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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雨
水节气，三候十五天左右时间，我国
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以上，在
气象意义上进入春天。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油菜、冬麦普遍返
青，万物萌动生长。我们要与时偕
行，踏进人勤春早的耕耘季节。

“七九八九雨水节，种田老汉不
能歇”。在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牛年
之春，首先要抓好农业生产。稳住
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
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雨水节
气前后，从华南到华北，油菜、冬麦
等普遍返青生长，正是小春管理、大
春备耕的关键时期。俗话说，人误
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要抓好早稻
冬小麦春播春管，牢牢把住 2021年
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特别要强调，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这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第一
位的任务，春耕可以说是第一役，也
是一个最好抓手。在这个乡村振兴
的春天，一定能够“春种一粒粟，秋
收万颗子”。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是“十
四五”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百年
沧桑、百年辉煌，在又一个“21年春
天”，我们要有争分夺秒的急迫感。
历书显示，这个辛丑牛年特别短，全
年354天，比上个农历牛年和下个农
历牛年都少30天；天文数据也显示，
目前时间的流逝比过去半个世纪任
何时候都要快，地球自转速率为 50
年来最高。这些都是地理天文的自
然变化，而我们中国文化追求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讲究自然规律、生
活规律、生产规律的和谐，崇尚“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就是
要以牛年牛劲牛精神，咬定目标不
动摇，争分夺秒，只争朝夕，为第二
个百年目标实现，开一个牛气冲天
的“牛头”。

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记
者 王立彬）

牛开丰穗景，雨动辛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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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去，辛丑牛来，新的春天
“犇”腾而至。

工厂车间里，机器的轰鸣，传递春
的律动；大街小巷中，火红的色彩，洋
溢春的欢歌。平凡岗位上，无数人的
坚守，守护春的温暖；田间地头处，勤
劳的身影，点缀春的风景。

一元欣复始，万象喜更新。牛年
开年，我们深入祖国大江南北，全方位
感受满满的牛气……

听，新春的声音

春节里，你听到最多的是什么？
祝福声？还是欢笑声？

在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天
津静海制造基地，回荡的是“滋……”

“嗡……”的交响曲。
“滋滋”声中，技工王玉亮熟练操

作着焊接设备，正对一台用于电动汽
车智能化生产的AGV小车进行加工。

大年初二开始，王玉亮就和其他
300多名职工一起，投入到新年的紧
张生产中，“企业订单多，就得加班加
点赶”。

不久前，中汽工程在与其他国际
企业竞争中，赢得了美德两家电动汽
车装配生产线订单。

“这个订单许多国外企业都不敢
接，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中汽（天
津）汽车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晓
林说。

2020年受疫情影响，这家企业一
度按下“暂停键”。3月“重启”后，公司
迎头赶上，当年合同额位居全球同行
业第二。

这一牛势延续到牛年。“今年订单
排到 11月份了。”焊接车间主任翟超
一脸自豪。

订单纷至沓来，源自中国制造的
硬核实力。

春节期间，记者走访各地，从国企
到民企，从跨国公司到小微企业，从传
统制造业到高新企业，越来越热闹的
机器声，“奏响”我国经济的强劲旋律。

2020年，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GDP首次突
破百万亿元大关。

“过去一年，我们扛住了疫情、洪
涝等各种挑战，交出了一份极不平凡
的答卷。中国了不起，中国未来会更
牛！”王晓林说。

看，新春的色彩

送走实“鼠”不易的一年，喜庆的
红色，热闹登场。

从年前到年后，徐阳手中的剪刀
一直在“舞”动。作为“北京剪纸”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把红火的日子
剪进了窗花。

今年，剪得最多的、卖得最多的都
是牛。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
象征。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我们有
很多关于牛的美好寓意和精神标识，
大家憧憬我们的国家劲如三牛，我们
的日子牛气冲天！”徐阳说。

在他看来，剪纸热销的背后，除了
寄托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越
来越富裕的人们对传统文化日益浓厚
的热情。

从辘轳井打水到小康剪影，从土
房窑洞到嫦娥探月，从毛驴拉碾到飞
驰高铁……小小的剪纸，记录着时代
的巨大变迁。

“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文化自
信，曾经失落的传统手艺又飞入寻
常百姓家。”69岁的国家级非遗项
目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邰立平感慨
地说。

今年春节，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联合多个新媒体平台，推
出系列网上非遗过大年活动，点燃了
春节文化市场的热情。包括剪纸在
内，我国与春节、元宵节相关的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已有200多项。

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跨国贸易
合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漂洋过海，让世界看见了“中

国之美”。

闻，新春的气息

见到赵鸣雁时，她正在黑龙江省
新冠肺炎救治中心忙碌。

今年春节，这位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是在
消毒水味弥漫的病房中度过的。

回首庚子，无数人以生命赴生命，
用挚爱护苍生，用逆行、坚守、担当甚至
是牺牲，书写了众志成城的抗疫史诗。

“记得救治中心第一次启用时，我
们 131名女性全报了名。”赵鸣雁说，

“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戴着三层手
套，6个小时下来，几乎虚脱。”

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
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
人员毅然奔赴前线。从出生仅 30多
个小时的婴儿到 100多岁的老人，每
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

这场战斗还在继续。全球疫情仍
在肆虐，国内尚有零星散发。这个春
节，为了疫情防控大局，无数人选择了
就地过年，很多平凡岗位的人选择了
坚守，以涓滴之力共汇抗击疫情的磅
礴伟力。

寒冬总会过去，暖春总会到来。
“战疫中凝聚成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激
励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哈
医大一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姜宏佺，
这个春节同样坚守在一线。

感，新春的温度

年味正浓，广东省台山市广海镇
的田间地头又忙碌起来。

大年初三一早，种粮大户冯承志
开工了。通水源、起田埂……一天下
来平整了 100多亩土地。大年初六，
300多亩稻田备耕工作已完成。

人勤春来早。广东各地，春耕如
火如荼。

南雄市，17.58万亩早稻、11.38万
亩花生、3.92万亩蔬菜，正陆续播种；

湛江市，甘蔗地里处处闪现着忙碌
的身影，耕地、播种、施肥、覆膜、管护；

阳江市，春播意向面积 134.2万
亩，早稻、蔬菜、花生、油茶、火龙果，品
类丰富多样……

如今的春耕备耕中，各种农业“黑
科技”纷纷亮相。无人机播种等，正成
为“新农人”必备的技能。

“从育苗场流水线般的育苗开始，
有大型机械平整田地、插秧机插秧、无
人机植保等。”冯承志说，现在水稻种
植基本实现机械化，20多天后 300多
亩水稻就可以插秧了。

品，新春的味道

大年初四，胡振开始整理行囊。
大包小裹装的是香肠、腊肉、花生

……带着满满当当“家的味道”，他又
踏上奋斗的行程。

37岁的胡振老家在四川仁寿。他
从烹饪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拼，
从学徒干到总厨，最近正在贵州帮助
筹建一家星级酒店。

“回家是团聚的亲情，出门是梦想
的打拼，都是幸福的味道。”胡振说。

四川仁寿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
年有 40多万人在外务工。假期还没
过完，许多人像胡振一样陆续踏上返
城的旅途。

这几天，返回仁寿过年的周茂勤
两口子也出了门。2007年开始，周茂
勤和妻子便在西藏那曲做小生意。

“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要早点去
赚钱，等孩子毕业工作了，就回老家。”
出门前，周茂勤对记者说的话，更像是
对孩子和老人的承诺。

春回大地，风景正好。
“一分打拼一分收获，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周茂勤说。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执笔记

者 刘元旭 王井怀 参与记者 闫睿
李雄鹰 胡旭 张漫子 蔡馨逸）

“犇”向 新的春天
—“NEW”年感“牛”气

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初步统计，截至 17日 17时，2021年
春节档电影票房达75.44亿元，继2019
年59.05亿元后，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
电影票房。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
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
多项世界纪录。

进影院看电影新年俗日益巩固
今年春节档票房全部由国产影片

贡献。
据统计，《你好，李焕英》《唐人街

探案 3》两部影片分别以 25.67亿元、
34.81亿元票房领跑明显，占据档期总
票房的 80%。《刺杀小说家》以 5.18亿
元、《熊出没?狂野大陆》以 3.64亿元、
《新神榜：哪吒重生》以 2.28亿元、《侍
神令》以2.07亿元、《人潮汹涌》以1.41
亿元跟随其后。

业内人士分析称，经过多年的积
极市场培育，节假日期间，去电影院看

电影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生活
的“刚需”，特别是春节期间尤为明显，
进影院看电影的新年俗日益巩固。

“服务‘就地过年’，电影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大年初一初二预售超出预
期，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有一
定提升。”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
韩晓黎说。

喜剧“双龙”掀起观影热潮
在注重合家欢的春节档，观众向

来偏爱喜剧电影。今年春节档上演了
喜剧电影“双龙会”，强势开局的《唐人
街探案 3》和精彩逆袭的《你好，李焕
英》，先后登顶春节档单日票房榜首。

贾玲跨界导演的处女作《你好，
李焕英》，根据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
经历改编。主人公贾晓玲在经历“子
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后，穿越回到
1981年，与正值青春的母亲李焕英相
遇，并由此触摸到父母年轻时的生活

和梦想。
有评论指出，任何高级的技法都比

不过创作的真诚，《你好，李焕英》以真
实经历、真情实感为创作基础，在笑点
中埋着“催泪弹”，用真诚打动了观众。

《唐人街探案 3》作为“唐探宇宙”
续集电影，又因疫情延期一年上映，上
映前已大量圈“粉”。本集中，刘昊然、
王宝强的神探组合继曼谷、纽约后，又
来到东京调查离奇谋杀案，密室、本
格、黑帮等元素“混搭”，意外与悬念相
叠加，其合家欢喜剧片定位十分适合
春节氛围。

“技术+情怀”支撑春节档百
花齐放

今年春节档的两部奇幻片《刺杀
小说家》《侍神令》，视效制作水平明显
提升，获得观众点赞。尤其《刺杀小说
家》，在文学原作基础上完善了故事
线，增加了富有想象力和技术含量的

视觉特效，将“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
界”和现实生活场景及故事交融。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
波认为，《刺杀小说家》呈现的虚构世界
的视听效果，代表了当下中国电影工业
的高水平，尽管故事情节仍可商榷，但
不失为一部风格独特的奇幻大片。

两部动画电影风格各异。曾以
《白蛇?缘起》圈“粉”的追光动画此番
推出的《新神榜：哪吒重生》，带着哪吒
等传统神话形象穿越到20世纪，探讨
青少年如何更准确地认知自我的话
题。《熊出没?狂野大陆》则聚焦亲情、
友情及人工智能话题，让孩子们在观
影中收获快乐与成长。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春节档影片类
型进一步丰富、故事题材百花齐放，“技
术+情怀”成为电影春节档的新标签。

刘海波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今年春节档票房取得超75亿元
的好成绩，体现了国产电影质量的整
体进步、电影人的创作诚意以及观众
群体的日趋成熟，相信春节档已经为
2021全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开了一
个好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
白瀛 魏婧宇 许晓青）

2021年总台春晚：海内外
受众总规模再创新高

2月16日，游客在即墨古城文创礼品店选购牛年主题商品。
春节期间，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古城换上红红火火的“新年妆”，各种牛年主题布景与花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古城、品美

食、赏民俗，感受浓浓的年味。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青岛即墨：金牛贺新岁 古城年味浓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消
息，2021年春晚海内外受众总规模
再创新高，超越去年的 12.32亿人，
达 12.72亿人，且连续第三年刷新
跨媒体传播纪录，其中新媒体直点
播用户规模 7.34亿人，同比增加
1.28亿人，用户直点播累计观看次
数达49.75亿次。

2021年总台春晚设置了《国宝
回家》《向祖国报告》两个特别节目，
展示珍贵归国流失文物，唱响平凡英
雄赞歌，收获观众好评。春晚的语言
类节目，题材广泛，深入现实，被网友
评价“接地气”“有共鸣”“又好笑又感
动”。其中，表现全国人民守望相助、
抗击疫情的小品《阳台》一经播出，

“感动”“泪奔”成为评论热词。
不少观众认为，今年春晚暖心、

振奋，在除夕夜将海内外中国人的
心凝聚在一起。各类节目不负期
待，兼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艺术
高度，为2021年描绘了美好开篇。

借助多语种、全媒体平台和覆
盖全球的传播渠道，今年总台春晚
的 海 外 影 响 力 和 关 注 度 再 创 纪
录。据统计，全球 17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620多家媒体进行了播出。
其中，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 358家主流电视台、电台和新
媒体进行了实况转播或录播。

据新华社 （白瀛 胡梦雪）

2021年电影春节档票房再创新高
进影院看电影新年俗日益巩固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记者
17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2021年春
节假期开始以来，截至2月17日17时，
全国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与2019年春节假期相比
分别下降 70.7%、68.2%，一次死亡 3人
以上交通事故下降61.1%，未接报一次
死亡5人以上交通事故。

全国道路交通流量保持低位运行，
据相关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高速公路流
量与往年春节相比下降约20%，一些城
市市区交通流量较往年春节相比有所
上升，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
堵。据统计，为确保春节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日均投入警力
15.4万人次、警车5.3万余辆次，现场共
查处各类重点交通违法90万余起，有力

确保了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17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各地

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集中客流，除安徽、
湖南、广东等地个别高速公路路段因
恶劣天气、轻微交通事故等原因，车辆
出现排队缓行外，其他高速公路运行
总体通畅有序。

预计 18日起至元宵节前后，各地
自驾返程客流还将持续，虽然较往年
春运相比流量大幅减少，但局部时段、
局部路段通行压力较大。另据中央气
象台预测，春运后半程中东部地区降
雨增多，一些地区将出现雨雪、团雾等
恶劣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
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交通
参与者，自驾出行要密切关注天气、路
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线路。

春节期间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吴雨
唐健辉）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数
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本外币涉农贷
款余额 38.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全年增加3.94万亿元，同比多增1.26万
亿元。

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金融机构
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末，我
国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32.27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9%，增速比 2019年

末高 3.6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3.55万亿
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

此外，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
农户贷款余额 11.81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增速比 2019年末高 2.1个百分
点；全年增加 1.51万亿元，同比多增
3213亿元。农业贷款余额 4.27万亿
元，同比增长7.5%，增速比2019年末高
6.8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3295亿元，同
比多增2580亿元。

2020年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7%

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记者
王雨萧） 春节消费“牛”劲十足！据
商务部监测，2月11日至17日，全国重
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21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28.7%，
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增长4.9%。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春节黄金周，面对疫情防控和就地过
年的新形势新情况，全国消费市场呈
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化——

商品消费备受青睐。春节期间，
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珠宝首
饰、服装、通讯器材、家电数码比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160.8%、107.1%、39.0%和
29.9%，部分电商平台健身器材销售同
比增长 49%。大型支付机构监测零售
商户销售额同比增长 76.5%。据有关
机构监测，全国 10个一二线城市购物
中心日均客流量同比增幅超200%。

新型消费表现亮眼。疫情防控带动
安全、智能消费迅速壮大，无接触交易服
务加快发展，网购年货、数字红包等消费
方式成为今年春节新潮流。商务部会同

相关部门指导开展的“全国网上年货节”，
假期前6天网络零售额超1200亿元。

餐饮消费红红火火。春节期间，
大型支付机构监测餐饮商户销售额同
比增长约1.3倍，部分外卖平台线上餐
饮消费额增长 2倍以上。一些老字号
餐饮企业也加快上线上云，北京部分
餐馆外卖销售增长1倍以上。

就近休闲广受欢迎。就地过年带
火本地游、周边游、短途自驾游，各地
公园、景区、博物馆、电影院等休闲娱
乐场所客流量明显增长，城市郊区度
假酒店、民宿等预订火爆。有关数据
显示，春节期间北京延庆、密云、怀柔
等郊区住宿消费额同比增长3倍以上，
上海崇明、青浦、嘉定等郊区住宿消费
额增长2倍以上。

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据商务部
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零售企业和
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监测，2月
17日粮食零售、批发价格比节前（2月10
日）分别下降0.1%和0.4%；猪肉零售、批
发价格分别上涨0.4%和下降1.5%。

8210亿元！春节消费“牛”劲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