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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来，一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开启。整整8天，

相信很多人正在打开一段奇妙的旅程。

春节假期不仅承担着欢度传统节日、与家人团聚的

重任，也承担着调节工作生活节奏、旅游休闲的功能，在

我国法定节假日中占据重要地位。今年与往年不同的

是，除夕也被纳入到法定节假日中，并增加了一天休假时

间，也给春节带来了更大的惊喜。

8天长假增加的是与亲人团圆相伴的时间。在今年之

前，真正的法定春节假日其实只有正月初一至初三这三天，

能够获得7天长假靠的是调休，而今年春节假期，多出了一

天，让时间不再成为掣肘，这无疑让回家的路更加顺畅。

8 天长假也将显著提升旅游的含金量。假期的增

加意味着空间拓展的可能性更大，可以将更远、更多的

地方纳入旅行计划。不仅如此，还将提升出行品质和

层次，比如，原本七天假期，探亲和旅游这两者往往只

能二选一，否则时间难免有点紧张，而 8 天假期，虽然只

是多了一天，但时间更宽裕了，行程安排也能更从容，

在合理安排行程、目的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到探

亲、旅行兼顾。

除此之外，另外一场变化也许影响更大——那就是

出行效率的提升。春节假期拓展到了 8 天，高速公路小

型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也延长到了8天，让出行无忧；高铁

四通八达，随着出行时间轴拉长，一票难求现象也会有所

缓解；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将越来越多的偏远农村纳入其

中，大家花在出行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出行效率越来越

高，原本需要两天三天才能到达的城市，现在一天甚至半

天就能到达，而出行省下的时间刚好增加了放假的时间，

让假期的含金量一提再提。

8 天长假，增加的是假期，提升的是幸福，让假期的

价值真正体现出来。春节假期福利来临，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让幸福注满，好好享受这8天

假期。

8天长假，让幸福超长待机

春节，是团圆与和谐的象征，是家人围坐一堂、共享天

伦之乐的时刻。只是在当下，手机似乎成了我们最亲密的

“伙伴”，无论是聚餐还是聚会，手机的存在感都异常强烈。

此情此景，正在无形中削弱着春节的传统韵味与情感价值。

我们迎来了申遗成功的首个蛇年春节，年味藏在非遗

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从贴春联、挂灯笼到包饺子，从舞龙舞

狮、剪窗花到放鞭炮，每一项传统活动和习俗都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它们共同编织成一幅幅生动的年

味画卷。人们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

流，又在参与中拾捡起非遗文化里的年味密码。

重拾非遗里的年味密码，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

致敬与回归。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忽略了生活

中的细节与美好。而春节，正是让我们放慢脚步、回归生活

本真的最佳时机。在这个节日，不妨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

围炉夜话，分享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或者动手写一副春联，

体会汉字的韵律之美；又或是和朋友一起品尝家乡的美食，

回味儿时的记忆与味道⋯⋯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实则蕴含

着深厚的情感与文化联结，它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找寻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温度。

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非遗活动，人们不仅能够重拾年

味，还能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现实中，不

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接触有限。而春节，正是向

他们展示非遗魅力、激发文化自信的绝佳时机。孩子们参

与非遗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激发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与尊重。这种代际间的传递是文化得以延续

的关键，也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

科技发展了，但人心不能疏远。蛇年春节是一个新的

开始，“放下手机，回归生活”的倡议不只是一次文化寻根，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回归。当我们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

亲自参与传统年俗活动时，那份亲手触摸、亲眼见证、亲身

感受的浓浓年味，是任何冰冷的屏幕都无法替代的。

放下手机，重拾年味密码放下手机，重拾年味密码

每逢过年,压岁钱的话题都会被提起。到底怎么发过

年红包、如何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成为热点话题。

如今的压岁钱有所变味，成了一个不甜蜜的负担。一

个红包动辄数百元上千元，上万的红包在一些地方也不少

见，这不仅让年轻人倍感压力，也让老人被压垮，更有甚者，

压岁钱红包成了攀比的工具和“面子工程”。

压岁钱红包的原本意义是什么？是镇恶驱邪之用，压

岁即压“祟”。古时人们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以

用压岁钱压胜驱邪，帮助小孩平安过年。最早的压岁钱”不

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护身符。所以深究起来，压

岁钱原本就不是钱，只是承载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寓意辟邪

避灾保佑平安的心意而已。

在经济发达的广东，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如今被原

汁原味地传承着，很多人发压岁钱或其他红包均为5元、10

元。不少老广至今坚守只讲“意头”，不比金钱，心到即可。

因为红包本就是一种人际礼仪的表达，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不仅广东，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苦压岁钱久矣的年轻人

开始“整顿压岁钱”，有的相约统一金额，只发小额红包；有

的约定“互免”，以自制小礼物代替压岁钱。礼看似轻了，但

情意却更重了。这些创新和做法说

明，在社会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红包传

递的情感本意。

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

来为压岁钱减负，恢复压

岁钱作为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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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红包减负，让祝福纯粹给红包减负，让祝福纯粹

随着申遗成功，今年春节成为首个“非遗版”春节。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后，光浙江就有400 余个“非遗”

活动。与此同时，各大平台发布的春节消费预测都提到，

受春节申遗成功带动，2025 年春节旅游市场以“非遗游”

为主题的活动需求上升明显。这说明，“非遗过大年”过

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春节，就是“非遗”与群众双向奔

赴、相互交融的最佳现实舞台。

天大地大，快乐最大。过年大家图的就是一个喜庆，

很多“非遗”的调性都与春节的氛围很适配。所以，“非遗

过大年”一个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可以让春节

欢乐祥和的气氛更加浓厚。

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非遗过大年”活动给各类“非遗”

项目展现的机会，也给了群众进一步接触了解“非遗”文

化，并从中找到快乐喜庆的机会。舞龙、舞狮、舞蹈、皮

影、木偶，有吃有喝外加节目不断；传统技艺、传统戏剧、

传统美术，民俗民艺味道醇厚；灯会、花会、赛歌会、秧歌

会，也可以趁节日之际大显身手。“非遗”春节可以让人更

加体会团圆与幸福，也可以让人感知“非遗”文化的

细节，发现原来“非遗”文化离我们这么近。

各地“非遗过大年”活动带来的是一份份精神文

化大餐和浓浓的年味儿，也进一步增加了春节的厚重

感。“非遗”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其背后还有着丰

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的现实魅力，而且历久弥新，回

味无穷，唤醒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记忆。

在“非遗”文化里过大年，让春节兼顾欢乐味与

厚重感，让更多的群众沉浸其中，营造欢乐吉祥的节日氛

围，给大家留下更原汁原味的春节回忆，这也是在为“非

遗”项目活态保护与传承、文化交流提供更大的平台。当

然，让“非遗”文化在春节火起来、活起来，更是我们想要

的结果，让“非遗”更要成为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每个人紧密相连。

非遗过大年，春节更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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