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金花 版式策划：王冠磊 制图：王霞

2024年9月18日 星期三要闻要闻 3

又到一年中秋。自古以来，在中
秋月圆之夜，赏月、吃月饼寄托着中华
民族对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美好向
往。如今，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活
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语言、肤色的
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食中
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上月圆想到人
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情
怀。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与中国一
样，亚洲多国也有庆祝中秋的传统。
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这天有吃
松饼的习俗；日本把中秋节称为“月见
节”，吃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
越南将中秋节和儿童节相融合，灯笼
和玩具在这天必不可少……就像月饼
口味各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
姿多彩的文化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
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
越多的人正在体验中秋习俗、感受中
华文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斯坦
商人布莱恩在天津参加文化交流活
动，第一次尝试亲手制作月饼；来自俄
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
法、做月饼，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在河北北戴河，76 名留学生一起聆听
了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哈萨克斯
坦留学生乌尔博尔辛·奥潘诺瓦希望，
回到哈萨克斯坦后能向家人介绍中秋
节的故事。当这些外国友人回到本
国，中秋文化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
倡导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怀便随他
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端
午节一样，成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加
速融合的“催化剂”。在德国柏林，众多
中华文化爱好者在中秋诗会上体验投
壶、扇面绘画、书法等文化项目；在澳大
利亚，一场中秋晚会吸引了各界友好人
士和华侨华人参加；在巴西、比利时、克
罗地亚等地，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也为
当地增添了别样风采……这些活动与
当地地理人文环境融合在一起，呈现出
一幅幅独特的中秋风情集锦画，或热烈
奔放或含蓄隽永的庆祝活动让传统中
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海共婵娟，中秋文化“出海”为
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
秋文化中的“团圆”“美满”“丰收”等美
好愿景契合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促
进合作共赢的美好意愿。中华传统节
日在全球掀起阵阵热潮，为全球文化
图景增色添彩，让“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的意涵日益深入人心。正如伦敦
威斯敏斯特市市长罗伯特·里格比所
说，华侨华人群体为本地增添了“独特
而美好的视角和历史”，丰富了文化多
样性，而在中秋传统佳节期间，人们更
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
秋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饱含强大的
精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
化交流将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往，
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互学
互鉴，为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
量。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月满祝团圆 四海共婵娟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新华社北京 9月 17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连日来，寓意着
团圆、幸福、安康的中秋活动在世界多
国举办，成为各国民众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回家·团
圆”2024 年两岸侨胞中秋歌
会。活动现场温馨感人，女声
独唱《乡愁》、古筝独奏《但愿人
长久》等节目唤起观众浓浓的
思乡情，来宾共唱《我的中国
心》掀起整场歌会的高潮。侨
胞们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大
家期盼小家团圆，也祝愿国家
早日统一，愿为促进两岸交流、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巴西圣保罗侨界在华商密
集的“3 月 25 日大街”举办为
期两天的“欢聚中秋”大型嘉年
华活动，舞龙舞狮、武术、车鼓
队和歌舞等精彩上演，浙江婺
剧团的演出成为一大亮点。
14 日晚，圣保罗 15 所功夫学
校联袂打造的 105.91 米舞龙
正式亮相，创下“巴西最长龙”
纪录。嘉年华共吸引近 30万
民众，巴方来宾认为，此次活动
让更多民众感受中华文化，增
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进一步
加深双方友谊。

在英国伦敦中国城，中秋
庆典吸引大量华侨华人、伦敦
市民和各国游客观看。从充满
传统韵味的京剧、武术、舞狮，
到《琵琶语》《洛水佼人》等融合
古典或民族艺术的节目，再到
富有当代流行元素的舞蹈、乐
队、合唱表演……不同文化背
景、不同肤色的演员们献上异
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观众欢呼
阵阵、掌声雷动。

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2024
博茨瓦纳华人中秋庙会现场人头攒
动，气氛热烈。舞狮表演拉开庙会序
幕，中博儿童共同表演舞蹈与合唱，中
国鼓表演《精忠报国》将活动推向高
潮。现场设置了中国手工艺品摊位和
美食摊位，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开
展了书法展示、中文教学等互动活
动。不少当地民众说，这是他们第一
次如此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希望以后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天涯共此时”中秋系列活动在摩
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来自四川的演
员表演了民乐《花好月圆》《但愿人长
久》《百鸟朝凤》及川剧变脸、杂技等节
目，浓郁的中国风情让观众掌声不
断。观众拉希德·亚扎米说，“摩中两
国人民都很喜欢月亮代表的浪漫，今
天的表演让我十分惊喜”。

中国河南国际纳米比亚公司（河
南国际）和中国援纳医疗队来到位于
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 SOS 儿童
村，与这里的 50 多名孤儿一起做月
饼、话中秋。儿童村负责人卡丽娜·希

潘加说：“今天是我和小朋友们第一次
与中国朋友过中国传统节日，孩子们会
记住每一位来自中国的叔叔和阿姨。”

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天涯
共此时——中秋诗词游园会”，吸引当
地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学校师生及

华侨华人等200余人参与。新
加坡学生用童声诠释了李白、
苏轼等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佳
作，来自中国专业演员的精彩
朗诵将古诗词的魅力展现得淋
漓尽致，现场充满浓厚的中秋
文化氛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招待会暨“花好月圆”
中越跨国中秋晚会在越南胡志
明市举办。中越两国艺术家和
表演团体同台献艺，共唱中越
友谊之歌，共跳花好月圆之舞。

以诗为媒，共话中秋。在
白俄罗斯明斯克中国文化中
心，150余名白俄罗斯中国文
化爱好者齐聚一堂，用中文和
白俄罗斯语吟诵以月亮为主题
的诗歌；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
勒斯特的中国文化中心，来自
布加勒斯特大学和特兰西瓦尼
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
《望月怀远》《静夜思》等诗词朗
诵，当地知名诗人朗诵了与月
亮有关的罗马尼亚名篇和原创
诗作；在马耳他的中国文化中
心，马耳他汉学家萨尔瓦托雷·
朱弗雷用中文朗诵《春江花月
夜》节选，中马青少年通过钢琴
演奏、朗诵等方式共同演绎了
苏轼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在老挝国立大学举行的活
动上，中文系学生带来《再别康
桥》《乡愁》等诗歌朗诵，还献上
舞蹈《琵琶行》和歌曲《我和我

的祖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毛里求斯甘地学院剧场举行的儿童
诗会上，中国和毛里求斯两国儿童身
着汉服，声情并茂地吟诵诗词，将现场
观众带入浓浓的中秋氛围中。

此外，形式多样的庆中秋活动在
多国举行。“中国风，尼泊尔情”主题专
场文艺演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
办，来自东华理工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
的演出团队表演了舞蹈、男女声独唱、小
舞剧、合唱等节目；在新西兰南岛最大城
市克赖斯特彻奇，来自湖北艺术团的演
员在中秋诗韵晚会上带来独具荆楚文化
特色的歌舞、器乐合奏等表演，让当地观
众印象深刻；“天涯共此时——中秋诗
会”在缅甸仰光举行，缅甸高校学生及中
资企业缅籍员工等近150人共赏诗句朗
诵、京剧等表演，参加月饼制作、书法展
示等体验活动；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来自孔子课堂的学生们在中秋诗会上朗
诵诗词，中方演员带来斯里兰卡歌曲《罐
舞》和广西非遗特色乐器等演奏的《山歌
好比春江水》等节目，展现了中斯文明的
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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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谢佼 孙晓辉 侯文坤

中秋佳节是团圆的日子。各行各
业有许多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为千
家万户的团圆注入温暖的力量。

茫茫川西北高原，平均海拔 3500
米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
盖、红原县域，川青铁路正在施工。中
铁二十五局该段项目的副指挥长兼总
工程师刘锋，家人远在广东，中秋节他
通过手机视频和妻子孩子隔空见面。

“让高铁线路延伸，方便更多人团
圆，是我们的任务。”刘锋说，该标段最
高海拔 3769 米，面对高寒缺氧、生态
脆弱、天气极端等恶劣情况，施工队伍
发扬长征精神，为早日通车打牢基础。

中秋假期，在四川德阳的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创造我
国首台纪录的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
机团队仍在不断试验迭代。值守的高
级工程师程国强介绍，刚做完掺氢燃
烧试验，还有系列化产品 G15以及科
研课题排着队在试验基地试验，这段
时间一直两班倒，甚至还要三班倒。

在武汉中科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军山中试基地，研发人员吴翔、霍涛
正进行微胶囊材料的处理。为破解行
业难题，该企业开发了多个方向的微胶
囊包覆技术，搭建了微胶囊中试产线。

几辆重载装运的大卡车隆隆开进

四川广汉的宏华集团有限公司。场地
上伫立着几架数十米高的钻机整机，
机械设计工程师卢国良、冯强等指给
记者看：“这是马上要出口印尼的新一
代智能地热钻机。”

卢国良说，挺进地球深部的“地壳
一号”钻机由该公司和吉林大学团队
联合研发制造。从去年 12月开始公
司任务量就饱和，最高峰要同时进行5
种机型设计制造。

今年中秋小长假旅游流、探亲流、
学生流交织叠加。9月 16日 12时许，
福银高速公路襄阳钟岗服务区迎来新
能源汽车充电高峰。为缓解新能源车
出行的“里程焦虑”，国网襄阳供电公
司提前对高速服务区等重点保障站点
的 405台充电桩进行了全面“体检”，
安排专班人员驻守。连日来，国家电
网襄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张志林一直
坚守，为车主们解决充电故障等问题。

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
一个个行色匆匆的“绿色身影”在抢救
床前来回穿梭。医生徐慈坚守岗位，忙
着接诊、问诊，保障着患者的健康。在
四川天府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工地，中
建八局产业工人李明福时而扛起上百
斤的钢筋，时而进入基坑底层作业。

一处处场景，一位位在岗位上挥
洒汗水的劳动者，共同构建起这个中
秋节别样的光影。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坚 守 ，为 了 团 圆
——中秋节我在岗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记
者 吉宁）2024 年中秋假期，北京消
费市场增长平稳，北京市商务局重点
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
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46.7亿
元，同比增长4.4%。相关数据显示，全
市 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 2231.2 万人
次，同比增长21.1%。

主题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北
京时装周携手多家商业企业举办近百
项活动。首届“京彩灯会”200余组花
灯亮相园博园，夜市、夜游、夜秀多元

业态焕新消费场景，带动周边丰台科
技 园 区 商 圈 夜 间 客 流 同 比 增 长
25.3%。银联商务数据显示，中秋假
期，北京夜间服务消费、实物商品消费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4.2%、15.8%。

中秋节期间，颐和园、香山公园等
举办多场活动，提升佳节消费体验。
银联商务数据显示，外来游客消费人
次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0.2%、2.1%，
其中，外来游客旅游售票类、文化娱乐
类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7.1%、
16.7%。

中秋假期北京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 2000 万人次

9月 17日在江苏省昆山市拍摄的月亮。中秋月明，神州各地人们同赏一轮明月，欢度传统佳节。 新华社发

9月16日晚，在湖北省宣恩县城贡水河畔，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参加巡游活动。
新华社发

9月17日，在山东省荣成市西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游客在打卡、拍照。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

节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
友情的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
日的惬意；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
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
聚、祝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群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
说着小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
祈愿和追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
桥的G1202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
边制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
关于月亮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
段在多趟列车上举办庆中秋主题活
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节传统习俗，
让节日氛围感“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
站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
是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
着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
天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1000
人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补
货。”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

用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馅的
月饼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
店，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方
特色，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玫瑰
奇亚籽、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月饼，口
感软糯，深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精
彩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族独
特的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米
水上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新
区礼嘉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粼的水
面上，“巨型月亮”灯光装置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
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
合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
会让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
了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
星宿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
月、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很
多游客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以泛
舟在湖上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15 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

“赏月航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诵
诗歌，月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我一
边吃着月饼，一边听着‘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立马有了回家团聚的感
觉。”李女士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第
12年执飞“赏月航班”。她说：“一轮
明月照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们一起

望月怀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静

寂千年。
今年6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

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又
一次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
作：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吨月壤或
可满足50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
制月壤砖……未来，在月球上建房子
也许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出，

吟诗逛展……全国各地“花样”过中
秋，赓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城，
200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
中约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文
化。“中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
建筑精华，“北京文物”展现老北京胡
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万片羽
毛、800 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
明亚克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

“凤舞九天”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美
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
声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
‘中国’，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生
和外国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秘的
川剧变脸、浑厚的川江号子、技艺考究
的盖碗茶，让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

已坐满了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点，烟
火气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
里登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
圳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总队
的第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奋战十
多天，不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度
过。“是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坚持，
让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
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阳
华容县，团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备了
十桌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鱼、肉等
主菜已经备好，就等大家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望
大家在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团洲
乡敬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重
新粉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换
新。杨巧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餐
饭，就很幸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用

实际行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

村，室外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

所所长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入
户检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穿棉
服、戴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因为用
电问题影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的
生活蒸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长明
不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明 月 共 此 时 ，家 国 同 奋 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