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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威华 赵焱

金鸡报晓，瑞犬送春。当全球华人
辞旧迎新之际，远在大洋彼岸，巴西里
约热内卢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一家顶
级桑巴舞校献上中国主题的精彩展示，
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向中国年致敬。

在激情四射的巡游队伍中，一辆
装饰着中国龙的大型花车格外醒目，
甲骨文服装、茶叶服装，以及熊猫、兵
马俑等中国元素，成为今年桑巴巡演
最光彩夺目的表演。

丝路主题 致敬中国
有 70 年历史的老牌舞校“塞拉诺

帝国”在特级组中第一个亮相桑巴大
道。这场以“中国丝路上的桑巴帝国”
为主题的视觉盛宴，展示了遥远东方
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

塞拉诺舞校设计了 6 辆具有浓郁
中国风格的彩车，25 款服装展现了青
铜器、甲骨文、火药、指南针、茶叶、熊
猫、灯笼、兵马俑等中国元素，甚至还
有代表“中国制造”的小商品服装和代
表“中国智造”的电子产品服装。

谈及今年狂欢节表演的主题，舞
校主席薇拉·露西亚对新华社记者说：

“ 我 们 希 望 选 择 一 个 与 众 不 同 的 主
题。自从 200 多年前中国茶农受邀前
来培育茶树，巴中之间的人文交流一
直没停过。华人移民文化已成为巴西
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
不来一场展现中国文化的表演呢？”

“中国拥有 5000 年悠久历史，能
展现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必须有所
取舍。我发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源于古代丝绸之路，立刻决定‘丝
路’这个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主题。”

舞校艺术设计总监法比奥·里卡多说。
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里卡多泡

图书馆查资料，还找各地朋友借阅有
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几年前出版的一
套葡文版《华夏五千年文明》带给他不
少创作灵感。“许多人都在赞叹今天中
国的繁荣富强，而我更希望展示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富有创造力的一面。造
纸术、指南针等许多发明都来自中国，
中国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舞校领舞卡波克罗说，中国拥有
5000 年的悠久文明，文化影响力十分
深远。“以中国文化作为表演主题，是
一个正确的选择。”

亲身参与 自豪中国
当里约知名侨领王俊晓、周莎莎

率 领 团 队 步 入 桑 巴 大 道 表 演 等 候 区
时，他们俨然成了明星，巴西民众纷纷
上前寒暄合影，用新学的汉语对他们
说：“你好，谢谢！”

移民巴西多年，王俊晓还是第一
次参加桑巴大道表演，吸引他的正是
塞拉诺舞校的表演主题。“我在最后一
刻得知这一消息，觉得机会难得，赶紧
动员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一身中国
北方武士装扮的王俊晓告诉记者。

居住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华
侨华人也特意自费组团前来。林筠是
圣保罗唐韵艺术团团长，平常就喜欢
文艺。弟弟林旭曾参加过圣保罗狂欢
节表演。“这次完全是中国主题巡游，
我十分自豪。”林旭说。

“ 中 国 是 我 父 母、曾 祖 父 母 的 祖
国，我从小在两种文化氛围中长大。
尽管不会说中文，但有机会在狂欢节
上展示中国文化，我特别高兴。”身着
清朝服饰的薇薇安妮·王说。

“我出生在巴西，但身上流淌着中

国人的血。里约狂欢节展示了中国文
化，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脸上贴着
中巴两国国旗图案的贺雅雯说，“希望
我能通过孔子学院的汉语考试，将来
到中国发展。”

在数千人的表演队伍中，华侨华
人属于少数，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感
兴趣的巴西民众。12 岁的芭芭拉扮演
的是一只活泼可爱的熊猫。“我很喜欢
中国，一直向往去中国看真正的熊猫，
爬长城，希望有一天我能美梦成真。”

“巴西人对桑巴舞的热情与生俱
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发自内心，”应
邀参加花车巡演的 2016 年环球小姐中
国区冠军李珍颖说，“希望能感受更多
当地文化，也希望向巴西民众传递更
多中国文化。”

表演结束后，里约侨领张小春一
边抹去额头的汗水，一边激动地告诉
记者：“随着祖国日益强大，中国文化
越来越受人尊重，希望中国风能更强
劲地在巴西吹起。”

水到渠成 相知中国
巴西顶级桑巴舞校以中国作为表

演 主 题 ，并 不 是 一 个 心 血 来 潮 的 决
定。它是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发展、中拉关系不断深化的一个缩影。

中拉论坛建立三年来，政治互信
向深入发展、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持
续攀升、民意基础不断夯实。乘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春风，拉美成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该倡议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与方。

目前，中巴两国经贸往来达到新
高度。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
伴 。 中 国 是 巴 西 商 品 主 要 出 口 目 的
地，出口额占巴西外贸的四分之一，而
中 国 企 业 在 巴 西 的 投 资 存 量 已 超 过

400 亿美元。
在中巴政治、经济合作的“硬”支

撑下，两国人文交流的“软”助力加速
提质，成为双方交往的一大亮点。特
别是 2016 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之后，
学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在拉美蔚然成
风。仅巴西一国，已有 9 所孔子学院。

去年 9 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应邀参
加巴西久负盛名的库里蒂巴双年展，
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品首次在南美集
中呈现，涵盖摄影、影像、绘画、雕塑等
形式，令巴西民众交口称赞。

巴西去年出版了中国作家老舍的
代表作《骆驼祥子》。今年 1 月，中巴双
方在里约成立合作选题研发中心，并
联袂推出“书”字汉语拼音——“SHU”
的图书品牌。

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巴西文化部长塞尔吉奥·莱唐表

示，中国文化悠久深厚，体现了中国人
在几千年历史中积淀的智慧。希望更
多巴西民众了解中国文化，联结起地
理上相距遥远的两个国家。

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说，人文
交流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虽然中巴
相距万里，但人文交流日益热络，前景
广阔。

巴西狂欢节后，全球华人迎来中
国农历狗年，舞校特意安排最后一辆
花车向中国年致敬。花车喷射出绚丽
彩带，象征着 2018 年风调雨顺、万事如
意。

“我们的桂冠在闪耀，来和我们一
起庆祝中国新年。”狂欢节巡演中，舞
校的主题曲响起，随着电视转播信号
传向四面八方，桑巴大道上洋溢着欢
乐祥和的春节气氛⋯⋯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2 月 17 日电）

当桑巴爱上中国红 巴西狂欢节致敬中国年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除夕刚过，一张“能转走疾病”的
“佛系保佑妈妈图”刷爆微信朋友圈，
不少人接力转发为父母祈福，热度之
高连画作原作者都始料未及。这位作
者辟谣“没有特殊含义。希望大家过
年多陪陪家人，陪伴才是最好的献孝
心方式”。

孝 在 中 国 被 称 为 百 善 之 首 。 互
联网的发达，为很多人提供了表达孝
心情感的新渠道。“朋友圈”里那些祝

福和祈祷，既有国人对父母“爱你在
心口难开”的亲情，也包含了儿女“难
报三春晖”的思念、愧疚、反思⋯⋯这
些情绪的汇聚 、发酵，激发起更多孝
心孝行。

在“隔空示孝”的同时应当明白，
孝心重在身体力行。曾经，“父母在，
不远行”是为孝。时代变迁，今天，拼
搏的人往往天各一方，行孝自然不可
能 囿 于 此 念 。 从 牙 牙 学 语 到 奔 向 社
会，子女每成长一步，都意味着离父母
更远。成家立业后，父母由天天在一
起相伴的家人，变成了手机通讯录里

的名字；儿女对父母的孝也由时时承
欢膝下，变成了一句遥远的问候。陪
伴，这种生活的必需品，成为了很多人
难以执念的奢侈品。

“家里挺好的，放心吧。”这句话很
多离家的人都听过，但它背后浸透的
思 念 谁 能 体 会 ？ 当 你 在 外 拼 搏 了 一
年，年迈的奶奶做好粉蒸肉等你回家，
她期待的是又可以拉着小孙子小孙女
的手说说话；当老爸老妈用一桌儿时
的味道洗去你一年的疲惫，所求的只
是与你静静地相聚几天。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朋友圈”里的孝心可褒，走出

“朋友圈”的陪伴却更可贵。
在“朋友圈”里表达完孝心后，千

万 记 得 要 接 过 妈 妈 手 里 正 在 洗 的
碗，拿起爸爸打扫卫生的拖把，或是
帮 他 们 揉 揉 酸 疼 的 肩 膀 ，陪 他 们 坐
下 拉 拉 家 常 。“ 我 爱 你 ”不 一 定 用 嘴
巴 说 给 父 母 听 ，但 一 定 要 用 行 动 让
他们感知到。

“儿女灯前，父母膝下”是人生至
福。每一个能用行动直接向父母表达
孝心的日子，都应该成为儿女“分秒必
珍”的美好时光。

（新华社兰州 2 月 18 日电）

春节尽孝，不能止于“朋友圈”

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记者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三，铁路客流持续
回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902 万人
次，增开旅客列车 333 列。

2 月 18 日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旅
游为主，返程客流也开始逐渐升温。郑
州铁路局 18 日起至 3 月 12 日加开郑州
至焦作间 5 对（10 趟）城际列车，方便省
内客流换乘。武汉铁路局增开汉口至
西宁、汉口至天门南等方向 3 列客车提
升运力。西安铁路局春运期间公交化
开行往返西安与成都之间的高铁列车，
每天开行 74 趟，平均 10.9 分钟一趟。
上海铁路局增开旅客列车 67 列，并采
取扩大列车编组、动车组重联等多项便

民措施，尽最大努力满足节日期间旅客
出行需求。

在提升运力的同时，铁路部门采取
多种措施服务旅客出行。北京铁路局
在各车站设置爱心服务区、母婴室、儿
童娱乐区，为旅客提供温馨舒适的候车
环境。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还
设置 32 条自助实名制核验通道，方便
旅客快速进站。南昌铁路局密切联系
鹰潭、上饶、瑞金、厦门、武夷山等热门
旅游目的地交通部门，在列车到达、出
发集中时段，加密景区和车站接驳公交
的开行班次，方便旅客出行。郑州铁路
局在管内各大火车站增加“换乘驿站”
服务岗人员，方便购买联程车票旅客接
续换乘。

铁路客流持续回升
初三发送旅客902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春节来临，正是各地群众盘点一年
收获，红红火火欢庆农历新年的时刻。
记者近日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多地走访，处处感受到人们在对新
一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团结一致求发
展、依靠奋斗获幸福的满满信心。

大地迎来新春，孕育着新的希望。
生活之美，从家乡之变开始
大年初二，内蒙古自治区贡宝拉格草

原，滴水成冰、呵气成霜。蒙古族牧民琪
琪格手捧哈达，迎接客人。屋里热气腾腾
的暖气，瞬间驱散客人们身上的寒气。

“全家住进温暖的房子、牛羊搬进
暖和的棚圈、出门拜年有了汽车，这些
都几乎让我忘掉春节的冷，只记住春节
的喜庆了。”65 岁的琪琪格说。

琪琪格一家 6 口生活在太仆寺旗贡
宝拉格苏木吉林乌苏嘎查，在一眼望不
到边的枯黄草原上，琪琪格家贴着大红
蒙古文对联的白色砖瓦房格外显眼。

经历过住蒙古包、土房年代的琪琪
格，受尽了屋外刮大风、屋内刮小风的
烦扰。两年前，在国家危房改造项目的
资助下，琪琪格建起了新房，安装了暖
气。“一年中最长、最难熬的冬季，现在
变得太舒服了。”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广西龙州县，
近年来当地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越来越
多边民过上了红火日子。

“我们村变化很大，水、电、路都通了，
连厕所都可以与县城相比了。”在龙州县
金龙镇双蒙村，村民农少杰高兴地说。

近年来，双蒙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很快。目前，该村通行政村、自然屯的道
路硬化率、农户通电率、安全饮水普及率
等均达到 100％。村里有了农家书屋、
群众活动广场、文化宣传栏，有的屯还装
上了太阳能路灯，贫困村面貌焕然一新。

石榴籽越抱越紧，致富路上不掉队
新春的暖阳，温暖着新疆麦盖提县

库木库萨尔乡库木库都克村村民阿依
提拉·依地热斯的百花园。

“这几天天热不少花都开了，预定
的电话也多了起来。”阿依提拉·依地热
斯的百花园就是家中的花卉大棚。虽
是初春，但大棚内生机盎然，不少客户
已开始预订花卉。“花卖得越好，证明大
家生活也越好。我每年可以收入 4 万多
元，现在的生活比花儿还美。”

近年来，依靠着自己的百花园，阿
依提拉·依地热斯不仅远离了贫困，也
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不
少村民也在家中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
空地发展蔬菜花卉种植等项目，把农家
庭院的“方寸地”建成自己脱贫致富的

“增收园”。目前，库木库都克村 168 户
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同利
村，村民大部分是 2012年从宁夏中南部
山区搬迁而来的。“搬迁前，我们祖祖辈辈
都‘靠天吃饭’，灌溉、吃水全靠那点雨水，
而且交通非常不便。”同利村村民白蓉说。

搬迁到同利村后，村民生活条件大
幅改善。为了加速大伙脱贫致富的步
伐，利通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将厂房
直接建在村里，还为村民提供技术培
训，让不少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

在同利村的宁夏百益同利民族服
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数十名女工正
在赶制一批裤子。“这是一笔外贸订单，
裤子做出来，要卖到国外去。”车间负责
人马晓红说，“我们车间现有的 80 多名
工人全部是周边村民，人均月工资能达
到 2000 元左右。”

同利村村民杨登兰是村里的低保
户，由于业绩突出，近期升职为车间生产
一区班长。“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我想
进城打工也脱不开身。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上班，挣钱顾家两不误。”杨登兰说。

目前已有两家企业在村里建了生
产车间，随着后续生产线陆续投产，更
多村民将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此外，政
府还通过扶持牧场和养殖合作社、提供
贴息贷款等措施帮助村民发展养殖，预
计到今年底，全村剩余的 1074 名贫困
人口将全部脱贫。

不等不靠，奋斗的幸福最甜蜜
农历春节前夕，记者来到陕北革命

老区采访。在延川县关庄镇二八甲村，
60 岁的村民姬世文正在炸着金黄的陕
北年糕，他还和家人买了 30 多斤肉，准
备炸丸子、包饺子，迎接亲戚邻居串门。

姬世文一家如今的富足，离不开田
间地头的多项“产业”。“去年地里的西
瓜和土豆赚了 2 万多块钱。今年十来亩
山地苹果就要挂果了，肯定还能挣不
少。”姬世文说。

在姬世文家隔壁，去年刚脱贫的贺
海荣还在忙碌。“还没顾上准备年货，今
年过年要在大棚里忙了。”贺海荣和父
亲、弟弟一家共同拥有两座大棚，种的
青辣椒已长出了一些。“明年这辣椒能
长得很高，整个棚里的能卖上 6 万块钱
都不止。”

二八甲村驻村第一书记杨世林说，
村里制定了山地苹果、沟道养殖、粉条
加工多渠道产业发展思路，让每户人家
都有多个产业，再也不愁收入来源。

大年初二，在西南边陲，云南省澜
沧县酒井乡老达保村里锣鼓喧天、歌声
震耳。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在为次日
的演出进行紧张的排练。

老达保村是一个拉祜族村寨，拉祜
族群众能歌善舞，村里一多半人都会弹
吉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吉他小寨。

可就在几年前，因为交通闭塞、生
产落后，村民的生活还十分艰苦。2013
年老达保村开始探索文化旅游扶贫之
路，修建了演艺广场，村民们开始自发
编排《快乐拉祜》实景原生态歌舞。

从刚开始零星的游客，到如今节日
演出场场爆满，老达保村的实景演出已
累计达 400 余场。老达保村的村民李
娜倮说：“村里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排
练节目，排练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虽然
很累，但很幸福。”

（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奋斗来的幸福最甜蜜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新春见闻

2 月 17 日，在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小镇斯泰陵布什，人们参加“彩色跑”活动。当
日，开普敦郊外的小镇斯泰陵布什举行“彩色跑”活动，吸引了 3500 多人参加。今年

“彩色跑”的主题是“超级英雄”，所获得的收入将用于慈善事业。 新华社发

开普敦举行“彩色跑”

快乐闹新春

2 月 18 日 ，
游人在北京地坛
庙会上游览。春
节期间，各地纷
纷举办年味甚浓
的庙会活动，吸
引众多市民前来
观光游玩。

新华社发

2 月 18 日，在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忍字口村，村
民准备背杆表演。河北唐山迁西县背杆表演已有两
百多年的历史，春节期间，村民通过这种方式欢聚一
堂，热热闹闹过大年。 新华社发

2 月 18 日，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封口坝村的村民在参加“越野”长跑比赛。春节期间，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封口坝村的村民们组织开起“村民运动会”。邻里乡亲踊跃报名参加
拔河、长跑、乒乓球等项目的比赛，在欢乐喜庆、团结活泼的氛围里增进邻里情谊，共享快乐新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