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李存霞

春节到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大学西路街道前进巷社区的居民们
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迎新春活动。社
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拌凉菜、包饺
子，热热闹闹庆团圆；“传承传统文
化 喜迎美好新年”活动上，居民们
一起剪窗花、折灯笼、写春联，欢欢
喜喜迎新春……

“每逢节假日，我们社区都会组
织丰富多彩的活动，由居民组成的
文艺队伍还会表演快板、舞蹈等各
类节目，可热闹了！”社区居民秦大
爷说，“我住在这儿几十年了，我们
社区各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之间
互帮互助，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和
睦的社区里，我觉得很幸福。”

前进巷社区是呼和浩特市第四
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汉
族、蒙古族、满族、回族、朝鲜族等各
族群众共 3100 多人生活在这里。
走进前进巷社区，最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五彩斑斓的民族团结文化墙和
彩绘墙，“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一条条标语引人注目，团
结、和谐的气息扑面而来。

“多年来，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
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坚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
中。我们成立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党总支班子统
一领导、党总支书记牵头协调、社区
干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真正做
到民族工作有人抓、责任明，大力向
各族群众宣传普及党的民族政策、
民族理论等，带动辖区居民共同投
入到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
动中来。”前进巷社区党总支书记萧
静介绍，前不久，前进巷社区再获殊
荣，获评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社区文化邻里节、红色文化节
庆活动、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团
结促和谐 同心共圆中国梦”主题活
动……前进巷社区定期开展各类群
众文化活动，成立了社区合唱团、模
特队、快板队、朗诵队等6支文化志
愿服务队，调动各族群众参与社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积极性，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群众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
观、文化观、宗教观，让社区各族群
众在持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增
进感情，增强“五个认同”，获得更多
归属感和幸福感。

为了更加精细化、个性化地服
务各族群众，社区网格员每周走访
辖区居民及商户，详细掌握社区各
族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就业情况，将
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员优先纳入社
区民政救济和帮扶范围。社区建立
起邻里沟通疏通机制，积极化解邻
里矛盾，成立社区法律援助站，为居
民提供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解等
服务，切实维护各族群众合法利益，
力争把问题矛盾解决在基层，建立
和谐邻里关系，营造浓厚的民族团
结良好氛围。

2019年，社区还搭建了“红石
榴赛罕驿站”，引进特色手工艺产品
制造组织，向有居家就业需求的居
民提供手工技艺教学，搭建各族群
众互帮互学、交流交融的平台，更广
泛地带动辖区各族居民就业创业。

每年，前进巷社区积极开展社
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小区、模范集
体及个人表彰活动，截至目前，评选
出民族团结示范街巷1条、民族团
结进步小区 2个、民族团结队伍 3
支、民族团结示范户3户、民族团结
先进个人46名，极大地鼓舞吸引了
各族群众参与创建工作的积极性，
各族居民群众从中汲取到榜样的力
量，个个争做民族团结模范。

“下一步，前进巷社区将继续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立足社区实际，不断创新工作载体，
提升为民服务质量，优化基层治理
模式，巩固民族团结基础，努力把社
区打造成为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守
望相助、共同发展的和谐家园。”萧
静说。

前进巷社区：
民族团结一家亲
携手并肩向前进

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8月27日至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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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生

又是一年新春到，转眼
间，牛年已尽、虎岁来临。我
们迎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春节。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不同的人对过
年有着不同的感受。物质产
品匮乏年代，人们缺衣少食，
渴望过年能穿新衣服、吃好
吃的食品；物质产品极大丰
富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
新衣服随时可买、好吃的及
时能吃，对过年的概念也多
半成了休息和玩乐，有的人
因为忙于年前的清扫和年中
的应酬，甚至会觉得过年劳
累和乏味。其实，不论是物
质匮乏时期的穷年，还是物
质产品丰富的丰年，年的意
义始终没有改变，而改变的
恰恰是人们的心境。

年的意义在于团圆。辛
苦劳碌一年的父母，在外工
作或者上学的子女，利用春
节假期来一次团聚，在饭桌
上、在客厅间，共话一年的收
获，展望来年的发展。多时
未见的亲戚朋友在过年时互
相走动，喝喝酒、说说话、聊
聊天、上上网、打打牌，在交
流交往中互通有无、联络感
情，也不失为一种快事。

年的意义在于娱乐。不
论是冬闲的农民，还是放假
的上班族，或者是放假的学
生，在过年时都能找到自己
的乐趣。春晚自然是每年必
看的节目。此外，还可以看
电影、看电视、看社火、读书、
游戏、上网、运动、健身。即
使什么也不干，躺着也是莫
大的享受。

年的意义在于文化。小
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转眼就
是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
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
二十六煮煮肉，二十七杀年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
馒头，三十晚上闹一宿，大年
初一扭一扭。别的不说，光是
过年的准备，就有这么多的说
道。更不用说春联、花灯、祭
祀、民俗、社火等。

过年过年，，过的是心情过的是心情，，心情心情
舒畅者自会感觉人逢喜事精舒畅者自会感觉人逢喜事精
神爽神爽；；心情郁闷者则会有度日心情郁闷者则会有度日
如年的感觉如年的感觉。。

事实上事实上，，无论持有怎样无论持有怎样
的心态的心态，，我们都要用心过年我们都要用心过年。。
在阖家团圆的时刻享受亲情在阖家团圆的时刻享受亲情，，
在有限的假日里放松心情在有限的假日里放松心情，，在在
浓浓年味中感受文化浓浓年味中感受文化。。这个这个
时候时候，，你一定会感受到你一定会感受到，，过年过年
的滋味的滋味，，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用心过年

【一言】

福虎迎春 备好年夜饭欢喜庆团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它源
于农耕岁月里先民对自然的感恩，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幸福未来的祈愿，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寅虎送福，丰富多彩的节
日习俗，氛围感拉满的春节仪式，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为虎年增添了更多喜庆的气氛和文化的韵味。

□本报记者 院秀琴

市民选购年饰。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儿童剧《刘小闯学画》剧照。

双墙秧歌《海蚌戏渔翁》。

话剧《Hi，我找吕布》剧照。

龙灯鼓。

各种春节仪式，备餐！

进入腊月，春节就拉开了帷幕。从
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开始，家家户户就进
入了“忙年”的状态，人们像创造一件艺
术品一样打造春节的仪式。

“春节期间，我国各个民族都要举行
各种活动来表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除
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为主要内
容，是维系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精
神纽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从事中国传
统文化及文献研究的内蒙古文联党组成
员闫艳博士介绍，春节俗称“过年”，其起
源学界尚未有定论，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年”与上古时期的“腊祭”具有直接联
系。通过年终的祭祀，人们期待来年获
得更大的丰收。汉代以前由于历法没有
定型，“年”的时间概念因时代而不同。
汉武帝时确定以夏历纪年，并把24节气
编入历法，定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年
终。于是，作为年节的正月初一被确定
下来，围绕年节的各种活动于除夕开始
进行，逐渐形成节日风俗。

内蒙古地区的春节习俗丰富多样且
源远流长。“除中华民族共有的贴春联、
贴年画、扫尘、放鞭炮、吃团圆饭、吃饺
子、拜年、给压岁钱、祭祖等传统习俗外，
内蒙古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节习俗。尽管内蒙
古东西部地区的春节习俗略有差异，但
大体相似。”闫艳说。

从贴“门神”开始，文有魏征、文天祥，
武有秦琼、尉迟恭，祈福有赐福天官……
其仪式也是满满的一整套。“无论是哪类
门神，人们将其贴在门上，都是用以驱邪
避秽、保卫家宅、祈福于来年。”闫艳说。

春节的高潮仪式是守岁。除夕之
夜，明烛高悬，家人团圆，达旦不眠，或宴
饮或围炉或歌舞，叙旧话新，彼此祝愿，
祝福美好的新一年。“‘守岁’的‘守’既包
含着对逝去的旧岁有留恋之情，也寄托
着对即将到来的新年怀有美好的期待。”
闫艳告诉记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今今
年春节许多年轻人也把一些全新的活动年春节许多年轻人也把一些全新的活动
带入春节的庆祝当中带入春节的庆祝当中，，营造了充满潮流营造了充满潮流
的独特春节仪式感的独特春节仪式感。。

说到春节的庆祝活动说到春节的庆祝活动，，内蒙古鸿德内蒙古鸿德
文理学院大四学生李妍表示文理学院大四学生李妍表示：：““和爸妈一和爸妈一

起看冬奥会起看冬奥会，，是今年过是今年过
年的必备仪式年的必备仪式！！””李妍一李妍一
家三口都是体育爱好家三口都是体育爱好
者者，，北京冬奥会开幕恰北京冬奥会开幕恰
好在春节期间好在春节期间，，““为配合为配合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过年聚会减过年聚会减

少少，，能和爸妈一起在家看奥运会能和爸妈一起在家看奥运会，，是一件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

看冬奥看冬奥、、录录VlogVlog、、拆盲盒拆盲盒、、拍新年写拍新年写
真照片真照片、、购买氛围灯等新年装饰购买氛围灯等新年装饰、、更换社更换社
交网络装扮……这届年轻人更喜欢用氛交网络装扮……这届年轻人更喜欢用氛
围感拉满的新仪式庆祝春节围感拉满的新仪式庆祝春节。。虽然仪式虽然仪式
在变在变，，但是关于春节但是关于春节，，永恒不变的是团永恒不变的是团
圆圆。。““其实不管干什么其实不管干什么，，重要的是一家人重要的是一家人
在一起在一起。。””李妍说李妍说。。

非遗年味大餐非遗年味大餐，，上菜上菜！！

非遗过大年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文化进万家。。每年春节每年春节，，

与“年”有关
的非遗项目
都是人们津
津乐道的焦
点。

“ 祖 祖
辈 辈 流 传
200 多年的
老龙，每年春
节都要拿出
来舞一舞，把
吉祥如意带
给 家 家 户
户。”呼和浩
特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河
口龙灯鼓传
承人马开雄
告诉记者，龙
灯鼓是过年
舞“河口老
龙”时伴奏的
打击乐，由
鼓、铙、钹 3
种乐器组成，
当地俗称“隆
咚鼓”。

河口是一个由移民聚居逐步发展起
来的小镇，河口的龙灯鼓也同河口的居
民结构一样，荟萃融合了晋、陕、冀、青、
宁、内蒙古等地的民间艺术而逐渐成型，
是山西威风锣鼓、陕西花鼓等多种文化
元素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一种民间艺
术。“一敲起龙灯鼓就给人一种喜庆、振
奋的感觉。”马开雄说。

喧天的锣鼓敲起来，喜庆的秧歌扭
起来。秧歌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
歌舞形式，常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表
演，是人们庆祝春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傍黄河而居的托克托县，不仅丰饶美丽、
物华天宝，更是文化的沃土，孕育了散发
着泥土芳香的双墙秧歌。

双墙秧歌是双墙村土生土长的艺术
形式，在当地流行的蒙古曲儿、码头调等
曲调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晋、陕、冀民
间艺术的元素，融合了黄河文化与草原
文明，历时400余年而形成，是一方自然
山水草木与历史人文气息滋润的结果，
也是历经数百年岁月积淀遗留下来的最
质朴、最自然的原生态文化珍宝。双墙
秧歌传承人杨美丽介绍，2006年双墙秧
歌被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2013年，托克托社火被
确定为我区“一旗一品”文化品牌，双墙
秧歌作为托克托社火的重要节目得以传
承和发展。2015年 3月3日，在河南省
鹤壁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社火艺术节暨
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评奖活
动中，托克托县排演的双墙秧歌在12个
省区市的13支参赛队伍中获得了金奖。

今年 1 月 11 日，双墙秧歌登上了
2022年内蒙古新年舞蹈晚会的舞台，精
彩纷呈的表演形式和红红火火的现场氛
围让观众沉醉其间。

蒙古族祭火仪式是内蒙古过年最为
标志性的一项庆祝活动，被列入我区第
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呼和浩特
市土默特左旗，腊月二十三一早，大扫除
之后，人们就开始做“祭火饭”，太阳落山
后，在火撑子里面填上沙蒿根、香柏片，
诵祭火词诵祭火词。。为响应禁燃禁放的号召为响应禁燃禁放的号召，，人人
们今年特意用红绸制作了工艺火苗来完们今年特意用红绸制作了工艺火苗来完
成仪式成仪式。。““汉族汉族、、回族回族、、满族满族、、蒙古族兄弟蒙古族兄弟
姐妹们齐聚一堂姐妹们齐聚一堂，，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
愿和各民族的紧密团结愿和各民族的紧密团结。。””祭火仪式传承祭火仪式传承
人人、、土默特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云纳林土默特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云纳林
介绍介绍。。

““某种意义上说某种意义上说，，春节习俗其实也是春节习俗其实也是
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发展在中华民族发展
的历程中的历程中，，人们将自己的情感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愿望愿望、、伦伦
理理、、信仰都倾注于这些文化习俗之上信仰都倾注于这些文化习俗之上，，形形
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闫艳闫艳
说说，，与春节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春节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

春节的传统习俗有着重要的服务现实社
会的文化资源价值。“新时代，我们应该
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些特殊的文化产
物，将它们与现代人的生活环境、精神状
态结合起来，让传统的文化因素有机地
融入现代文化生活之中，使我们的文化
保持着古今关联的特性，只有这样，我们
的文化才会拥有恒久的前进动力。”

新春文化盛宴，开席！

虎年春节，我区文化活动为观众带
来了不一样的生活烟火与文化意趣。轮
番上演的话剧、歌舞表演、小品，扩充了
人们的精神空间；线上线下的多场次特
色活动，让内蒙古丰厚的文化资源浸润
人心；京剧戏曲，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传
统文化之魂……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透
出浓浓的“年味”，为观众带来无数欢声
笑语。

记者从内蒙古艺术剧院了解到，从
2月 8日至3月 15日，内蒙古艺术剧院
进入“为民演出季”，2022新春音乐会，
二人台经典传统戏专场，“乌力格尔宫精
品艺术天天演”戏曲魔术专场演出、相声
专场、小品专场、戏曲专场，A-minor人
声乐团《音你而来》专场，话剧《Hi，我找
吕布》，原创儿童剧《刘小闯学画》……满
足不同观众的各种文化口味。

其中话剧《Hi，我找吕布》和儿童剧
《刘小闯学画》是内蒙古艺术剧院最新推
出的原创作品。《Hi，我找吕布》讲述了
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
乱不断。五原郡九原县，有个心思单纯
的有志青年，立志要成为天下第一的铁
匠。有一天，一位军爷的到来，打破了他
平静的生活。这个怀揣铁匠梦想的黄毛
小子，稀里糊涂地踏上了成为一代名将
的道路。《刘小闯学画》则用轻喜剧的手
法，讲述了一个一心想当小画家的男孩
刘小闯，在一次进山写生时得到一支神
奇的画笔，但由于他参加美术培训班没
有认真听老师讲课，没有掌握扎实的绘
画知识，用神笔绘画时，把大灰狗画成了
大灰狼，差点被大灰狼吃掉的故事。

为丰富春节期间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蒙古文化馆特
别策划推出了“迎新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万家”系列群众文化线上活动。该
系列活动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微信
公众号、内蒙古文化云平台、网站、抖音、
小程序等线上参与模式，推出“三省一
区”红色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
公益惠民活动线上演出、“年俗 年味”摄
影作品展、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乡村

“村晚”优秀节目线上展播、“云端美育”
文旅志愿者线上艺术课堂、“诵读文化经
典、传承中华文明”全区青少年语言才艺
大赛、领航新征程——第九批“中国梦”
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时代·新风尚·
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
展、“美好生活 云游艺海”全区群众文化
活动优秀作品展播、数字游内蒙古、“新
年新气象 祝福送万家”春联集锦、“每周
一识”传统文化常识等十几项富有时代
精神和文化底蕴的群众文化展览、活动
和培训。

此外此外，，虎年春节虎年春节，，内蒙古博物院在做内蒙古博物院在做
好疫情防控和坚持好疫情防控和坚持““限量限量、、预约预约、、错峰错峰””的的
前提下前提下，，集中推出了集中推出了““福虎春来到福虎春来到 寄语寄语
中国年中国年””、《、《寻虎手册寻虎手册》》等你寻虎纳福等你寻虎纳福、、微微
课课《《壬寅虎跃闹新春壬寅虎跃闹新春》、》、互动空间虎年亲互动空间虎年亲
子特别活动等一系列新春活动子特别活动等一系列新春活动。。观众在观众在
内蒙古博物院不仅可以参观一场场意味内蒙古博物院不仅可以参观一场场意味
深长的文物展览深长的文物展览，，家长家长
和小朋友们还能一起动和小朋友们还能一起动
手用热缩片制作内蒙古手用热缩片制作内蒙古
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钧钧
窑香炉窑香炉””，，共享亲子时共享亲子时
光光。。

（（本版图片除署名本版图片除署名
外均由受访者提供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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