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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年俗渐复苏

“一戏，鲤鱼摆尾！二戏，鱼腾
千里！三戏，鱼跃龙门！”

夜幕降临，激昂的锣鼓声响
起，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瞻淇村沸
腾起来。只见 6 尾 4 米长的“大
鱼”从祠堂鱼贯而出，灵动游弋，栩
栩如生。

春节临近，嬉鱼灯吸引各地游
客慕名而来。作为徽州地区重要
的民俗活动，每年农历正月期间，
瞻淇鱼灯在古村小巷穿梭游动，流
光溢彩。

瞻淇村鱼灯队队长郑冬蛟带
领鱼灯队在街巷上表演。他目睹
了鱼灯的发展变化：“过去‘头鱼’
大多由村里年长者担任，这些年，
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村里参与鱼
灯会活动，传承这项古老民俗。”

一度面临传承之困的鱼灯，如
今成了黄山市的“顶流”。春节前，
不少村民早早回乡组织鱼灯会，鱼
灯表演也从正月期间的固定节目
变成了常态化民俗活动。

扎龙头、龙身、贴皮、上色……
广西宾阳炮龙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甘狄英同样为这个
春节忙碌着。每年农历正月十一，
传承千年的炮龙节点燃县城欢乐
气氛。

“给炮龙节制作的订单有20多
条，还不算小龙、蛇。”甘狄英说，
今年订单较多，春节前正是扎龙最
忙的时期，大家都在加班加点。

热闹、新奇、表现力强，非遗年
俗的一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契合
了当代审美。

“民俗庆祝活动与年轻人追求
快节奏、新鲜感的生活方式有共通

之处，能让情绪得到释放，还‘自带
流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分
析，这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代张力，在传承发展中不断获得
新的灵感和启发。

“同时要注意避免快餐式消费
的倾向，不迎合、不跟风，防止年俗
活动走向异化。”林继富补充道。

传统习俗正发展

“脱单神器”“逢考必过”“一个
亿”……很难想象，这些“潮言潮
语”竟出现在传统木版年画上，古
典美中透着一丝“混搭”味儿，备受
年轻人追捧。

融合新创意的年画，出自广东
佛山木版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刘钟萍之手。她觉得，
非遗就是要给大家用起来，走进千
家万户，才会有无穷的生命力。

年画，自古以来都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生各个阶
段的愿望。“我们要把老祖宗留下
来的东西守住，然后经我们的手，
让它更好融进现代生活。”刘钟
萍说。

过去，春节仿佛给按部就班的
生活按下“暂停键”：一桌年夜饭需
要一家人早早准备，节日期间要拎
着大包小包挨家挨户串门拜年
……现在，年夜饭有预制套餐、动
动手指可红包转账，“过年”似乎只
是平静日常中泛起的一丝涟漪。
加之近年烟花爆竹放得少，让一些
人觉得“年味淡了”。

“年味的‘味’是同时代联结在
一起的。所谓‘年味淡了’，只是过
年的形式更多元化，春节的核心元
素不曾改变。”林继富说，拜年形式

变化，而情感交流还在；年夜饭做
法有异，团圆寓意不变。这是流淌
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如今，在“中国花炮之乡”湖南
浏阳，借助无人机、天幕，同时结合
AI、全息投影等技术，烟花能够营
造出流星雨、天外来物等视觉奇
观。此外，通过研发气态发射型烟
花、新型环保鞭炮等，源头上减少
燃放对环境的影响。据统计，2024
年春节前后，浏阳燃放企业在全国
各地燃放大型焰火近550场。

美团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1 月 10 日，“浏阳烟花秀”搜索量
同比增长 192%。“浏阳花炮制作
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预计将吸引更多
游客来浏阳过大年，持续提振文
旅经济。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陈忠烈
指出，随着时代发展，年俗传承发
展的环境出现了变化，年俗本身势
必要随之变迁。这不代表传统民
俗的影响力在降低，而恰恰是不断
更新前进的象征。

新的年味在聚集

这 届 年 轻 人 开 始“ 整 顿 ”年
味了！

年货买“谷子”，新衣选汉服；
美容、美甲、美发是辞旧迎新，举家
出游也是阖家团圆。一些网友在
社交平台分享居家布置、新年写真
和年货购买情况，感慨“从年味的
享受者变成年味的制造者，或许这
就是传统节日的传承吧”。

走出家门，人们踏进游园会，
迈进博物馆，坐进电影院，与熟识
或陌生的“TA”分享过年的快乐。

蒙古族四胡音乐悠扬婉转，传统
手工艺品巧夺天工，鱼皮画体验趣
味盎然……吉林省松原市鼎润文化
创意产业园这几天热闹非凡，人们
前来参加“吉林非遗过大年”活动，
提前感受新春气息。

非遗美食品鉴区香气四溢。一
名正在品尝全鱼宴的游客竖起大拇
指：“这鱼太鲜美了！在这里不仅能
品尝到非遗美食，还可以了解美食
背后的文化故事，收获满满。”

记忆中的“年味”之所以浓郁，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能够参与若
干与过年有关的集体活动。专家指
出，文博场馆、公园等公共场域如今
发挥着集体欢聚平台的功能，引领
大家共聚一堂，共享、互动，沉浸式
感受过年的热闹与喜庆，增强人们
的归属感。

走上“云端”，“赛博年味”红红
火火。

记者在一家主营电子红包封面
的网店中看到，店铺所售红包封面
画风精美，还带动画和音效，售价从
2元多到 5元多不等。店家表示，近
一个月以来，最火的一款已售出1万
多单，卡通蛇、萌宠等主题很受欢
迎。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制
作 AI 拜年视频教程，将自己的照
片、春节元素和创意动画结合，年味
十足，诚意满满，“家人们收到一定
会很惊喜”。

“这些庆祝春节的方式体现了中
华文化的包容性。”林继富说，春节
内涵的不断发展、丰富，反映出当今
中国人文化生活愈发充实。“现代元
素融入传统中构成新的知识生产，
这恰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重要契机。

（新华社北京1月 24日电）

追寻“年味”的变与不变：

这个春节，你怎么过？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刘美子 邓瑞璇

受本轮寒潮影响，连日来我国出现大范围雨
雪和大风降温天气，全国大部地区都有显著降温。

在寒冷的天气下，防寒保暖必不可少。热水
袋、暖宝宝、电热毯等取暖用品销量节节攀升，各
类穿戴式取暖装备层出不穷。专家提示，在使用
这类产品时，要谨防低温烫伤，因为热量持续积
累，容易造成深层组织损伤，即使表面看起来没那
么严重，实际损伤可能已深。

“温水煮青蛙” 烫伤来得悄无声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前不
久接诊了一位年轻女性患者，她因为腿部皮肤出
现红肿、起疱来就医。经了解，她在冬天习惯用热
水袋暖脚，而且经常直接把热水袋贴着皮肤放一
整晚。虽然热水袋温度并不算特别高，但长时间
接触导致了低温烫伤。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
任医师张馨予说：“低温烫伤不像开水烫伤那样立
即就能感觉到疼痛，反而在受伤初期感觉很舒服，
这也是它的危险所在。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
皮肤感受到不适时，损伤往往已经形成了。”

临床上，低温烫伤通常发生在 38至 45摄氏
度的温度下，持续接触30分钟以上就可能造成伤
害。不当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等取暖用品
都可能导致低温烫伤。这类烫伤初期会出现皮肤
潮红、肿胀，严重时会出现水疱，如果处理不当还
可能留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皮肤科主
任医师郭一峰介绍，各年龄段人群都应警惕低温
烫伤。“儿童群体更多是由于热水袋造成烫伤，有
的家长睡觉前把热水袋放在被子里，孩子睡觉时
没有拿出来，放了2到3小时，部分皮肤就被热水
袋一直捂着；而年轻人则是爱美，寒冷的环境里
穿得太少，为了保暖身上长时间贴着暖宝宝。”

67岁的杨阿姨在骨科确诊慢性膝关节疼痛
后，为了缓解症状，自行把暖宝宝贴在关节皮肤
上，直到发觉痒疼才揭除。结果皮肤先是局部出
现红斑，红斑上又起了水疱，随后在皮肤科被诊
断为低温烫伤，暖宝宝无意间成了造成皮肤损伤
的“慢性杀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造口护理工
作室领军人、护士长田丽说，身体伴随一些基础病如代谢紊乱、血糖高、营养
差、肝肾功能下降、血管病变等群体更容易成为低温烫伤的高风险人群。

“御寒神器”走俏 敲响低温烫伤警钟

随着寒冷天气来袭，各类“过冬神器”迎来了畅销季，销量节节攀升。
2024年天猫“双12”相关数据显示，传统过冬品类如电热毯的同比销售额增速
达到142%，暖手宝的增速达到141%。创新品类如暖身毯的销售额增速达到
102%，电热袜的增速达到21%。

北京市西城区一位上班族告诉记者，他不仅在家里购买了电热毯、电暖气
等取暖产品，还购置了发热坐垫、暖风机等产品。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暖手
贴”等关键词，不少产品为“可穿戴式”，使用方法的图片介绍都是直接与皮肤
接触，如直接包裹在手部皮肤，直接贴在足底或腰部。

田丽说，暖宝宝等产品不能直接贴在皮肤上，不能长时间接触人体。如膝
关节、腰椎棘突、手背、下肢血管病变发凉的腿脚等都是皮下软组织少而薄部
位，一旦烫伤，就属于深度烫伤，再伴有全身因素更容易经久不愈。

张馨予说，对于保暖产品的质量管控，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更严格的产品标
准。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等产品应该标配温控装置和使用时限提示。包装
上要醒目标注使用注意事项，并配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书。

另外，可在社区医院、养老院定期开展健康讲座，特别要针对老年人、糖尿
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制作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让更多人了解低温烫伤的危害
和预防措施。

低温烫伤别慌张 专家教你正确处理

人体能够感知温度，却为何对低温烫伤如此迟钝？
张馨予说，当皮肤持续接触温热物体时，局部血管会扩张，产生舒适的温

热感。这时皮肤感受器会逐渐“疲劳”，降低了对持续性温度刺激的敏感度。
“类似于‘温水煮青蛙’原理，可能会导致真皮深层及皮下各层组织烫伤。”

田丽说，初期皮肤会出现红斑、红肿、水疱、脱皮等症状，疼痛感一般不明显。
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皮肤损伤加重，渗出增多，感染、痂下积脓、疼痛感
加重。

田丽表示，如果发生了低温烫伤，不要惊慌失措，乱了阵脚。首先可以局
部先敷凉毛巾降温，不要揉搓。仅仅是红斑时可以使用湿润烧伤膏、烧烫伤膏
类的软膏轻轻地涂一层，也可涂抹有止疼作用的水凝胶类药物。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高地提示，切勿使用偏方，如涂盐
水、白醋、牙膏等，也不要自行刺破水疱，以防创面感染。若处理不当，感染加
重还可引起骨髓炎、败血症等严重并发症。创面溃烂还会引起愈合困难，愈合
后瘢痕明显。

郭一峰表示，如果睡前将热水袋放在被子里，切记睡觉时要拿出来。“如果
一定要放在被子里，建议用一条毛巾将其包裹，做一个隔层，相当于做一个物
理隔离，可以大大减少直接接触带来低温烫伤的风险。”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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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家电、汽车去哪了？

“不久前在京东商城通过以旧
换新买了一台冰箱，旧冰箱做了
回收申请，物流人员很快就上门
回收了，还得到了 300 元补贴。”
北京市民周女士说。

2024 年，中央加力支持以旧
换新 8 大类家电产品实现销售量
6200 多 万 台 ，直 接 拉 动 消 费 近
2700 亿元。很多人关心，以旧换
新后，置换下来的“旧物”将如何
处理?

走进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一台台废旧电视机、冰箱等
家电被贴上“身份码”，工人扫码
了解产品信息，就可对旧家电进
行分类。

“工人只需要把冰箱的制冷剂
抽出和压缩机取出，流水线就会
将冰箱送入破碎仓，并对破碎出
的铁、铝等材料进行自动分类。”
公司副总经理魏一瑜说，流水线 1
小时可以处理 80 到 100 台旧冰
箱，处理后的铁、铜、铝、塑料等旧
料最终被送往冶炼厂，实现废旧
家电再利用。

过去一年，我国家电回收量、
拆解量实现“双增长”。商务部重
点联系企业数据显示，2024 年废
旧家电回收量同比增长 14.83%。
供销合作总社家电拆解企业数据
显示，2024 年规范拆解废家电数
量同比增长 20%。

在以旧换新带动的销售额中，
占比最高的是汽车。数据显示，
2024 年全国汽车报废和置换更新
超过 650 万辆。这些淘汰下来的
车辆又是如何处理的？

业内人士介绍，部分零件仍有

较高利用价值的旧车，可进行更
精细化的拆解和再制造；对于已
无法再通过翻新或拆解获取有价
值部件的旧车，将采取专业拆解
分类回收废料方式进行处理。

记者在广州市番禺区的优湃
能源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看到，
占地 1万平方米的报废车堆场内，
一排排报废车辆被堆成两层停
放，场面十分壮观。

公司报废车业务高级经理谢
立中介绍，一般燃油车或电动车
的回收残值有三四千元，而新能
源汽车回收价值最高的是动力电
池，根据其寿命及残余性能，回收
价值可以达到上万元。

“能回收”更要“拆得好”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由于拆解
规范化、精细化程度不足，很多可
二次利用的回收部件都被当成废
品按斤售卖，再生资源利用率非
常低。随着回收拆解产业链不断
完善，越来越多企业不仅“拆得
开”，更“拆得好”，逐步对再生资
源“吃干榨尽”。

更精细——
走进 TCL 奥博（天津）环保发

展有限公司，在几乎看不见扬尘
的拆解车间，智能化流水线高效
作业。一台台废旧电视机迅速被
拆解成塑料、电路板、显示屏等不
同部分，经过加工后华丽“变身”，
成为许多新产品的原材料，重新
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
150 多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集聚这里，建立起从资源回收到
拆解初加工，再到精深加工的再
生资源产业链条，年处理加工各

类再生资源能力近千万吨。
更规范——

“我们所有的关键拆解岗位，
都全程有监控系统实时将处理画
面传输给监管部门，并存储三年
以上以备查验。”一家拆解企业负
责人对记者说。

各部门加大力气做好对废旧
家电、汽车规范化处理，促进回收
拆解行业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
发展。

今年 1 月 1 日，我国开始实施
新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
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增补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拆解、编
码标准，规范新能源汽车综合利
用全流程管理；商务部等 9部门此
前联合印发通知，督促回收企业
守法合规经营，加强进出货环节
信息登记与台账管理，将废旧家
电销售给合法合规拆解企业……

更绿色——
废旧家电和汽车含有重金属、

荧光粉、矿物油、制冷剂等多种危
险废物，如何在拆解过程中妥善
处置，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报废车资源管理企业玉成有
限公司副总裁查名曰告诉记者，
进行汽车拆解时，会提前处理报
废车辆中的机油、冷却液、制动液
等危废，交给有资质的专业危废
公司处理处置，并拆除易燃易爆
部件，防止后续拆解过程中造成
环境污染。

“对新能源车来说，拆解电池
也需要标准较高的规范性操作，
否则容易引起热失控，造成环境
污染。”谢立中说。

据统计，到 2025 年，我国退役
动力电池的规模有望达到百万吨

级别，当前全国具备新能源汽车拆
解资质的企业共 1000 家左右，有
100 多家企业具备动力电池拆解
资质。

畅通全链路循环利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旧换
新政策实施以来，对回收利用行业
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从企业
端反馈来看，这种刺激目前还较为
有限。家电、手机等电子消费品回
收企业反映，回收量并未呈爆发式
增长，“吃不饱”现象仍存在。

一家 回 收 企业负责 人 告 诉记
者，公司的产 能每年可回 收处理
500 万台废旧家电，但过去两年每
年都只处理 200 多万台，远未达到
满产。

“有的旧空调、旧冰箱，在回收
站就被原地拆解了，并未通过有效
渠道流入正规回收利用企业。正规
企业仍然存在‘收不到货’甚至‘花
钱到市面找货’的情况。”广州再生
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阮鸿儒说。

魏一瑜表示，目前废旧家电回
收市场仍一定程度存在低、散、乱
的情况，不正规的拆解导致资源利
用效率降低，增加环境污染风险。
希望相关部门能从拆解端予以规范
管理，对不具备资质的拆解作坊、
造成环境污染等后果的拆解行为加
大打击力度，避免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

“需要进一步拓宽回收渠道，加
强线上线下融合，如建立官方回收
网站、手机应用程序，方便消费者
预约回收服务。同时与社区、物业
合作设立更多固定回收点，提高回
收的便利性和覆盖率。”天津子牙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党 工 委 书 记 赵
爽说。

赵爽建议，统筹推进回收网点
和集中储运点建设，加强运输过程
监管，防止出现遗撒、泄漏等环境
危害事件。同时，强化回收拆解行
业标 准 建 设，多措并举 畅通 生产
端、消费端、回收端的全链条循环。

（新华社北京 1月 26日电）

“ 以 旧 换 新 ”后 ，“ 旧 物 ”都 去 哪 了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雨萧 高亢

每到年关将至，人们总是津津乐道春节的变与不变：有人怀念过往，回忆儿时年味；有人满怀憧憬，畅谈过年计
划。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还原记忆中“年”的样子。

2024 年 12 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申遗成功后首个春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访各地，寻年味、看传承、读变化，探寻古老中国年绵延几千年的基因密码。

要谨防低温烫伤。 （新华社发）

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家电、汽车等消费市场显著升温。与此同时，置
换淘汰下来的废旧家电、汽车等数量也在激增。

换新之后，“旧物”都被如何处理了？如何进一步完善回收拆解产业链条，让废
弃家电、汽车等收得快、拆得好、再利用？“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