验月，献上惊喜好礼。

多码头齐上阵夜游锦江耍法多

随着夜游锦江城南段的正式运营，夜
游锦江游船码头数量增至10个，游客可
选择不同起点，体验多样化的游览路线。

各码头风采纷呈，诸如成华公园码
头的潮流风尚、东门码头的市井烟火、音
乐广场码头的现代跃动、水井坊码头的
诗酒韵味、石牛堰码头的古今交辉以及
望江公园码头的静谧古雅，将蓉城夜景
串联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游客可随心切
换，感受蓉城多元文化魅力。

春节将至，夜游锦江围绕“活力成都
年·锦江万象新”主题推出多码头水岸联动
活动，打造一场盛大的水岸年味狂欢。届
时，不妨去东门码头来一场“寻年味·集福
卡”趣味互动，与“女娲”“伏羲”等众多NPC
斗智斗勇，猜灯谜、踢毽子、学写福字、习万
福礼、折千纸鹤、唱新春祝福歌曲；亦可前
往成华公园码头，夜游龙门阵潮玩市集，观
赏街头艺人精彩的新年演出；或是前往音
乐广场码头，以一场热辣鲜香的火锅盛宴
迎接新春，品味蓉城烟火气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摄影报道

夜游锦江城南段开航体验时长约60分钟
乘着游船吃火锅“解锁”活力成都年

2025年春节特别报道

绵竹年画村的年味儿浓。

1月21日晚，夜游锦江城南段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