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关注 2025年2月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葸青华 校对：赵耀铁

在厨房帮厨：
佳肴抚乡情

厨师人手少，备菜任务重。轮
流帮厨，历来是南极考察队的一项
传统。不论教授还是工人，隔三岔
五就要来厨房这方小天地里帮忙。

没在家过年，更得吃顿好的。
在外度过多个春节的“雪龙2”号大
厨秦冬雷深知如何用美食抚慰队员
的思乡之情，老早就开始计划年夜
饭大餐。“冰糖肘子、葱姜膏蟹、卤水
三拼……十个菜，十全十美！”

菜单敲定，帮厨小队看着堆积
如山的食材有些傻眼。“先择韭菜再
剥蒜，最后给鸡爪做个‘美甲’，给猪
舌刮刮舌苔就行。简简单单，辛苦
各位啊！”大伙“哀嚎”一片，老秦却
装没听见，乐呵呵地说。

闹归闹，大伙帮起忙来一点不
含糊。挽起袖子，搬出小凳，队员们
围坐一圈，开始干活。

“蒜先用水泡着，一会才好剥。”
“韭菜多拿点一起择，掐头去

尾，坏的就不要了。”
“鸡爪有什么可怕的，这样剪就

行。”
……
平日端庄秀气，干起活来却分

外利索的女队员不断给长得五大三

粗、却不敢给鸡爪剪指甲的男队员
传授经验，厨房里欢笑阵阵。

听闻任务繁重，一些暂时没有
科考工作的队员都主动过来搭把
手。副领队胡红桥也坐了过来，帮
着择韭菜。队员们挤在厨房里互相
打趣，边听年味儿十足的音乐边干
活，倒也不觉辛苦。

人多力量大，帮厨任务很快完
成。接过处理好的食材，老秦和其
他三位大厨各显神通，煎、炸、炒、
烤、蒸、卤，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十道
兼顾南北方口味的大菜新鲜出炉，
锅气十足。

人间至味是真情。“过年好！”
“新年快乐！”除夕夜，队员们围聚数
桌，共享美食，心怀对家乡与亲人的
思念，在地球南端互道祝福，举杯欢
庆，一饮而尽。

在甲板作业：
蛇年第一网

大年初二，“雪龙2”号所在海域
的海况不是很好。天色阴沉，似暗
非暗，连成一线的涌浪从远处层层
传来，船身随波涛上下晃动。

看着起伏的海面，考察队员李
帅心里有些忐忑。四十分钟前，他
满心期待地和队友撒下蛇年第一
网，希望开年有个开门红。但眼下

风高浪急，这网南极磷虾收获咋样，
他心里没底。

南极磷虾以浮游植物为饵料，
本身又是鲸、海豹、企鹅等动物的食
物，堪称南极生物大厦的基石。捕
捞磷虾样本是南极考察的一项常规
任务，对研究南大洋生物食物链具
有重要意义。

“驾驶台请控速，要收网了。”李
帅拿起对讲机，声音随呼啸的寒风
飘向远处。其他队员屏息凝神，默
默降低重心，紧紧盯住海面。

“3.9吨！”水手陈栋彬看着系在
腰间的遥控器，有些兴奋地报出一
个很有分量的数字。“看来这网收获
不错啊！”大伙眼神一下亮了起来，
语调都不自觉高昂了些。

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艉
甲板的绞车钢缆快速回收，水下拖
网离船越来越近。队员们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

几十秒后，拖网终于出水，顺利
落到甲板。李帅系紧安全绳，三步并
作两步上前，兴致勃勃地俯身查看。

似是老天的恶作剧，甲板昏黄
灯光下，拖网内只有寥寥几只磷
虾。李帅不死心，又反复翻了几
次。期待落空，大伙像被浇了盆冷
水，有些失望。

“快看！这有只水母！”沉默中，
考察队员李权突然喊道。

大伙迅速围了过来，打开手电，看
到一只通体棕黑的巨大水母完整地卧
在拖网角落。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把它
从网里倒出来，装满了整个水桶。

“这么大的完整水母可不好捞，
值得带回去好好研究。”回到实验

室，李帅语气轻快，心情不错。“蛇年
第一网虽未达预期，但有意外之喜，
也算开门红。”

舷窗边远眺：
极地有生机

考察队员戴宇飞不是驾驶员，却
经常在驾驶台的舷窗边远眺，有时一
待就是小半天，过年期间亦是如此。
有所发现时，他会迅速举起相机，对
准天空或海面某处，拍下照片若干。

“这就是我的科考任务，记录南大洋
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类、数量和行
为特点。”船晃得厉害，但戴宇飞手很稳，
穿着俗称“企鹅服”的户外作业服站在驾
驶台外，边跟记者说话边按下快门。

蓝鹱、花斑鹱、灰背信天翁、食蟹
海豹、威德尔海豹……在他的记录表
上，写满了走航途中观察到的各种动
物，时间、坐标与数量都有准确记录。

“这也是南极考察的常规科考项
目。多年观测数据积累下来，能够为
评估南大洋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种
群数量与分布提供科学依据，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和保护南极生物多样
性。”戴宇飞说。

长时间拍摄记录，戴宇飞有不少心
得。“最重要的是眼疾手快。”他说，鸟儿
一飞而过，鲸一闪即逝，拍摄时眼睛要
盯着海面，不能只看相机取景器。“看得
多了，就能大概预测它们的移动轨迹，
提前把相机移动到相应位置。”

说话间，远处有一头鲸喷出水柱，
摆起鲸尾，片刻后又潜入深海。戴宇
飞快速对准，按下快门。“希望新年运
气好一点，拍到更多这样的珍贵画
面。”（新华社“雪龙2”号2月4日电）

南极考察队的别样新春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新春佳节，北半球祖国亲人阖家团圆时，执行中国
第 41 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 2”号正航行在浩瀚南大
洋，穿梭于一个个作业站位间。去家万里，勇克极寒，
队员们一起在地球南端度过了难忘的蛇年新春。

新华社杭州2月4日电（记者黄
筱）正值春节返程高峰，人流、车流
量大使不少人返程时间增加，除了
容易出现颈肩、背部、腰部酸胀疼
痛，长途久坐还可能会引起小腿酸
胀疼痛，专家提醒这种情况需谨防
下肢“堵车”，注意可能出现的下肢
深静脉血栓。

近日浙江省人民医院就接诊了一
位长途货车司机王先生，他说近段时
间经常半夜开车赶路，慢慢觉得左小
腿不舒服、发胀，在服务区休息了也
没有缓解。他到达医院急诊时已不
能正常行走，医生通过下肢静脉超声
发现，他的左下肢深静脉全堵住了。

值班的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虞
聪建议尽早开通堵塞的深静脉，否
则有截肢的风险。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急诊手术，医生从王先生的深静
脉里抽吸出了大量血栓。术后腿部
肿胀得到了明显缓解。

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血管

外科学科带头人蒋劲松介绍，久坐不
动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原
因。对于长途旅行坐汽车、火车或飞
机等人群，活动空间小，肢体活动严
重受限，且局部环境中空气干燥，饮
水量可能也存在不足，导致下肢血液
瘀滞、血液黏稠、循环速度减慢，因此
容易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

“出现下肢肿胀、疼痛，或者一侧
下肢水肿时，要注意可能发生了深静
脉血栓；如出现了活动时呼吸困难、
喘气时胸痛或上腹痛，或突然出现少
量咯血甚至晕厥、休克，那要警惕可
能发生了肺栓塞。”蒋劲松说。

春节返程潮，对于不得不长途开车、
坐车等人群，专家介绍了避免下肢“堵”
的几个方法，如穿着要宽松，以避免血流
不畅；路途中多饮水，促进血液循环；如
有条件，最好每1至2小时起身活动，如
没有空间起身活动，也可以坐着活动脚
踝、小腿。一旦出现下肢肿胀、疼痛等情
况，一定及时去医院，以免耽误诊疗。

春节返程路上堵

专家提醒多动多歇谨防下肢“堵”

新华社大连2月4日电（记
者张博群）春节假期接近尾声，
开工在即，一些人出现了身体
疲惫、情绪低落、失眠、食欲不
振以及胃肠不适等症状。专家
提醒，这可能是“节后综合征”
在作祟，应尽快调整作息，保持
规律饮食，适当增加运动量，逐
步恢复工作节奏，帮助身心重
回正轨。

大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
任中医师周正国说，“节后综合
征”在医学上并不属于严格意
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消极的
身心状态，但其带来的影响不
容忽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出
发，科学调整身心状态，尽快恢
复正常生活节奏。

一是规律作息。节后失眠
的主要原因是春节期间熬夜导
致的生物钟紊乱。“睡前 1至 2

小时适当运动，有助于增加睡意，
帮助身体自我调节，尽快恢复规
律作息。”周正国说，中青年人可
选择 20至 30分钟的跑步，60岁
以上的老年人可选择慢走或打太
极拳20分钟。

二是调整心态。假期尾声应
有意识地调节情绪，避免过度放
纵而影响节后的工作状态。周正
国强调，切勿在假期最后时段继
续狂欢，消耗过多精力，导致节后
难以适应正常的工作节奏，应留
出时间好好休息，平稳心态，为即
将到来的工作生活做好准备。

三是合理膳食。节后饮食应
以清淡为主，适当减少肉类摄入，
多吃谷类食物和绿色蔬菜。周正
国说：“深色蔬菜富含B族维生素
和矿物质，建议增加其在饮食中
的比例。同时，多喝水，加速新陈
代谢，帮助胃肠道恢复健康。”

专家支招远离“节后综合征”

逐 步 恢 复 正 常 生 活 节 奏

远离“节后综合征”。 （新华社发）

202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
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旨在巩固和
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
果，以冰雪运动为引领，带动冰雪文
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
展，推动冰雪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随着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开幕
在即，政策与市场共振，游客与市民
同乐，冰雪运动的“冷”资源正在转
化为经济发展的“热”引擎。拥有深
厚冰雪基因的黑龙江省，找到了振
兴发展的“流量密码”。

运动不分年龄

“‘下饺子’了！”春节期间，距离
哈尔滨市区200多公里的亚布力阳
光度假村滑雪场，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发烧友”前来。身穿滑雪服，踩
着单板，7岁的小朋友辛意从半山腰

“唰”地就滑下去了。更令她骄傲的
是，她刚刚解锁了小跳台转体 360
度的新动作。

“亚冬会就要在家门口举行，滑
雪的人越来越多了。”辛意的爸爸辛
明麒说，一到假期或周末，他就带着
女儿到周边滑雪场滑雪，既锻炼了
身体，也磨炼了意志。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是亚冬
会雪上项目举办地，亚布力阳光度
假村总经理和慧杰介绍，今年 1月
以来，游客量同比增长约20%，上至

七旬老人，下至四五岁孩童，一同在
运动中拥抱新年。

哈尔滨市亚布力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李春伟表示，当地抓住亚冬会
机遇，推进场馆雪道升级、宾馆设施
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客房数由
1539 间 增 至 2473 间 ，床 位 数 达
5140个，接待能力明显提升。

“2024 至 2025 年雪季，群众冰
雪赛事活动呈现多元化、井喷式增
长。”黑龙江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
长田野说，全省县区级以上冰雪赛
事活动预计有 500 余项次，直接参
与人数25万人，间接带动700万人
次，较上个雪季增长约20%。

消费持续升温

瞄准市场“冬”风，以冰雪运动
为引领的冰雪消费正在成为扩大内
需的重要增长点。

哈尔滨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设
有 8条不同坡度的雪道，常年保持
在零下 5摄氏度，提供一年四季畅
滑的条件。春节期间，用毛笔书写
新春祝福、以糖为墨绘制糖画，品尝
热气腾腾的饺子、酸甜可口的冻梨
……滑雪之余，游客也在这里体验
东北年味儿。

“我们不断打造‘滑雪+’新场
景、新业态，日均接待游客八九百
名。”哈尔滨热雪奇迹总经理关亮
说，目前团队正在与黑龙江省体育

局合作，搭建冰雪人才培养平台，培
养更多职业运动员。

哈尔滨夜间气温低至零下20摄
氏度，但依旧挡不住人们赏冰乐雪
的热情。截至今年1月 26日，第二
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累计接待
游客数量突破200万人次。位于哈
尔滨新区的一处冰雪乐园里，也有
26米高的巨型龙堡雪雕、驯鹿萌宠，
还为游客提供炫酷旅拍等服务。

“利用居民社区、校园操场、城市
中心公园广场等，我们不断开辟冰雪
活动新场地。”哈尔滨市体育局群众
体育处处长赵骞说，这个冬天浇建了
80余处室外公益冰场，在松花江两
岸打造了4条越野滑雪体验线路，突
出亚冬会元素和冰雪主题，营造“相
约哈尔滨、逐梦亚冬会”的浓厚氛围。

发展正当其时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提
出，到 2027 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
模达到 1.2 万亿元，到 2030 年冰雪
经济总规模达到1.5万亿元。

随着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冰雪体育
设施显著增加，上海、广东等南方地
区兴建了不少室内冰雪运动场馆。
北方地区的一大批冰雪项目专业人
才走向全国各地，助力大众冰雪运
动普及。

“冬天亚布力，夏天广州，今年还
计划到上海，哪儿滑雪、哪儿需要教
练，我就去哪儿。”哈尔滨“00后”滑雪
教练吴铮说，“候鸟式打工”已成为不
少同行的常态。

借由亚冬会的契机，黑龙江省推
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
区建设，加快布局冰雪装备产业园、
数字产业园。

近期，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哈
尔滨）有限公司发布5款冰雪运动装
备，包括两款双板、两款单板和一款
滑雪头盔，并与亚冬会组委会签约，
成为赛事雪具区域供应商。

“我们与哈工大科研团队密切合
作，将碳纤维、高弹纤维、钛合金等新
材料技术应用到滑雪器材中。”该公
司总经理胡照会说，经过多年研发，
团队攻克了工艺和原材料方面的难
题，让国产冰雪运动器材在性能和寿
命上实现新突破。

据黑龙江省工信部门统计，2024
年全省冰雪行业预计实现营收 54.7
亿元，同比增长7.9%。

“冰雪+百业”逐渐成为黑龙江振
兴发展的“大 IP”。在中国工程院院
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赫晓东看
来，加速打造产学研联合体，注重科
技创新与品牌化发展，未来将有更多
科研成果在冰雪产业落地开花，冰雪
产业的“含新量”与“含金量”将不断
提升。 （新华社哈尔滨2月4日电）

冰 雪 运 动 引 领 冰 雪 经 济 成 为 新 增 长 点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上接第一版）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春节推出与非遗相关的文
化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量香港游客
参团，出团量比去年春节增长了50%。

今年，除夕首次被列为假日，8
天春节长假掀起出行热潮。2025年
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预测数据显
示，2025年春节期间（1月28日至2
月4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23亿人次。

在南京秦淮河两岸，流连于如
梦似幻、流光溢彩的花灯会；在广州
白鹅潭珠江河畔，看一场融入“无人
机+灯光秀”的烟花汇演；在敦煌沙
洲夜市，体验制作莫高窟“同款”壁
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
冰雪那达慕的精彩……这个春节假
期，各地游客行走在大美中国，感受
年味浓浓、文韵悠悠。

随着中国春节申遗成功，非遗
旅游体验项目热度持续攀升。美团
旅行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春节
旅游“非遗”搜索量同比增长174%，

“非遗手工”搜索量同比增长321%；
在抖音生活服务平台，非遗游、古城
游等人气火爆，民俗游园会团购订
单量同比增长462%。

在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
“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动下，不少
外国游客乘兴而来，深度体验“Chi-
na Travel”的魅力。相关部门表
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
境人员预计达185万人次，较去年春
节假期增长9.5%；携程数据显示，春
节期间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203%。

旅游通达、出行顺畅，离不开贴
心的服务保障。济南机场飞行区内，
工作人员实时关注跑道状况，出动吹
雪车，喷洒除冰液，确保机场处于适
航状态；呼和浩特、包头等火车站增
派人员帮扶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江苏多地临时开放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疏堵保畅提升出行效率……

春节期间，货物通行同样运转有
序。根据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监测汇总数据，1月27
日至2月2日，国家铁路累计运输货物
6502万吨；邮政快递累计揽收量约
5.77亿件，累计投递量约7.12亿件。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假日中
国在流动中彰显澎湃活力。

消费市场“新潮”涌动

盛世牡丹造型的烤鸭、热辣滚
烫的火燎鸭心、香脆可口的枣泥小
鸭酥……大年初三，在北京全聚德
和平门店，一桌桌色香味俱佳的烤
鸭宴将年味儿“拉满”。

“春节假期全家人来北京玩，特
意选择了老字号的新年餐，感受地道
的中华美味。”来自湖北的陈先生说。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春
节假期前 4天，全国重点零售和餐
饮企业销售 额 比 去年同期增长
5.4%。美团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年
夜饭线上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00%，
1月以来，以“非遗”为主题的团购套
餐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2倍。

电影市场也在假期迎来“开门
红”。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月
4日14时30分，2025年春节档电影票
房突破90亿元，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大年初二和朋友一起看了《哪
吒之魔童闹海》，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视觉画面非常震撼，这几年国产动画
真的在崛起。”“95后”女生吴一非说。

春节期间，多地打造消费新场
景、解锁消费新玩法，为假日市场增
添活力与暖意。

舞台上，精彩表演接连不断；舞
台下，游客们在玫红与金色交织的

“烟花林”下拍照打卡，沉浸在喜庆
的氛围中……春节假期期间，成都
IFS的“新”花怒放主题数字祈福交

互装置全国首展现场热闹非凡，吸引
年轻人竞相打卡。

在合肥合柴1972文创园，工业遗
址与文化创意碰撞出非遗表演等消费
新业态，带给游客别样的年味体验；银
泰百货联名热门 IP，以国潮年味为主
题，推出新春庙会、市集等特色活动；
走进文和友山西首店“钟楼街1990”，

“老太原”经典生活场景被浓缩在
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历史记忆与
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

线下商圈人潮涌动，线上市场热
力不减。在京东平台，非遗相关商品
春节期间销售火爆，苏绣、杨柳青木
版年画等商品在多地销量同比增长超
200%；得物App上，滑板、露营、飞盘
等户外运动商品销量走高，滑雪装备
销量同比增长超80%。

“春节假期是展望全年经济的一
个窗口。各地在春节期间结合地方文
化特色，不断创新消费场景，进一步
巩固消费回暖势头。”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
说，假日市场活跃繁荣，为提振全年
经济增添了信心，开了个好头。

四海同春共享美好

到钟鼓楼，聆听 108声浑厚悠远
的钟声；去景山公园，观看舞龙舞狮、
剪纸糖画；在前门大栅栏，品尝地道
小吃；到天坛公园，体验中和韶乐之
美……在北京，众多市民和游客选择
到中轴线上过大年，感受古都新韵。

在京工作的姜先生今年把父母从
四川老家接了过来，一家老小沿着北
京中轴线逛庙会、观古建、赏非遗。“和
家人感受胡同街巷文化，过个团圆、有
文化底蕴的新年，别是一番体验。”

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中华文
化在年俗活动中传承赓续，古老文脉
在烟火升腾间沉淀绵延。

上海豫园灯会将古籍中的传统文
化与灯会年俗相结合；在安徽马鞍山，
跳马灯、莲湘舞等民俗表演走进城区，
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四川宜宾，当地居民舞起草龙，祈福一
年风调雨顺；山西平遥借助“非遗+科
技”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气息……

“不断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让
非遗国潮、春节年俗在新应用场景中
火起来，也为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带来
新动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相关负责人说。

从“中国年”到“世界年”，春节成
为“天涯共此时”的欢庆。

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桥、美国纽
约帝国大厦等多国地标性建筑纷纷亮
起“中国红”；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
斯，金色舞龙翻腾跃动，民众挤满街
道，争相触碰“龙尾”；联合国邮政管
理局发行蛇年生肖个性化邮票版张
……四海同春，五洲同乐，各国人民共
享中国年味。

近 20个国家将农历新年定为法
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
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春节的色
彩、声音和情感超越了语言和地域的
界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纽
带。”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
究联盟创始主席泽米尔·阿万说。

立春刚过，阡陌有春意。人们满
怀希望，开启新一年的奋斗足迹。

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重庆果园港
集装箱码头一派繁忙，在这里货物可通
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花江
峡谷，刚合龙不久的在建世界第一高桥
——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建设进入冲刺
阶段；哈尔滨冰球馆内，制冷、浇冰工作
紧张忙碌，工作人员为即将开幕的第九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精心护航……

乙巳新岁启，神州万象新。新的
一年，人们正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坚
定信心、开拓进取，奋力书写更美好
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