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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乙巳蛇年将近，年味儿分外浓。
山海关外，天辽地宁，长风浩荡，一幅岁

物丰成、人烟辐辏的图景。眼前，是冰天雪
地，更是希望的热土。

1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
寒来到辽宁，给基层干部群众送上党中央的
关怀和祝福。

“东北来得比较多，我十分关心这里的振
兴发展。”新时代以来，总书记10多次踏上这
片黑土地。

一年多前，总书记在黑龙江哈尔滨主持
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殷殷
期盼，催人奋进，“只要有信心，未来可期。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中，东北一定能够
重振雄风、再创佳绩。”

这一次，站在一元复始的起点上驰目骋
怀，更于温暖中凝聚力量，于希望中激荡信
心。

考察第一站，“关外第一县”葫芦岛绥中
县。去年夏天，这里遭遇极端降水，“不到一
天下了一整年的雨”，引发严重洪灾。

汽车沿着蜿蜒山路，辗转近一个小时，来
到“两山夹一沟”的祝家沟村。山坡上，火红
的灯笼挂在树梢，“祝家新村”四个红色大字
映入眼帘。

在村口，习近平总书记俯瞰山坳间的受
灾区域。几个月前，暴雨山洪中，数十间平房
被冲毁。

仅仅40天，一座“祝家新村”奇迹般拔地而起。41
户村民在入冬前乔迁新居。鳞次栉比的新房，见证倍
道而进之速、积土成山之功。

焕然一新的山村，欢笑着。
“建新房政府补助了多少，自己花了多少”“家庭收

入主要靠什么”“年轻人在哪工作”……走进村民王宝
维的新家，总书记桩桩件件、细致询问。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和希望吗？”
“没啥要求，现在就是希望全家人把生活过得更

好。”王宝维的回答简单而朴实。
“你们的希望也就是我们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

幸福生活过得更好。”总书记的回应温暖而有力。
辽阔而沉雄的土地，生活着乐观而坚韧的人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所说：“我

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大
家要充满信心。”

有了信心，便有了希望。
冬日暖阳下，农家小院里，灶台上锅盖一掀，黏豆

包和杀猪菜的香气弥漫四溢，炊烟升腾在新家园上空，
恰似冬去春来的注脚。

这片黑土地，经历多少风霜雪雨，总能遇难成祥，
始终生生不息。

穿越历史的烟云，钢花飞溅、钻机轰鸣、粮食满仓，
它曾承载过辉煌荣光；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市场经济百
舸争流，它也在波峰浪谷间奋楫而进。

如今，乘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浩荡东风，东北
迎来新的历史机遇。穿越寒凛，冲破坚冰，积攒已久的
势能，正喷薄而出。

此次考察辽宁，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本溪市，走进本
钢板材冷轧总厂第三冷轧厂。

本溪，这座以出产钢铁闻名的老工业城市，本钢，
新中国最早恢复生产的大型钢铁企业之一，一如东北
的缩影，于沉淀与思索中，为“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而
努力奋斗。

生产车间里，“传承百年基业，打造世界强企”的标
语，展现这家百年老企业的不老雄心。

机器声轰鸣，世界最宽幅的冷轧板生产线上，一卷

卷闪着银光的钢卷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走
进企业的集控中心，智能系统精密运转，生产
环节尽在掌控。

冷轧超深冲宽幅面板、冷轧热冲压成型
超高强度钢、高级别石油螺旋焊管钢……一
款款叫得上名号的“拳头”产品，深深印刻下
传统产业锻造新优势的精度。

实地感受本钢的涅槃重生，习近平总书记
在赞许中寄予厚望：

“本钢是我们国家的老企业，这些年焕发
青春！”“钢铁产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基础产
业，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要继
续努力，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继续为中
国式现代化多作贡献。”

一家企业的转型升级之道，蕴藏着一个
行业、一个地区发展振兴的密码。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的传统
产业体量庞大。如何破局开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路径：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
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2023年到东北考察，总书记在黑龙江提
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
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通过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总书记反复阐
明新与旧、破与立的辩证法。

此次考察，总书记要求辽宁“统筹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再
次强调：“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
产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否则就可能导
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整阵痛。”

立足实际、认清优势，因地制宜、坚定不移，老树亦
能发新芽，千锤百炼方成钢。重任系于是、希冀系于是。

律回春渐、时盛岁新，暖意萌动在山川乡野，涌动
于大街小巷。春节，这是中国人心中最温暖的节日，也
是在团圆中汲取力量的再出发。

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历史悠久的沈阳大
东副食品商场。

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外酥里嫩的锅包肉、个大饱满
的四喜丸子、货真价实的八旗手工肠……商品琳琅满
目，人流熙熙攘攘，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交织成一曲热闹
非凡的市井乐章，“人面”“市面”相映红。

感受着红红火火的东北年味儿，总书记高兴地说：
“今天来到这里，把过去的回忆都勾起来了。”

土地塑造人的性情，历史熔铸人的气魄。
商场外立面上，巨型浮雕壁画，展现了它自1829

年以来的历史变迁，诉说着这里人民开拓进取、奋斗创
业的过往。

正门两侧，一副对联笔力沉雄，志意激昂：“立东关
成基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闯市场承大业蒸蒸日上地
久天长。”

一隅烟火，照见北国沧桑：可歌可泣的闯关东，林
海雪原里的孤勇血战，扭转乾坤的大决战，“共和国长
子”的大贡献，新时代里的大担当……日月其迈，筚路
蓝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向着光荣与梦想，唯有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
定前行。

沈阳市长安街道长安小区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里，老人们挥毫写下“家睦邻善多喜乐，国强民富长安
宁”的春联，将总书记新年贺词里“多喜乐、长安宁”的
祝福，化作新岁的祈愿。孩子们编着中国结，那鲜艳的
红色，正如幸福生活的炽热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家中间，饱含深情地说：“过
好春节意味着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端，家家户户幸福
生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

社区广场上，锣鼓欢腾，火红的大秧歌扭起来了。
春也归来。且看这白山黑水、松江辽河，又是一幅

人间美景，又是一番崭新天地！
新华社沈阳1月26日电（记者朱基钗 胡梦雪）

（上接第七版）
做大米粑粑是佤族新年的传统。每当此时，村民

李发顺都会念叨起习近平总书记那声“有福有喜”。
2020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李发顺家，同

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家常。李发顺邀请总书记一起制
作大米粑粑。

“总书记做得很细致、很用心，做完还笑着说，‘摁
了个福字，再来一个喜字，有福有喜’。我们大家都鼓
起掌来。”李发顺回忆道。

当年还在准备考研的女儿李连欢，如今已研究生
毕业；当年想当兵参军的儿子李连斌，在部队一切都
好。李发顺说，总书记鼓励孩子“有志者事竟成”。这

是追梦的力量。
如今的司莫拉佤族村，青山环抱，屋舍俨然，各类

专业合作社欣欣向荣。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业，2024年
迎来游客超过 50 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9年的14000多元，涨到了2024年的24000多元。

春节快到了，村民们用灯笼和春联将村里装点一
新。大家聚在一起，又唱起给习近平总书记唱过的那
首《阿佤人民唱新歌》。

“共产党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社会主义好
哎，架起幸福桥。哎……道路越走越宽阔，越宽阔……”

嘹亮的歌声，唱出乡亲们的心声，沿着青山传遍神州。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最暖心的祝福，最深切的牵挂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

人
间
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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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七版）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回望过去

到东北考察，总书记始终把创新置于突出位置。车间
陈列着一排产品，冷轧热冲压成型超高强度钢、冷轧超
深冲宽幅面板……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洋钉、洋火、
洋车子”。几十年，新中国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
化历程，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历史的巨变，就在沧海一粟间。望着面前一位位劳
动模范、青年技术骨干、一线职工代表，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本钢是我们国家的老企业，这些年焕发青
春！你们在这里工作，有自豪感。钢铁产业是我们国
家的重要基础产业，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
在。要继续努力，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继续为中
国式现代化多作贡献。”

24 日上午的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习近平
总书记勉励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
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强调的几方面工作要求，打头的
就是“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壮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总书记再一次讲起在本钢的所思所感：
“老企业同样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切不

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业’、‘落后产业’一退
了之，否则就可能导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
整阵痛。”

转型后的能耗数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看到全省88.5%的优良
天气比例，习近平总书记想起昔日辽宁沈阳铁西区那

高烟囱林立而灰蒙蒙的天，“冬天呛得人直咳嗽”。
本钢过去也是如此。员工都不敢穿白鞋，光是上

下班一来回鞋面就脏了。今非昔比。
理国如张瑟，从来都是弦弦相系、韵韵相叠。对辽

宁的要求，无论是“聚精会神抓改革开放”，还是“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或者“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总的就是
要好好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前不久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东北全面振兴中充满了磨砺，那是时间的角力，是
精神的对垒，是人的跋涉。漫漫征途，要只争朝夕，也
要有历史耐心。

“推动全面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目光长远。韧的
绵亘，不仅要融入闯的劲头、创的智慧，更要有稳扎稳
打的底线、慎独慎微的警醒。

汇报会上，今日辽宁的苹果产业，让总书记想到了
辽沈战役的一则红色故事。当时，锦州乡间的苹果已
经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饥渴难耐，却一个都
没有摘。“毛主席说‘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
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总书记意味深长，“这样的
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在辽宁讲这个故事，
上一次还是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内。用铁的纪律赢得民
心，民心所向，大道无垠。

新春孕育新的希望。在希望的沃土上，有千家耕
种、万物生长，有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却是奋勇拼搏、
风光无限。认准了路就坚定向前，一路生花，灼灼盛
放。

新华社沈阳1月25日电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分会场的
武汉将隆重登台。这是自 1996 年央视春
晚首次设立分会场以来，武汉第一次成为
分会场，吸引众多期待和关注。随着2025
年春晚的脚步渐近，武汉这座分会场的准
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春晚舞台已经
面貌一新，准备迎接全球观众的目光。

大江大湖大武汉，是英雄之城、生态之
城、人文之城、科创之城、美食之城。2025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武汉分会
场负责人张敏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这些属于武汉的独有特质，将在春晚
分会场的舞台上通过各种元素的融合，进行
淋漓尽致地展现。“春晚舞台上，大家还能看
到独属于武汉这份烟火气十足的年味，以及
武汉在新时代之下的科创成就。”

湖北武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九省
通衢，山水林城。春晚武汉分会场节目以

“英雄城市，还看今朝”为主题，场景从黄鹤
楼延展到江汉路、汉口里、长江游轮，从香
气扑鼻的热干面摊位到人声鼎沸的公交车

厢，烟火气浓郁，人情味满满。新派戏曲将
京、楚、汉三剧种融汇编创；杂技与传统楚
乐创意呈现；众多舞蹈演员气势恢宏地展
现楚文化中的凤凰图腾……多样态文艺形
式展现出武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大江大湖
的豪爽之气。“英雄的城市，还看今朝”，张
敏透露，看今朝，看的是现在，看的是此
刻。春晚武汉分会场将通过细腻叙事与宏
大气势兼具的文艺表达，演绎出武汉人民
坚韧不拔的气魄，引发全国老百姓的情感
共鸣，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武汉多么灿烂、武
汉人民是多么幸福。

张敏认为，武汉今年能够成为春晚分
会场，意义重大。这座城市有“大江大湖大
武汉”这个概念，同时武汉是中部城市的代
表，代表着中部城市的经济腾飞和欣欣向
荣的气象，从城市的文化、历史渊源，还有
科创等方方面面，都能够承载春晚分会场
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

去年，张敏执导的春晚西安分会场呈
现出诗意化的风格；今年，张敏负责的武汉
分会场则更注重呈现“英雄气魄”。张敏
说，刚刚接到负责武汉分会场的任务时，她
做了很多的功课。“虽然我不是武汉人，但
是我对武汉情感很深，从小到大耳濡目染
了很多武汉精神。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

市，从古至今都是人才辈出，最打动我的是
武汉人民这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遇到任
何困难都能爬坡过坎的精神，这种韧劲让
我特别有感慨。”

张敏透露，目前在武汉拍摄的场景是
多元的。“我们会多方面展示武汉的城市特
色，包括码头文化的烟火气、历史文化的底
蕴及长江文化的壮阔等等。”张敏还表示，
目前能向大家提前揭秘的就是，这次在分
会场将呈现一个融合性极强的节目，不仅
仅是单纯的文艺呈现，而且有精神内涵、有
故事线索，是将文艺节目和城市精神深度
融合的节目。“由于元素和场景都很丰富，
所以大家在创作和执行上也都遇到了一些
挑战，但是相信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会力求呈现一个精彩的作品。”

张敏表示，春节联欢晚会对于14亿中
国人来说，是一顿不可缺少的“年夜饭”。武
汉分会场作为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分子，相信
这座城市的关注度会极高。“武汉现在已经
备受全国老百姓的喜爱，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春晚节目的呈现，我相信不管是从文化
传承上，还是英雄气质的情感表达上，包括
旅游热度提升上，武汉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关
注度，更能吸引全国老百姓蜂拥而至来武汉
打卡，对武汉情感上产生更多的共鸣。”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丽娟）凤舞黄鹤
楼，星汉耀江城。距离武汉亮相春晚还有
一天时间，武汉这座分会场的春晚舞台已
经面貌一新，准备迎接全球观众的目光。
蛇年春晚武汉分会场三大主舞台曝光，黄
鹤楼、横渡长江博物馆和光谷“星河”流光
溢彩，千人鼓阵、江畔楚乐即将奏响。

黄鹤楼坐落于蛇山之巅，是矗立江边
1800年的“天下江山第一楼”。2025年，正
值中国农历蛇年，从这蛇山之巅，武汉正以
最璀璨的姿态，准备迎接春晚的辉煌时
刻。黄鹤楼前的舞台是春晚的核心阵地，
现已准备就绪，届时将通过高科技光影技
术和大型歌舞融合在一起，展示出炫酷又
复古的气质。

光谷广场被誉为亚洲最大的立体交通
枢纽中心，此次亮相春晚的光谷“星河”，光
影四射，虎座鸟架鼓古意盎然。现场呈现的
大型鼓舞，将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
结合，带来视听盛宴，体现出新时代的气息。

作为面朝长江的主舞台，横渡长江博

物馆不仅为春晚武汉分会场增添了一份自
然美景，也展示了武汉人对长江文化的热
爱。在除夕，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节
目，还能感受到武汉深厚的文化底蕴。

春晚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
一场演出，而是融入了家庭团聚和文化传

承的意义。每年除夕，全球中华儿女都将
通过荧幕共同分享这份欢乐。蛇年新春，
央视春晚舞台上，武汉这座英雄之城迎接
全球目光聚焦，以其独特的魅力，将厚重历
史与现代活力完美交融。无论是歌舞表演
还是歌曲演唱，都将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总台春晚武汉分会场负责人接受专访

春晚舞台上看武汉“英雄气魄”

凤舞黄鹤楼 星汉耀江城

蛇年春晚武汉分会场主舞台引注目

“光谷的科技舞台，绝对能燃爆全
场！”“很难得碰到一回，武汉人肯定感到
自豪啊。”乙巳蛇年春晚脚步渐近，作为四
大分会场之一，武汉街头巷尾早已张灯结
彩，黄鹤楼、光谷等地标建筑装点一新，
市民游客、参演分会场节目的演员和全国
观众，无不怀揣着对“武汉时刻”的期待与
憧憬。

2025 年春节联欢晚会是“春节”申遗
成功后的首届春晚，同时这也是自1996年
央视春晚首次设立分会场以来，武汉第一
次成为分会场。

春晚未至，武汉的“春晚味”却早已“拉
满”。桥梁路段红灯笼高挂，街头巷尾鲜花
缤纷，“春晚红”夺目亮眼。各大商圈、景
区，还有园区大楼，处处可见滚动播放春晚
主题海报的大屏，江汉路步行街的春晚打
卡装置更是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合影。

武汉市民：很难得碰到一回，武
汉人肯定感到自豪

连日来，九派新闻记者在武汉街头随
机采访了部分市民群众，大家对日益临近
的央视春晚“武汉时刻”满怀期待。

“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在我们武汉举
办，是对我们武汉的认可。”1月22日，武汉
分会场打卡装置落地江汉路后，一位市民

自豪地告诉九派新闻，这是武汉的高光时
刻，身为武汉人，他很高兴。

另一位市民表示，除夕夜必须守着电
视看，就盼着黄鹤楼和热干面等武汉特色
在春晚登场。还有人说，期待湖北籍的明
星亮相春晚分会场。

“光谷的科技舞台，绝对能燃爆全场！”
光谷星河广场亮相春晚彩排时，有市民兴
奋地称，这是科技与梦幻的碰撞，相信它能
成为春晚最闪亮的舞台。

在市民游客充满憧憬的同时，身处节
目排练现场的演员们坦言，作为参与春晚
的一员，他们比观众更为期待。

“很难得碰到一回，武汉人肯定感到
自豪啊。”上月28日，一名市民告诉记者，
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春
晚分会场，也是向全国人民展现武汉市精
神面貌的好时机，他们感到很骄傲。

当天，一群同样参与彩排的女孩激动
地畅想道：“播出后一定会在电视机前逐帧
逐帧地找自己。”“我们必须0.2倍速，慢慢
地看。”其中一位群演还称：“准备除夕把家
里所有人，都叫到电视机前去找我。”

全国观众：今年必须坐在电视
机前守着武汉

对于另外一些演员来说，他们则期望

通过在春晚亮相的节目，让编钟、楚绣、汉
剧等荆楚文化瑰宝跨越地域界限，走进更
多观众的视野。1月8日，一位在黄鹤楼前
彩排的大学生向记者表示：“磨合两个多星
期，只为追求统一节奏、动作。希望把荆楚
文化传播到全国。”

事实上，春晚分会场官宣武汉后，不只
武汉市民和演员们，全国各地众多观众都
留言表示期待。

“我真的想看，你们武汉人是咋弄的，
骑着自行车吃热干面。”一位IP 山东的网
友调侃道。一些网友则称：“今年冲湖北武
汉，得更加认真观看春晚。”“今年必须坐在
电视机前守着武汉。”

春晚分会场也成功勾起大家对这座城
市的兴趣，让更多人想要走进武汉、了解武
汉。有网友还留言说，“今年有机会一定去
武汉玩一圈。”

据央视新闻报道，武汉分会场节目
中，新派戏曲将京、楚、汉三剧种融汇编
创，杂技与传统楚乐创意呈现，众多舞
蹈演员也会气势恢宏地展现楚文化中的
凤凰图腾……多样态的文艺形式将展现
出武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大江大湖的豪
爽之气，“英雄城市”的独特魅力将让人
心潮澎湃。

（九派新闻记者宋炜奇 余兆晨 实习
记者骆雯静 贺澜芯）

黄鹤楼光谷装点一新 市民游客期盼“武汉时刻”

武汉街头“春晚味”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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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春晚武汉分会场彩排。 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