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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寒假“宅家”过！
请查收这份文化生活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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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畅游精品展
“漫步”于全景虚拟展厅，点

击“放大镜”查看文物的详细信
息，通过音视频资料了解文物背
后的历史故事……近来，“云展
览”成为不少小伙伴寒假文化生
活的“快乐源泉”。

在吉林，吉林省博物院、东北
民族民俗博物馆等数十家文博
机构携手开启数字展览，与观众
相约“云上见”；在辽宁，“盛世典
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宝
展”“众志成城 共同战疫——沈
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展”
等40余场精品展览走上“云端”，
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送
去抗疫必胜的信念；在山东，备
受关注的“衣冠大成——明代服
饰文化展”不仅在线下延长了两
个月展期，还与观众约定春节

“云端”再会，共赏大明风华……

一场场主题多样、丰富多彩的
“云展览”，让寒假“宅”在家里的
同学们无障碍地畅享“文博大
餐”，学习历史文化知识，领略中
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除了“云展览”，同学们还可
以在线上与珍贵文物来一次“亲
密接触”：为迎接辛丑牛年，故宫
博物院“数字文物库”从6万余件
院藏文物中甄选出与牛相关的
高清影像，推出“牛主题文物专
题”，供大家随时查阅、尽情欣
赏；江西省博物馆则在“白色金
子 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
森瓷器大展”中选取了18件展品
进行多角度的 3D 云展示，让不
能亲临现场的观众也可以一饱
眼福。

随心打卡“云课堂”
寒 假 正 是“ 充 电 ”的 好 时

节，同学们会在“云课堂”里迎

来哪些趣味课程呢？故宫博物
院在农历腊月十五（1月 27 日）
至腊月二十四（2 月 5 日）推出

“故宫知识课堂”，围绕“文物与
自然”和“建筑与历史”两大主
题进行二十场直播课程。大小
朋友可以相聚“云课堂”学习古
代天文学、博物学等文化知识，
跟着镜头走进故宫的宫殿院
落，一起“探秘寻宝”。

为迎接新春佳节，文化和旅
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办的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活动日前正式启动，多地计
划推出“非遗云课堂”，通过短视
频或直播课程展示与春节年俗
相关的非遗技艺，带大家感悟非
遗中的年味。在河南，孟津剪纸
传承人将为孩子们教授剪窗花
和剪金牛的技巧，让小朋友在学
习非遗技艺的同时把新春祝福
带回家；在山西，平阳木版年画
传承人将通过直播讲述木版年

画的历史、内容和习俗，教大家
亲手制作一幅年画；在黑龙江，
满汉全席北派菜传承人将通过
视频介绍菜肴的制作技艺和上
菜礼仪，让观众大饱眼福……五
湖四海的人们可以跟着视频课
程学习非遗技艺，“跨越”万水千
山共同庆祝新春佳节。

内容丰富、趣味十足的“云课
堂”集中在寒假期间开课，为人们
的“宅家”生活增添了浓浓的文
化味。

相约精彩“云剧场”
寒假里的休闲时刻，不妨走

进“云剧场”听一场音乐会、看一
场话剧放松身心。为了营造欢乐
祥和的节日气氛，哈尔滨启动了

“战疫不停歇 线上过大年”活动，
大型交响音乐会《冰雪之冠上的
明珠》、全息芭蕾《冬日梦幻》、话
剧《良宵》、音乐剧《情动哈尔滨》、

红色经典民族歌剧《江姐》及卡通
剧《皮诺丘农庄奇遇记》等将在春
节期间陆续走进“云剧场”，保证
假期年味“不断档”，文化活动“不
打烊”。

在重庆，一场没有现场观众
的迎春文艺演出在南岸区艺术中
心剧场上演，舞蹈《绽放》、古典舞
《丝路天音》、歌伴舞《春暖花开》
等节目通过直播镜头与观众朋友
见面；在宁波，30多家农村文化礼
堂的“民星”走上舞台，以村歌、村
舞、村秀等节目打造了一台“云村
晚”……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让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享受到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在“云展厅”看一场文化底蕴
深厚的展览，在“云课堂”学一
项年味浓郁的非遗技艺，在“云
剧场”看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
演出……这份寒假“宅家”的文化
生活攻略，你了解了吗？

（人民网孟丽媛）

当袅袅烟雾缭绕在农家房前
屋后，一阵带有肉和柏树枝桠融合
后的熏香味钻进鼻孔，你定会深吸
一口气，再不自觉地咽下口水，这
就是我们川东一带年前熏制腊味
的味道了。

“明天都回来杀猪！”终于等来
了公公一声令下。第二天，全家出
动，欢天喜地地回到老家。买好了
制作腊味的食材，兄弟姐妹齐上
场。首先由男士们“打头阵”：选好
肉，划小块，均匀地撒上盐粒、花
椒，倒入料酒等物，细细翻动抹匀。
这项工作考验的是经验和力量。比
如多少肉放多少盐都是有讲究的，
多之则太咸，少之则欠味。待抹好
调料，将肉腌制5到7天后挂到阳
台上晾晒，此时，一排如月亮般的
弯弯腊肉才算大功告成。当然，猪
头、猪耳、猪脚、猪排等腊味更是少

不了，那都是惹人馋涎欲滴的
美味。

腊肉做好，接下来是制作香
肠了。肉首选腿子肉，切成小条，
肠衣是少不了的，还需准备灌装
工具。这是一项需要细致和耐心
的活儿，由咱家的“巾帼英雄”一
展身手。婆婆灌肉，嫂嫂托肠，配
合默契。我的工作最简单，只需
用绳子将灌好的香肠按节绑好。
但我也总结了些窍门，比如绑之
前把肉往两边撸一撸，还不能绑
得太实，否则肠破肉露。不得不
说，婆婆才是灌香肠的行家，她
把肠衣剪成一样的长短，一节一
节地灌好后再对折三次，正好四
小节，晾挂非常方便。而我以前
一根肠灌到底，还真是没这么
效率。

等腊肉香肠晾干后，熏制开始

了！有时候放土灶上一直熏，随吃
随取，大多时候在炭火周围搭个
棚，利用柏树枝桠熏香，这样烘出
来的香肠腊肉，多了一味熏过的植
物清香，更能调动人的食欲。

一旦熏制好，公公会立马下
令：“回家尝鲜！”一家人再次风风
火火地赶回乡下，大人洗煮，小孩
玩耍。排骨煮好，不等上桌，一人一
根先尝为快。深玫瑰色的瘦肉和亮
黄的肥肉搭配完美，咸淡适中、口
感鲜美，啃完后，熏香味和腊香味
回味绵长，只留下满手满嘴的油。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讲究味道的同
时更讲究健康。虽然腊肉里脂肪、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元素含量丰
富，具有开胃祛寒、消食等功能，但
也不可多吃，最好是和洋葱、大蒜
一起炒。大蒜、洋葱富含巯基化合
物，是清除腊味儿中亚硝酸盐和阻

断亚硝胺合成的天然物质，合炒后
既保留了腊味的香，又多了蔬菜的
鲜，尤为下饭。

很早以前制作腊味原是为了
保存肉食，现在制作腊味则是许
多地方过年的传统项目。常听人
说现在年味淡了，但在我们乡下，
比如我家，一直都保持着熏腊迎
年的传统。今年，在外地工作的妹
妹不能回家过年，当收到家人给
她邮寄的满满的一大箱腊味时，
她说她激动地哭了。我不禁感叹：
腊味，不仅是年的味道，也是爱的
味道，在游子的心里更是乡愁的
味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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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宣传对提升一个地方
旅游业的知名度、影响力，对吸
引游客、发展旅游产业，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为此，各地都在加
大力度，在各级媒体上大量投
放广告，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
的宣传语，但也不乏平淡干瘪
之作，影响了旅游宣传的效果。
旅游广告提气凝神增效，关键
要在简明优美、巧妙精致、温情
温度 3 个关键词上下功夫、见
成效。

梳理一下全国旅游宣传做
得好的地方，无不在这几个方面
见长，令人难忘、值得借鉴。

见长于简明优美的，比如
“大美西藏”“诗画浙江”“好客山
东”等，直入主题、言简意赅。“大
美西藏”，让人想到巍峨耸立的
雪山冰川、无边无际的山峦草
原，还有三江源的丰沛和唐蕃古
道的悠扬。“诗画浙江”，让人想
到的是江南的婉约，还有杭州西
湖的美景，景中有画，画中有诗。

“好客山东”，说的是当地人的性
格，既有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
口吃肉的爽快，也有山东人“重
如泰山”的侠义担当。

见长于巧妙精致的，比如
“晋善晋美”“走遍大地神州，醉
美多彩贵州”等。这种嵌入式的
宣传语匠心独具，很好地将地域
文化、风土人情、区域特色等元
素融入其中。宣传语虽没直接在
字面上出现地名，但让人自然而
然地联想到宣传的指向，回味无
穷。“晋善晋美”，浓缩了山西旅
游的整体印象，同时寓意山西人
追 求 尽 善 尽 美 。“ 醉 美 多 彩 贵

州”，醉与最发音相同，高调而不
张扬，将贵州酒文化等渲染得淋
漓尽致。贵州拥有丰富的自然风
貌，醉美与多彩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

见长于温情温度的，比如
“心灵故乡，老家河南”“全福游、
有全福”等。河南是黄河文明的
摇篮，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地
带，这里有抹不掉的乡愁，“心灵
故乡，老家河南”，可更好地塑造
河南的良好形象。“全福游、有全
福”，凸显的是福建的“福”文化，
寓意的是“福山”“福水”“福气”，
畅游的是福气之旅、福星之旅、
福禄之旅。

高质量的旅游宣传语，向
来不缺少华丽的语言，缺少的
是精彩、经典的语言。设计者努
力的方向，一方面是化繁就简，
不必试图全方位表达和塑造地
方特色，集中到一点，把功夫做
到位，追求“化一般为神奇”的
效果；另一方面要简约而不简
单，努力做到巧妙并正确运用
修辞手法，真正使旅游宣传、旅
游推介成为典范之作，有效助
推一个地方的旅游产业和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旅游宣传语要提气凝神增效
平兴强

新华社北京 2
月1日电（记者 倪元
锦）记者从1日召开
的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获悉，2021
年春节、元宵节期
间，北京市相关文化
活动聚焦“福满京
城、春贺神州”的主
题，以线上为主、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线下活动涵
盖公共图书馆、美术
馆、博物馆、影剧院、
公园等场所，采取预
约、限流、错峰等方
式开放。

北京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王杰群介
绍，从2月4日腊月
廿三小年到 2月 26
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北京将推出“牛欢
欢-云上合家欢”

“牛逛逛-庙会过大
年”“牛乐乐-视听
过大年”“牛美美-
演艺过大年”“牛品
品-节俗过大年”

“牛观观-展览过大
年”“牛笑笑-消费
过大年”“牛遛遛-
旅游过大年”“牛犇

犇-健康过大年”等九大品类200
余项重点文化活动。

“今年春节的文化活动安排力
求体现多样性，覆盖到不同年龄
段、不同群体，力争做到总有一款
适合你。”王杰群说，例如，在“牛
乐乐-视听过大年”品类中，由爱
奇艺、优酷、搜狐视频、西瓜视频
等网络视听平台上线“北京新视
听”专区，搭建“免费看”专区；在

“牛美美-演艺过大年”品类中，依
托国家大剧院和市属文艺院团等
演出团体，开展新春线上剧目展
演；在“牛笑笑-消费过大年”品类
中，发放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
券、举办北京年货节促消费等
活动。

据 了 解 ，线 上 活 动 平 台 为
“10+41+31+N”，即依托北京广播
电视台的10个电视频道、41套广
播，属地的31家重点互联网站，以
及北京市各级文化机构的官网、
新媒体公众号和各区融媒体等互
联网平台，以“三网联动”、全媒体
贯通的形式，开展节日文化活动，
以网络打破时空概念，连结心灵
情感，引导在京过年的市民群众
文化过节、文明过节、健康过节、
安稳过节。

近日，各地学生陆续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寒假。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丰富
寒假文化生活，多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云端”文化活动，让同学们走进“云展
厅”“云课堂”“云剧场”，感受浓浓的年味、趣味、文化味。

【第339期】

央视牛年
“元宵戏曲晚会”
在东台西溪录制完成

本报讯（朱铭）近日，央视元宵
戏曲晚会在江苏东台西溪旅游文
化景区顺利录制完毕。

景区凭借国家级非遗“董永传
说”爱情源头地，以及景区开国内
飞天仙幻实景演出之先河，打造的

“天仙缘”亭台楼阁、河水绿植、声
光电现代科技唯美的演出场景等
得天独厚的诸多优势，赢得央视青
睐合作。一台灯光璀璨、火树银花、
流光溢彩、群星闪耀、精美绝伦的

“上元之夜·山河百景”元宵戏曲晚
会视觉盛宴，将在牛年春节正月十
五元宵节央视播出，届时为全球华
人新春佳节呈现浓浓的民俗味和
年味的中华传统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