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青化砭战役
（1947年3月25日）

1947年 3月 13日，胡宗南集团集
中 14个旅，自洛川、宜川地区分两路
向延安发起进攻。18日，中共中央及
延安各机关安全转移后，西北野战兵
团于 19日上午主动放弃延安。胡宗
南集团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
边区首府延安后，便将其前进指挥所
由洛川移至延安，急于寻找西北野战
军主力决战。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
团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西北野战
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德怀、中共

中央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兵团副政
治委员习仲勋的指挥下，以一部兵力
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
东北甘谷驿、青化砭等地待机。22
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所属整编第
1、第90师共5个旅由延安向安塞方向
急进；另以该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
十一旅旅部率九十二团由延安东南的
临真镇前出青化砭，保障其主力翼侧
安全。23日，西北野战兵团以 6个旅
的兵力在青化砭地区利用公路两侧山

地伏击孤军冒进的第三十一旅。其
中，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位于林坪至
阎家淘公路两侧地区；第二纵队（辖第
三五九旅、独四旅）及教导旅位于房家
桥至青化砭以东地区，新编第四旅在
青化砭以东赵家淘以南高地，利用有
利地形隐蔽待机；第一纵队独立第一
旅集结在青化砭西南地区为预备队，
并担负对延安、安塞方向的警戒任务，
保障主力翼侧安全。24日，胡宗南部
5个旅进至安塞。25日拂晓，第三十

一旅旅部率 1个团由拐峁沿公路北
进，10时许进入西北野战兵团的伏击
地域。西北野战兵团即采取拦头、断
尾、两翼夹击的战法，突然发起猛攻，
经近两小时激战，全歼第三十一旅旅
部及第九十二团共2900余人。

青化砭战役，是西北野战兵团撤
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役
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气焰，极大
地鼓舞了陕北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战役中，歼敌第三十一旅部和一个
团，共2993人。图为彭德怀、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在青化砭战役中观察阵地

● 1947年3月19日晚，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进行战略转移

新华社香港1月26日电（记者 黄茜恬）《天行艺
道——水墨45年》展览26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展
览展出香港美协主席、著名画家林天行45年来的中国水
墨艺术创作作品逾200帧。

此次展览分为“习古传承”“写生求真”“陕北旅”“西
藏行”“乡郊景象”等 11个主题，全面展示林天行的绘画
成就，尤其是其独具创意的彩墨风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上视频致辞表
示，林天行艺术语言中西合璧，恰好反映出香港作为中外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香港正积极发挥古今交融、
中西荟萃，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平台作用。香港会
继续担当连接国家与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香港故事。

“我已经在香港生活了整整 40年，我热爱这充满活
力的梦幻之都，这里的山海和树木都是我的挚友。此次
展览是我献给香港的礼物。”林天行说。

据悉，此次展览展期将至1月31日。展览期间将举
办“中外当代彩墨新时代”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外学者、专
家及艺术家参与，就中外当代水墨艺术语境与最新发展
进行研讨，还将出版大型画册。

《天行艺道——水墨45年》
展览在港开幕

新华社香港1月26日电（记者 谢妞）记者26日从
香港农历新年烟花汇演发布会上获悉，香港农历新年烟
花汇演将于2月11日（大年初二）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
空上演，燃放烟花共23888枚，持续约23分钟。

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
筹，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赞助，以“龙年百业旺、盛世中华
强”为主题，通过绚烂烟花向全港市民拜年，同时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揭开序幕。

汇演共分为八幕，第二幕“八星报喜贺贺喜”中，随着
农历新年祝福音乐响起，空中将绽放出金色“8”字及红色

“8”字变爆裂造型的烟花，祝福市民和游客新的一年财源
滚滚。届时，人们在尖沙咀、湾仔等地都可以观赏到烟花
绽放的精彩场面。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主席谭锦球表示，希望通过本
次烟花汇演，增加节日欢乐喜庆的气氛，为全港市民和
游客送上节日祝福，与大众共同见证源远流长的“中国
式浪漫”。

香港将复办农历新年烟花汇演

在巴西东南部贝洛奥里藏特市的一个作坊里，工人
们正在为该市一家桑巴舞校赶制一条舞动的钢架“中国
龙”造型，准备参加2月13日的狂欢节表演。

成立于 1961年的“城市花园”舞校曾18次获得该市
狂欢节表演冠军，今年舞校参加狂欢节演出的主题为“穿
越智慧之路 孔雀遇见龙——巴西－中国文化之旅”。

舞校校长亚历山大·科斯塔·席尔瓦日前告诉记
者：“能向巴西人展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
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舞校的标志孔雀与‘中国龙’的相
遇，一定能够擦出绚烂的火花。”

亚历山大介绍，今年舞校的表演共有 15个演员方
阵和 5辆彩车，其中一辆是舞动的“中国龙”，还有一辆
彩车是紫禁城造型。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舞校
从里约热内卢聘请知名狂欢节设计师进行服装设计、
主题曲创作。

有 27年制作狂欢节服装经验的毛罗·恩里克·德奥
利韦拉·梅洛是负责紫禁城方阵服装的裁缝。毛罗说，将
有巨大裙撑的巴伊亚妇女服装与紫禁城的红墙金瓦结合
在一起需要发挥想象。“我们用大红色的布料代表红墙，
金色丝带勾勒出金黄的屋顶，中间配有黑色装饰让颜色
更加丰富，体现出狂欢节的欢快和紫禁城的威严。”

舞校的表演队伍中还包括代表最早到达巴西的中国
移民的茶农方阵、风筝方阵、代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烟
花（火药）方阵和指南针方阵、十二生肖方阵，以及机器人
方阵、宇航员方阵等。“我们不仅希望表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面，也希望展现日新月异的中国。”亚历山大说。

从新年伊始到狂欢节正式开幕，舞校每个周末都有
排练，演员们不断练习与主题契合的舞蹈和歌曲，力争在
狂欢节巡游中有最佳表现。

舞校副校长提亚妮·玛格丽特说：“狂欢节是巴西人
最喜欢的文化方式，在狂欢节上展示中国文化将让巴西
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中国丰富的文化元素也给我们提供
了灵感。”

“城市花园，是我的一切，无论葡萄牙语还是汉语，我
们的语言是心灵，我爱你，巴西和中国，我们的友谊永
存。”这首今年“城市花园”舞校的主题曲将随着舞动的

“中国龙”唱响在巴西狂欢节。

舞动在巴西狂欢节的“中国龙”
新华社记者 赵焱

1月 26日，书法家在西安市新城区民乐园文化街为
市民写春联送祝福。

当日，西安市新城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陕西文艺“六进”志愿服务活动。表演艺术家登台献
艺，书法家免费为市民写春联，营造出浓浓的新春节日氛
围。2022年以来，陕西省文联策划开展了文艺进校园、
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军营、进机关“六进”志愿服务
活动。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 摄

文艺下基层 送福迎新春

新华社巴黎1月26日电（记者 张
百慧）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法国邮政
集团 26日在巴黎举行中国龙年生肖纪
念邮票发行仪式。

中国龙年生肖纪念邮票共两款，
由法国华人艺术家陈江洪设计。其
中，一款邮资 1.29欧元，票面是蓝色背
景上绘制着一条翱翔的飞龙；另一款
邮资 1.96欧元，票面是红色背景衬托
着一颗昂首向上的龙头。两款邮票票
面上均用中文和法语书写着“龙年”字

样。
据陈江洪介绍，本次龙年邮票的

设计融合了工笔重彩的手法和写意的
笔法，强调了在中国象征吉祥的红色
元素，希望借这一设计让人们走入“童
话世界”，倾听更多关于中国龙的神话
故事。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邮票发行
仪式上致辞说，今年的发行仪式具有特
殊意义。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
是中法文化旅游年。龙是十二生肖中唯

一的神话动物，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
化符号，代表着刚健进取、自强不息、包
容中和的民族精神。借此美好寓意，祝
愿在即将到来的龙年里，中法关系继续
龙腾虎跃、乘风破浪。

法国邮政集团欧洲与国际关系部
门负责人让-保罗·福塞维尔在现场对
记者说，今年法中两国将围绕文化旅
游举办大量活动以庆祝法中友谊，法
国邮政也将继续与中国邮政保持紧密
合作。在龙年到来之际，这份邮票既

是送给在法华人的一份礼物，也是让
海外民众发现中国龙文化的一个绝佳
机会。

当日发售的还有龙年纪念首日封、
明信片等邮品，吸引了众多法国当地集
邮爱好者到场购买。

今年是法国邮政集团连续第 20年
以发行生肖邮票的方式与在法华侨华人
共庆佳节。2005年，法国邮政首次发行
了由中法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中国农历鸡
年生肖纪念邮票。

法国发行龙年生肖纪念邮票

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成为这
个冬天中国文旅经济最闪亮的景观。“尔
滨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在纷纷点赞
的同时，也不免会问：哈尔滨的走红只是
流量的狂欢吗？会不会“昙花一现”？

记者调查发现，“尔滨现象”的出现
固然离不开互联网助力，但更重要的是

“势成之”：“乘势”——“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理念启迪之下，哈尔滨凭借优越

“冷资源”和深厚文化发展特色文旅“热
经济”；“造势”——当地政府和企业“预
则立”，为疫情过后首个冰雪季早早做起
功课；“顺势”——妥善应对挑战后“尔
滨”愈发自信，市民主人翁热情迸发，社
交媒体热度持续。是这样的时与势，让
冰城“火”了。

“‘尔滨’这次火爆出圈，烟火气满
满、活力满满、热情满满、信心满满”，哈
尔滨市的城市管理者说，“我们更有底气
书写特色文化旅游的新篇章”。

“井喷式”增长，“冰城”今冬如此耀眼

这个冬天，来哈尔滨赏冰玩雪，成为
全国各地人们的新时尚。

1月 25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
开园第39天。夜幕下，这座巨大的冰雪
乐园人潮涌动，流光溢彩。游客观赏冰
雕雪塑之余，争相体验超级冰滑梯、雪花
摩天轮等“王牌”娱乐项目，跟随网红主
持人“左右哥”的口令尽情舞动，现场化
作一片欢乐的海洋。“好看又好玩，不虚
此行!”西安游客卢畅笑着说。

不仅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
等热门景点景区人头攒动，红专街早市、
道里菜市场，甚至一些洗浴中心都人气
十足。这个冰雪季，“冰城”迎来“高光时
刻”，成为国内最热门的冰雪旅游城市。
数据显示，仅 2024年元旦假期三天，哈
尔滨累计接待游客达 304.79万人次，旅
游收入逾 59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哈尔
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20.5万人
次，同比增长93.8%。

“尔滨”火了，带动起黑龙江全域冰
雪旅游热。广西“砂糖橘”、四川“小熊

猫”等萌娃组团“勇闯”黑龙江，所到之处
受到东北“老铁”热情欢迎，网友通过直
播平台开启“云看娃”模式。黑龙江冰雪
热的巨大流量和关注度，让全国各地文
旅部门由心动到行动，纷纷“整活”，围绕
当下“热梗”、话题，宣介自家旅游产品，
形成“全国文旅大联欢”之势。

不仅如此，“尔滨”还出圈到国外。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瑞士国家旅游局局长马丁·尼德格尔在
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对哈尔滨冬季旅
游的火爆叹为观止，并用中文喊话，欢迎
中国游客前去瑞士观光旅游。

“尔滨”的闪亮，也使东北老工业基
地再次被看见，为东北振兴带来久违的
人气和宝贵的信心，使这里的资源禀赋、
政策优势、人文特色和巨大潜能直观地
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现象级爆红，偶然还是必然?

一个多月来，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
高位持续。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
旅游热度从元旦延续至春节，春节期间，
旅游预订订单同比增长超14倍，成为全
国增幅最高的城市。

“哈尔滨的走红并非偶然，而是厚积薄
发。”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晶说。

冰雪是黑龙江的鲜明特色和优势。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作为冰雪资源大省，黑
龙江省近年来积极推动冰雪运动、冰雪
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
展，将冰雪特色文旅作为实现全面振兴
的重要产业加快推进。黑龙江省十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正在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2024年将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
游，冰雪季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
收入超过1500亿元，让冰天雪地更好转
化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如果说黑龙江是“冰雪之冠”，哈尔
滨就是冠上最闪耀的明珠。1963年第
一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1985年第一届
哈尔滨冰雪节，1999年第一届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哈尔滨的冰雪节庆文化已

有数十年历史，“冰城”名副其实。作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奥运冠军之城”和
联合国授予的“世界音乐之都”，哈尔滨
的深厚文化底蕴让游客感到“见面胜似
闻名”。

游客可能没想到的是，为了迎接这
个冬天的冰雪热，黑龙江省早就开始行
动了。2023年，黑龙江开展夏季避暑旅
游“百日行动”和冬季冰雪旅游“百日行
动”，建立“文旅体验官”制度，以游客思
维、游客视角换位思考，着力改善旅游消
费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在冰雪季来临
前，黑龙江省辗转多个省份向全国人民
推介自己的优质冰雪旅游资源、产品和
线路，运用新媒体平台多维度推介。

2023年 12月 18日，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正式开园，拉开冰雪季旅游大幕。
不料，当天游客众多，因等待大滑梯时间
过长直喊“退票”。哈尔滨市相关方面立
即退票、道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细
化景区服务。这样的诚意之举打动了游
客，化危为机，赢得大量网友点赞，让更
多人坚定了来冰城“打卡”的心愿。

“尔滨”此后渐入佳境，开启“宠客模
式”。索菲亚广场升起人造月亮、街边建
成温暖驿站……哈尔滨拿出“家底”，一
波波暖心操作让本地人感到“陌生”。市
民的好客热情也被点燃，纷纷加入款待
客人的行列，在中央大街请游客喝茶、私
家车免费护送游客……

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市民有爱，再
加上社交媒体加持，使“尔滨”在天时、地
利、人和中成为“顶流”。

“尔滨现象”，如何成为“新常态”?

谈起“尔滨现象”，业内人士认为，哈
尔滨今年冰雪旅游爆红有偶然因素。不
过，借着“3亿人上冰雪”的冬奥效应、东北
全面振兴机遇等大势，这座具有城市特
质、历史积淀、文化底蕴，有决心做好市场
管理、高水准服务的城市，有望把“尔滨现
象”变成文旅产业大发展的“新常态”。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启
存冰工作，为下一个冰雪季和2025年第

九届亚冬会做准备。当冰雪热潮遇上体
育激情，“冰城”盛况可想而知。据悉，哈
尔滨市聚焦国际冰雪旅游度假胜地建
设，将重构文旅发展顶层设计，以游客为
中心优化提升冰雪大世界等景区大平
台，决心以亚冬会为契机推动冰雪经济
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之美，何止冬天的冰雪。”哈
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说，这座城市春有浪漫的“丁香花王国”，
夏是宜人的避暑之都，秋有美丽的五花
山色，这是哈尔滨发展全季旅游的实力
所在。

哈尔滨多元文化荟萃、中西文化交
融，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长红”的最
大底气。市区保留着巴洛克式、拜占庭
式、哥特式等一大批历史建筑，被誉为

“万国建筑博物城”。这里是我国传承现
代音乐艺术最早的城市。“迷人的哈尔滨
之夏”品牌整合夏季旅游资源，让音乐
会、美食节、啤酒节深度融合。人们有理
由期待，“尔滨现象”的夏季版同样精彩。

有关人士指出，“尔滨现象”为提高
城市吸引力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对城市
未来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需要努力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景
区建设‘硬设施’，优化旅游业态、消费氛
围等‘软环境’。即便冰雪消融或是流量
减少，这样的城市也将在下一轮激烈竞
争中获得更多先机和更充足的底气。”黑
龙江省政协常委、黑龙江省侨商投资企
业协会执行会长潘洋说。

“让‘尔滨现象’成为‘新常态’，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东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
与法学院讲师张娜认为，“特别是要持续
提高冰雪旅游文化影响力，提高政府部门
在冰雪旅游发展中的服务、管理能力。”

专家还认为，“尔滨现象”对释放冰
雪经济活力，促进文旅产业发展，探索

“网红”城市行稳致远路径，提振高质量
发展信心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尔滨现
象”及其未来发展，值得相关方面进一步
关注和研究，探寻城市品牌塑造和运营
规律，从而期待更多“尔滨”的出现。

“尔滨现象”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新华社记者 熊言豪 刘赫垚 杨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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