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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武文旅

在春晚武汉分会场，一张年味浓浓的“窗花”串起了朱
一龙的视角，完美呈现从江汉路烟火巷、古琴号和黄鹤楼的
转场。春晚武汉分会场节目撰稿永蘅透露，这张窗花来自
武汉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沈松柏，在非遗市集上为
朱一龙递上窗花的，就是沈松柏老师。1月30日，沈松柏向
长江日报社记者讲述了武汉剪纸亮相春晚武汉分会场背后
的故事。

沈松柏介绍，春晚上亮相的剪纸作品《楚凤名楼贺新
春》创作于两年前，图案中间是黄鹤楼，三只凤凰代表着武
汉三镇，围绕着千古名楼飞翔。春晚武汉分会场录制前，武
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向导演组推荐了一批围绕武汉市人文景
观创作的非遗作品。导演一眼看中了《楚凤名楼贺新春》，
觉得这个图案非常契合节目《星汉耀江城》的内容表达。通

过这些浓浓的非遗元素，营造了江汉路烟火巷的非遗市集
热闹的场景，展示了浓浓的年味。

沈松柏剪纸的独特之处在于剪出的花色花样丰富，图
案精细生动。他为春晚录制准备了好几个尺寸的同款作
品，他每剪一个同款作品，都需要花一天半的时间，“这个活
需要非常细心、细致，我是用刻刀将图案一刀刀地刻出来
的，每隔一个半小时还要稍微休息下再剪”。导演组最终选
择了直径30厘米大小的图案来呈现。在古琴号的玻璃窗
上，贴上了同款窗花作品，充满着浓浓年味。

回忆春晚录制现场，沈松柏表示，当天他递给朱一龙窗
花的镜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但是录了20次左右，“摄制
组要求非常高，朱一龙拿剪纸的角度有时低了，有时又高
了；后面观众少了，或者过来慢了，或者声音小了……这些
细节都要反复重来”。

随着“春节”申遗成功，众多非遗元素齐聚春晚，激发
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除夕之夜，看到窗花闪现
在春晚舞台上，沈松柏表示非常激动，“这是中华传统艺
术在世界舞台上的闪耀时刻。武汉有众多的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大家都非常努力、用功，也非常辛苦。武汉非遗
亮相春晚，这对大家也是一种激励，要将古老技艺更好地
传承下去”。

1月29日，沈松柏参加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春节活动，现
场展示了作品《楚凤名楼贺新春》，很多游客欣喜地问“这个
是春晚上朱一龙拿着的那款窗花吗？”“我们能买吗？”沈松
柏表示，他只带了一幅作品在现场展示，没有想到“春晚同
款”这么受欢迎。大年初三（1月31日）上午9时30分，沈松
柏将在中国建筑博物馆，现场教观众剪窗花。

想在武汉打卡春晚武汉剪纸同款，游客还可坐上地铁1
号线的“非遗贺新春”地铁专列。“武汉剪纸”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沈松柏及设计团队耗时一个半月，以城市地标长卷为
外包车衣、以春节年俗为车内设计，带着传统文化的浓郁气
息与新春的美好祝福。“非遗贺新春”地铁专列车身上，黄鹤
楼的诗意、长江的雄浑、吉庆街的烟火气息等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一幅生动的武汉城市图景。

车厢内，精心呈现了从除夕到初五春节文化的细节，年
夜饭、收红包、放鞭炮、拜年、迎新送旧22幅新春场景融入车
厢装饰。从威猛的门神到喜庆的窗花，从爆竹声声的鞭炮
到象征团圆的年夜饭，车厢每个场景都渗透着对新春的深
深祝福，唤起人们对传统年俗的温馨回忆。乘坐地铁1号线
能看大型武汉剪纸作品，还能沿线游玩吉庆街、江汉路、武
汉天地等，打卡春晚同款地标。

据悉，该专列的剪纸展陈将一直保留到元宵节。

春晚武汉分会场，沈松柏给朱一龙递剪纸窗花。 春晚视频截图

朱一龙展示的剪纸由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完成

游客在汉打卡春晚同款窗花

地铁1号线“非遗贺新春”专列。 沈松柏 供图

长江日报讯 人间烟火处，年味正浓
时。在刚刚播出的2025年央视春晚中，英
雄城市武汉再次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武
汉文旅集团两江游览五艘豪华夜游船以全
新的面貌惊艳亮相，为“春晚红”带来了别
样的精彩。

携程等线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武汉
文旅集团两江游览夜游长江春节期间预订
量火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武
汉实地体验春晚分会场的独特魅力，“跟着
春晚游长江”“打卡春晚同款游船”成为今
年春节武汉文旅市场的新风尚。

“原本计划春节假期去海南旅游的，后
来在网上知晓今年春晚在武汉设立分会
场，看到长江上璀璨夺目的灯光秀夜景，我
们决定一定要来到武汉体验一次长江之
旅。”来自河南的张先生在“东湖号”游船游
览时说道。

据悉，春节期间，武汉文旅集团两江
游览为游客准备了丰盛的文旅“大餐”，主
题鲜明、氛围感拉满的一系列特色活动让
游客们看得过瘾、游得尽兴。通过“李白
和他朋友的故事”情景剧的演绎，带领游
客重温李白经典诗词，体验不一样的长江
文化；英雄岳飞“穿越”到黄鹤楼号游船，
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沙场阅兵、感受岳飞

“再续汉阳游”的豪迈；“金蛇闹春，蛇舞两
江”游园会让游客在游船上尽情体验春节
民俗文化，浓厚的节日氛围为游客送去新
春的祝福；打年兽、大转盘等轻松、欢快的
小游戏不仅为游客准备了新年小礼品，游
船上各式精美的小道具还为游客送去喜
庆与吉祥。

随着央视在武汉设立分会场的消息官
宣，武汉文旅市场消费热度持续升温，乘坐
游船欣赏武汉夜景更是成为春节游客来武
汉旅游的必游项目。武汉文旅集团两江游
览公司一直致力于文旅融合的发展方向，
通过不断打造新的消费场景、创新游客体
验、升级产品内容等方式，为擦亮武汉夜经
济品牌持续作出积极贡献。

（侯钰倩 郭毅）

游船上舞龙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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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万建国）今年央视春晚
舞台，22个武汉地标展现在全球观众面前。在武汉，有这样
一条公交线路——408路，乘坐一趟可以把位于汉口的横渡
长江博物馆、江汉关、巴公房子、吉庆街、张自忠路等11个春
晚地标“一网打尽”。

1月30日，大年初二。中午12时许，位于二七路二七横
路的408路起点站，不少市民游客正在等车。“我们经常坐408
路，除夕看春晚，在电视上看见吉庆街、江汉关好几个熟悉的
地方。”市民余女士对长江日报记者说，自己生活的地方上了
春晚，作为武汉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午 12 时 20 分，记者乘坐 408 路到达中山大道芦沟桥
路，来自温州的一家六口上车，交谈得知他们一家人特意选在
春节前来武汉旅游，初二回温州。“我们对武汉的印象很好，感
觉美食没有吃够。”他们说，今年春晚出现的武汉景点，他们去
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在下次来武汉时去玩。

“欢迎大家乘坐408路打卡春晚地标。”408路驾驶员吕亚
丁笑着说，看完春晚，同事们细细数了一下，春晚出现的横渡
长江博物馆、江汉关、古琴号、胜利街、陈怀民路、张自忠路、郝
梦龄路、吉庆街、巴公房子、鄱阳街（含咸安坊）、江汉路步行街
烟火巷，乘坐408路全部能够到达。

“前往江汉关、古琴号，可以在沿江大道科技馆站下车；胜
利街、陈怀民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都在芦沟桥路站附近；到
巴公房子和吉庆街，可以在大智路站下车……”谈起沿途景
点，吕亚丁如数家珍。

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十车队副队长汤俊介绍，408
路是一条旅游观光线，分为408路内环和408路外环，沿途经
过解放大道、中山大道、沿江大道，线路集中了多处景点及各
类展馆。驾驶员经过专门培训，对各处景点倒背如流。车内
广播每站也会介绍沿途景点，让市民乘客可以直观了解武汉
的历史文化与城市风光，欢迎大家乘坐408路游览武汉。

坐上408路公交游武汉

22个春晚地标
一口气逛一半

408路公交停靠在中山大道江汉路。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摄

5个浙江男孩在巴公房子前拍下新年首张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衡）“央视春晚，徐帆就是在这里拍
的，我也要在这儿拍一张。”1月30日，大年初二，来自江苏扬
州的高女士牵着一个写有“爱武汉”的粉色气球，站在江岸区
鄱阳街巴公房子前拍照留念。

今年央视春晚，武汉籍艺人徐帆带领人们跑过巴公房
子，这幢百年老建筑以“春晚同款”的身份引爆社交平台，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建成于1910年的巴公房子，由俄国茶商巴诺夫兄弟修
建，立柱、拱门、木窗、圆顶、红墙，这幢四层楼高的近代古典
复兴式建筑，是当时武汉最早的高端公寓楼，也是中俄万里
茶道的重要遗存，见证“东方茶港”的荣光。

30日上午10时，巴公房子门前已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观
众，大家纷纷在建筑前拍照留影，聚在有趣的“新春打卡来江
岸”明信片打卡装置前，留下新年美好瞬间。

“看镜头，倒数5秒。”来自浙江台州的李腾（化名）将手
机固定在自拍立架上后迅速跑回同学身边，5个大男孩摆出
手势，留下新年的第一张合影。

“我们是高中同学，春节放假前大家就商量去哪儿玩。
有建议去西安的，也有建议去福建的。看春晚，镜头里的武
汉非常壮阔，于是大家商议，去武汉吧。”这趟说走就走的旅

行，李腾计划玩两三天，而巴公房子是他和同学的第一个打
卡点。

去年底，百年巴公房子焕新升级为武汉风貌巴公邸酒
店。今年大年初一至初六巴公房子举行“巳巳如意，新春园
游会”活动，首次向游客开放大巴公中庭区域。游园会上展
示了精美文创产品和美食。万里茶道展览馆内，游客聆听巴
诺夫兄弟与巴公房子的万里茶道故事。

“欢迎大家来武汉感受新春热情，可以扫码关注小红书，
了解巴公房子历史。”在大巴公中庭入口处，武汉风貌巴公邸
酒店工作人员向来往的游客介绍说。

“昨天是大年初一，游客就排了好长的队，没想到今
天游客更多，嗓子都说哑了。”武汉风貌巴公邸酒店现场
工作人员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当天中庭区域表演了舞狮
祈福，现场气氛热烈，游客反响很好。初五将举行送福活
动。

游客陈菲从广州来到武汉。在她看来，这里除了满满的
年味，还有青春气息，年轻人特别多。而百年建筑特有的厚
重感，拍照很出片。“看完展馆，感受到汉口作为19世纪中国
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中俄万里茶道起点的兴盛。站在庭院
里，好似青春与历史交汇。”

巴公房子成来武汉第一个目的地

5个浙江男孩拍下新年首张合影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产启斗）今年央视
春晚舞台出现了 22 个武汉地标，大部分都可以乘坐地铁
到达。大年初一，地铁 7 号线园博园站客流冲上全线网第
二名，因为春晚慕名前往园博园汉口里打卡的游客量激
增。

1月30日中午1时30分，长江日报记者乘坐7号线前往
汉口里，沿途上车乘客的目的地几乎都是园博园。列车到
站，近百名乘客下车依次出站。

“请问，去汉口里从哪个口出去？”来自咸宁的王卓敏今
年67岁，腊月二十八来武汉走亲戚，准备玩到初五回去。“我
们看了春晚，就打算来逛一下汉口里。今天只吃了早饭，准
备中午到汉口里吃汉味小吃。”他笑着告诉记者。

“B1出入口到园博园东广场，B2出入口直达汉口里。”值
班站长王蔚在站厅不停地引导乘客从B出入口出站。“今年
春节，园博园站的客流明显上升。初一，进出站客流约5万
人次，相较于去年上涨10%。”

记者注意到，前往园博园的乘客，不仅有从汉口方向坐
地铁前来的，还有不少是从黄陂坐地铁过来的。“去年前川线
二期通车后，今年春节，不少黄陂居民也坐地铁来园博园游
玩。”王蔚介绍。

“晚上，园博园有灯会，还有打铁花表演。晚上7时至9
时 30 分，车站出现集中大客流。”王蔚介绍，车站增加工作

人员与警力支援引导，在出入口、安检点等位置设置了铁
马护栏进行进出站分流、限流，安检加开双通道，加快乘客
进站速度。

同样，因为出现在春晚，地铁2号线、11号线换乘站光谷
广场站也成为热门地标。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和下午4时
至7时，有不少乘客从J出入口出站，打卡光谷星河广场。车
站为了让市民游客尽兴，还开展“巳巳如意，福满地铁”新春
主题活动，站内贴“福”字、挂灯笼，Q出入口和R出入口所对
应的“火”和“土”雕塑旁，还特别摆放了新春打卡装置，供大
家打卡拍照。

记者从武汉地铁运营公司了解到，春晚出现的22处武
汉地标，基本可以乘坐地铁到达。除了园博园汉口里、光谷
广场外，还可以乘坐11号线到光谷四路站，体验空轨；到11
号线光谷七路站，前往武汉未来科技城（光谷马蹄莲广场）；
到5号线司门口黄鹤楼站，既可步行登高黄鹤楼，也可与黄
鹤楼拍摄同框照片；去武昌江滩，从2、5号线积玉桥站下车
最方便；从1、6号线大智路站下车步行前往巴公房子；去吉
庆街，从循礼门站和大智路站下车均可到；从2、6号线江汉
路站步行去江汉关最快；从1、8号线黄浦路站下车，附近就
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胜利街；到横渡长江博物
馆，从1、7号线三阳路站下车；去古田桥可乘坐1号线到古田
二路站。

慕名前往汉口里的游客量激增

园博园地铁站客流量首次冲进全线网第二

7号线园博园站直达汉口里。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