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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福、鲤鱼灯、年货礼盒、非
遗文创……临近春节，天津滨海文
化中心中央大厅内，人多货丰的
“热乎劲儿”迎面扑来，一派热闹欢
乐的景象。日前，记者来到滨海文
化中心看到，这里正在举行2024年
泰达年货节暨滨海文化中心年货
节，70余家商户摆摊布点，展示各
类年货商品，市民及游客纷纷前来
打卡采购。
“今天带孙女来这里玩，刚好赶

上年货节。货品丰富，边逛边选，很
开心！”记者遇到来自河北省唐山市
的董秀梅时，她正忙着把面点、玩具
放进双肩包。“儿子在滨海新区从事
净水设备安装工作，年底很忙。等
放假了，还想让他带我们去天津的
景点转转。”她说。

据了解，大年初一到初八，滨海

文化中心将举办新春游园会，人们可
以观展、赶集、看表演、参加科学体验
活动，为新春佳节加“料”添彩。
“春节期间，滨海文化中心单

日客流量预计将达到 1.5 万 人
次。”滨海新区文化中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滨海
文化中心拥有科技馆、美术馆、图
书馆三大主力场馆，建有滨海演
艺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是京津
冀热门打卡地。

滨海科技馆、滨海美术馆、滨海
演艺中心将多馆联动奉上文艺盛
宴，中央大厅“全民大舞台”也将分
时段开展器乐演奏、歌舞、魔术、传
统武术、走秀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汇
演和新春送福字书法活动，满足群
众文化需求，增添城市消费活力。

本报记者 袁诚

■本报记者 宁广靖

临近春节，京郊的民宿小院开始装扮起
来。吊钱、窗花、对联、灯笼……山水环抱中
的小院在新春元素的“包裹”下，肆意舒展着
对空间生活的理想和志趣。五湖四海的赶
路人放缓脚步，驻足于此寻觅繁华中的那份
宁静。

北京的民宿小院各有各的趣味：延庆区
原木青砖的南北舍、以明清妫川八景为主
题的东门小筑……给奔赴“冬奥小镇”，前
来戏雪度假的游客一把进入理想生活场景
的钥匙；平谷区临山而建的喜巢、徽派风
格的橡树红了……不仅承载着冬日金海湖
的静谧，也将游客的“诗和远方”变得具
象；密云区古宅修葺而成的清丽小筑、天
圆地方的柒号民宿……为游客展览着时间
的痕迹，娓娓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先有潭
柘寺，后有北京城”，门头沟区融小院、青山
和咖啡为一体的墨托、可一览山景的只此
乡间……在古庙的渲染下有一种安静的质
朴之美；温泉是寒冷冬季里的“快乐老家”，
昌平区一间一特色的朱眷、紧依银山塔林
的银山宿集——柿子红了……在这抹温暖
中迎接八方来客；怀柔区精雕细琢的老木

匠、宾至如归的也舍……给游客一个理想
生活的“体验装”。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只此乡间民宿负

责人潘攀在日历上又撕下一页。这本日历是
他元旦过后刚挂上去的，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订单详情。“天津，两居室，初二到；廊坊，四大
两小，初三到。”他指着日历上的标记告诉记
者，民宿现有4个独立小院，包括7个独立卧
室，2月9日至2月16日的预订率已超70%，
“京津冀地缘相亲，北京的小院已成为三地游
客休闲度假的后花园。”

潘攀经营的这家民宿位于北京市门头沟
区潭柘寺镇桑峪村，由旧房改造而成。庭院
内，私汤、烧烤架、茶座等一应俱全。尽管距离
过年还有几天，但民宿门口的大红灯笼已高高
挂起，水果和炒货也被摆盘上桌。记者注意
到，民宿前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打红纸和剪了
一半的窗花。“快过年了，给每位客人送个
‘福’，图个吉利。”说着，他拿起桌上的毛笔，在
红纸上写下了个大大的“福”字。

2月5日临近中午，记者驱车来到距离只
此乡间民宿约100公里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
镇四渡河村新德丽民宿，负责给村里多家民宿
做饭的单新丽在厨房忙碌着。“你尝尝这个炒
四渡河甜板栗，这是咱当地的特色菜，好多客

人点名要。”据她介绍，当地
地处山区、沙土多，种出的
板栗口感好，这个菜深受外
地客人欢迎。

采访中，记者看到，不管是画
风古朴的农家小院，还是山野林间
的野奢私汤小院，店家或多或少都会在这
“一方自在”中融入富有京味文化的仿古壁
画、古典家具、中国风的摆设等元素，让这院
墙之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为增添节日
气息，潘攀在小院设置了沏茶熬汤、围炉煮茶
和手写福字等项目。

途家民宿发布的《2024春节民宿出游预
测报告》显示，截至1月24日，春节热门城市
民宿提前预订量同比2023年增长6.3倍。小
院民宿受欢迎，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作为怀
柔区渤海镇四渡河村35家民宿的“管家”和3
家民宿的经营者，北京自在自然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慧敏感觉“民宿小院里闹新春”正
成为一股新潮流。“我所管理的民宿小院大多
整院出租，目前有几家春节期间的预订率达
90%。”她告诉记者，四渡河村临近慕田峪长
城、雁栖湖、红螺寺等景点，客人们来此过年，
除了逛景点，还为了享受乡村小院一砖一瓦
间散发出的古朴烟火气。

■本报记者 刘畅 郝一萍 袁诚

逛大集，备年货，再来份津味儿“演艺大餐”。
春节期间，天津30余家主要剧场和演艺平台将提
供多样化文艺演出470余场，包括相声、戏曲、舞
台剧、音乐会、儿童剧、杂技等多种艺术门类，可
谓是演出剧目精彩纷呈，名家名段好戏连台……
只等您来！

2月4日晚上临近7时，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张
焕兵和朋友快步走向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半小时
后，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们是从廊坊专程赶来听的。”张焕兵说，克莱德曼
是开启他音乐大门的启蒙者，“我一直关注他的演出
消息，中秋节抢的票，廊坊距天津不远，一脚油就到
了。”开场前10分钟，歌剧厅4层约1700个座位座无
虚席，一场视听的美妙之旅即将开启。

两小时的演奏结束，观众们意犹未尽。北京的
王先生称“真的是不虚此行”。年近50岁的他是第一
次听克莱德曼的现场演奏，“屏幕播放着与曲目相配
的电影片段，演奏中将钢琴和中国传统的琵琶结合起
来，还增加了国外著名电影插曲的演奏，太震撼了！”
王先生说。

晚上11时，张焕兵已经回到廊坊。“春节期间还
会来天津看剧。”他发微信告诉记者。

除了音乐会，天津大剧院在新春演出季还将推
出《油漆未干》《银锭桥》等话剧。剧院业务策划部经
理许蓉辉介绍，春节期间上演的大部分是喜剧，有天

津人艺的津味儿喜剧，也有北京特色的剧，超过半数门票已经
售出。

相声是天津的文化印记，也是外地游客来天津“打卡”的
热门项目之一，德云社、谦祥益、名流等知名相声团体吸引着
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德云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往年惯
例，正月初三、初四，德云社将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推出主题
为“永庆升平”的相声专场演出。“两场的演出阵容不完全相
同，广受喜爱的知名相声演员将轮番登台亮相。目前，门票已
全部售罄。”他说。

过大年看大戏，是人们迎接农历新年的传统年俗。在开
心麻花民园剧场，每年会有8部至10部剧轮番上演。“民园剧
场经常有外地游客前来观看，其中，京冀两地游客居多。正月
初三至初八，我们准备了《瞎画艺术家》等多个剧目演出，吸引
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开心麻花天津区域总经理孙文岩
说，开心麻花是从北京走出来的，在当地有很多忠实“粉丝”，
不少北京观众会特意赶赴天津观看心仪的剧目。

正月初三至十六，津湾广场上演的沉浸式带餐互动剧《开
心龙年——迎春晚宴》同样令人期待，该剧将沉浸式互动剧、
南北方非遗特色表演、风味市集等融于一体。

滨城的拿手好戏也是接连登场。春节期间，滨海演艺中心、方特欢乐
世界、万达广场、爱琴海购物公园等将举办戏曲、相声、歌舞、儿童剧等各
类表演，陪伴市民和游客欢欢喜喜过大年。
“天津的文艺演出别具特色，既重传统性，又重时代性，题材多元，兼

具喜感、温度与深度。”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天津
市牵头北京市、河北省联合推出“欢乐京津冀，戏曲过大年”活动。从农历
小年至正月十五期间，天津各大戏曲院团遴选了精彩戏曲剧目，带来包含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越剧等戏曲剧种近50场的精彩演出。同时，为了
营造浓厚的春节氛围，市文旅局精心策划了“天津始‘钟’‘响’你”——新
春迎宾快闪演出，将从正月初一至初八，由来自天津市属专业文艺院团的
艺术家们，在机场、火车站、大型商业综合体、热门景区，用极具天津特色
的艺术形式，为全国各地到访天津的朋友们送上最热烈的春节祝福，展现
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底蕴和艺术气息。

“演艺大餐”喜迎龙年

■本报记者 张兆瑞

俗话说，过了小年就是年。要说哪里的
年味儿最纯浓，还得看过年前的集市。河北
唐山荷花坑市场年货大集、保定易县南管头
大集、石家庄元氏南佐大集……便宜的物价、
原生态的场景为寒冷的冬季增添了浓浓的年
味儿。

2月5日早上6时35分，记者从天津西站
搭乘G4269高铁直达石家庄，然后换乘公交
车，9时刚过，就到了元氏县南佐镇东南街村
的南佐大集。

虽然早上刚下过雪，但十里八村的乡亲
们还是早早地在村道路两侧铺开了摊子，沾
着泥土的青菜、大葱和蔓菁，当地特色的手工
粉条、挂面、荞面饸饹，以及擀面杖、提篮和背
篓……各类乡村土特产，让人目不暇接。
“老板，这个福字多少钱？”南佐镇东南街

村民李浩然正蹲在摊位旁仔细挑选。他告诉
记者，南佐大集每逢农历“一、六”开集，腊月
二十六是春节前最后一次，他要把家里需要
的年货一次都备齐。

据介绍，南佐镇因位于“东出华北平原，

西进太行山区”的交通要道，方圆几十里的群
众很早之前就自发来此进行交易。现在，每
次南佐大集都有上千个摊位绵延几公里，七
成商品都是农户自家种植、养殖或制作的，素
有“太行第一集”的美誉。
“手工陀螺，小的12元，大的20元。”65

岁的当地村民杜冬朝本是货车司机，退休后
喜欢做点木工活，没想到在乡村集市里迎来
了新机遇。“陀螺原本是村里孩子们的玩具，
但现在很多城里人买回去当摆件。”他还告
诉记者，“今天就有北京客人直接带着原木
找我做擀面杖，现在挣的一点不比开大车
少。”荆条编的背篓、树枝绑的提篮、高粱秆做
的盖帘……这些在朴素中透着智慧的手工制
品在南佐大集都是抢手货。

手工制品让人爱不释手，现做佳肴更是
引得大家食指大动。“嗞嗞嗞”，果子入了油锅；
“噗噗噗”，羊杂下了汤锅；“哗啦啦”，糖炒栗子
开始翻滚……南佐大集里独具特色的“河北
味道”不仅满足了乡亲们的味蕾，还引得京津
游客到此赶集，在美食中感受生活的滋味。
“今天的摊位大概是1800个，来赶集的

至少得有3万人。”南佐镇东南街村党支部书

记李豪告诉记者，南佐大集近两年在网
上“火”起来。“去年，石家庄市区至元氏
县的1003路公交车开通，从市区不到1
小时就能直达南佐大集。与此同时，游
客拍摄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走红，让年
轻人逐渐成为百年老集的‘新势力’。”
他告诉记者，作为地地道道的南佐镇
人，逛大集从小便是他的生活日常。现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而来，每
天耳边飘过天南海北的方言，这个熟悉
的大集，让他生出许多新鲜感。

记者了解到，东南街村已经申请注册了
“南佐大集”商标，村集体通过精选当地特色
产品，经过统一加工和包装，打通从农村集市
到城市的中间环节。目前，“南佐大集”首家
农产品店已经开进了石家庄市区。李豪说：
“我们正计划将店面开进北京、天津，让大家
尝尝我们的特产。”

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河北省各地的大
集热力持续狂飙，能过戏瘾的邢台元街年货
大集、可以赏花的迁安长城年货大集、感受非
遗魅力的衡水年俗文化大集……大集里升腾
着热乎乎的人间烟火气。

春节“玩转”冰雪

蓟州涌进京冀客
今年去哪里过春节？我市蓟州区成

为不少京冀游客的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来蓟州过春节。”来自

北京的王女士对记者表示，她和朋友以往
都是夏天来避暑，但这次要体验一下山里
的年，“滑雪、温泉是这趟的必选项”。

春节期间，蓟州区雪场为游客准备了
一份冰雪“大餐”。从现在到2月17日，盘
山滑雪场将推出多种优惠促销活动，同时
在雪具大厅设立“蓟州农品”超市，平价销
售盘山冻柿、杂粮、野山珍等特色农产
品。预计在2月底之前，蓟洲国际滑雪
场、盘山滑雪场将持续开放夜场活动，让
雪友们尽情体验夜滑的魅力。玉龙滑雪
场在春节期间将继续举办“雪上羊汤节”，
让游客免费品尝羊汤等美食。

蓟州冰雪旅游热带动了周边民宿产业
发展。“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我家的客
房已经预订出去一半，其中京冀游客占比

40%。”鑫阁民宿店主吕楠楠告诉记者，冬季
原本是蓟州旅游淡季，但近两年到山里“过
大年”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家因为紧邻吉姆
冒险世界，亲子游住宿的生意越来越好。
前年，吕楠楠还投资200多万元对民宿进行
了“升级”，提升游客的住宿体验。

据了解，蓟州区以“过大年”为主线，策
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旅游活
动。从除夕到正月十六，黄崖关长城风景
区将举办“大明边塞”第二届新春民俗文化
主题乐园活动，有舞龙舞狮、民间技艺表
演；从除夕到正月初八，渔阳古街将举办
“盛世渔阳 独乐霓裳”春节系列活动，激光
秀将再次点亮古城；从正月初一到初八，将
举行独乐寺庙会，游客可以到独乐寺景区
领取福牌，还能参加蓟州文庙、鲁班庙举行
的新春励志学子祈福研学活动……

今年到蓟州过春节，充实又有趣。
本报记者 张兆瑞

千种年宵花妆点新岁

津城迎春“花”样多
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花卉集散

地，春节前后，曹庄花卉市场生意十分
火爆。
“进入腊月以来，顾客越来越

多，店里平均每天收入提高了六七
成。”店主马双告诉记者，目前，店
里的花有30多个品种，主要是杜鹃
花、海棠花、仙客来、水仙花、红掌
等年宵花，价格从十多元到八九百
元不等。

采访时，记者遇到在蓟州经营花
店的吕先生。他告诉记者，这是第一
次开车到曹庄花卉市场进货。“之前，
我就听说这儿的花品种全、价格好，这
次到这儿一看，还真不错，如果价格合
适，就买几十盆回去。”他说。

在曹庄花卉市场，像吕先生一样
进货的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京冀两地
的顾客。“我们店里收入有六成靠批

发。”据马双介绍，因品种全、价格低，
不少批发商会到曹庄花卉市场采购，
“很多人从周边地区开车过来，车程大
多在2小时左右，其中，沧州、保定等
地的顾客居多。”

负责曹庄花卉市场运营的运河文
化旅游区企划部负责人白鹏飞告诉记
者：“曹庄花卉市场售卖的年宵花涵盖
上千个品种。腊月以来，客流量逐渐
上涨，单日客流量在2万人次以上，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25%。尤其‘小年’之
后，人更多了。目前，我们日接待顾客
达3万人次。”

据白鹏飞介绍，以往，曹庄花卉市
场的营业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5时，
为了满足顾客旺盛的消费需求，2月1
日至 2月 8日，营业时间延至晚上8
时。春节期间，花市正常营业。

本报记者 郝一萍

北京的小院 河北的大集 天津的演出

红火庆新春 三地一条“龙”

春节临近，“欢乐京津冀 一起过大年”2024京津冀新春文

旅系列活动进入高潮。北京以“欢乐春节，畅享京城”为主题，推

出“文化过大年”“非遗过大年”“演艺过大年”“冰雪过大年”“亲

子过大年”“京郊过大年”六大系列7000余场活动。天津以“天

津始‘钟’‘响’你”世纪钟重新鸣响报时为启动，以“中国红�天
津味�盛世年”为春节文旅活动的主题，整合推出春节“畅游津
城”十大系列活动、“漫步津城”十大旅游线路、“爱在天津”十大

暖心服务、100项“津彩”亮点、1000余项文旅活动。河北省围绕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冬游河北过大年主题，推出

了冰雪温泉过大年、戏曲过大年、老字号里过大年、逛集过大年、

村晚过大年、古城过大年、民俗过大年、博物馆里过大年、图书馆

里过大年、景区里过大年十大场景喜迎新春系列文旅活动。连

日来，本报记者分三路在京津冀走访，感受三地浓浓的年味儿和

文旅新气象。

节日活动“上新”

到文化中心观展看表演

小院里过春节 民宿预订火爆

北京：民宿小院
天津：470余场演出

赶大集买年货 烟火气里品年味儿

河北：特色大集

以上图片依次为：只此

乡间民宿、天津大剧院

钢琴演奏会、南佐大集。

古文化街张灯结彩迎接农历新年。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