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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圈粉老外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在“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的
带动下， 入境游呈现持续高速增
长的态势。恰逢中国春节，来华体
验中国年已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

的一股热潮。 作为最受欢迎的入
境游“第一站”目的地，今年春节，
上海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众多外

国游客。
忙着与中国元素合影留念 ，

忙着品尝特色美食……谈起中国
春节，外国游客纷纷称赞：“有趣、
新鲜、好玩！ ”

每 10个外国游客里
就有 2个是韩国人
2025 年春节是首个“非遗版

春节”，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
到中国过春节的外国人数量比

2024 年增长了 1.5 倍， 创下了新
的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游客
对 “非遗体验” 的搜索量增长了
3.5 倍。 其中，中国春节习俗尤其
令韩国人着迷。 春节期间，每 10
个入境的外国游客中就有 2 个是
韩国人。

2 月 2 日 11 时，记者来到韩
语“浓度”颇高的大韩民国临时政
府旧址进行采访。 当天，旧址门口
依旧聚集着不少韩国游客。 “这是
我们 4 人第一次来上海旅行 ，计
划在这里停留四天。 ” 韩国游客
Amy 告诉记者，她们昨天落地后，
先吃了一顿朱光玉火锅， 今天早
餐则用小笼包开启了“中国胃”。

“我们出发前，知道正好赶上
了春节，为此感到十分兴奋，希望
能看看上海过年是什么样的 。 ”
Amy 说，她们注意到，上海的街头
挂着不少灯笼 ， 还张贴了许多
“福”字。Amy 的同伴笑言，自己看
到喜气洋洋的布置就忍不住拍照

打卡， 还不到两天手机内存就已
告急。

此外，在马当路上，还有充满
中国红的“新年快乐”拍照点，许
多韩国游客在排队合影。 据了解，
春节习俗、 赏花灯等成为外国旅
客最喜爱的非遗体验。

沪上多个景点
都有外国游客“闪现”
不仅如此， 上海各大特色景

点的外国人密度也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 豫园灯会、东方明珠电视塔
等景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

的目光。 他们在“蛇年大吉”的立
牌前摆造型， 为春节的上海街头
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日本姑娘香香第一次在中国

过春节， 她选择登上东方明珠 。
“正门的巨型毛绒蛇又软又可爱，
登上观光廊以后， 新春窗贴也超
有节日氛围。 ”她说，自己感受到
了满满的年味和魔都的现代魅

力。
来自伊朗的阿里则被外滩的

夜景所震撼。 他表示，上海是一个
多彩的城市， 有着各式各样的建
筑和各类美食。 虽然游人如织，但
不失乐趣， 让他能切身感受到红
红火火的中国年。

更有相当会玩的外国友人已

经深入临港开启 Citywalk。 “我们
逛了滴水湖， 还在海昌海洋公园
看了水上火壶的非遗演出， 漂亮
的彩船令人印象深刻。 ”一位来自
日本的游客说。

非遗美食体验
同样受欢迎

除了游览景点，“非遗美食体
验”同样备受外国游客的青睐。

假期中 ， 来自瑞士的游客
Olivier 携家人来上海旅游， 逛完
南京路步行街后， 他选择晚餐就
近品尝位于人民广场的海底捞火

锅。 Olivier 说，这是他第一次携带
家人一起在上海过春节。 “在上海
过春节很有意思，可以看灯会、逛
市集，还有很多美食可以品尝。 在
海底捞还看到了川剧变脸表演 ，
太神奇了！ ”

Olivier 告诉记者， 他计划接
下来的几天带家人去东方明珠登

高。 “中国朋友告诉我在春节有登
高的习俗，代表‘步步高升’，准备
带家人去东方明珠感受下这一风

俗。 ”
据海底捞人民广场店经理介

绍，从除夕、初一、初二这几天的
数据来看， 门店平均接待外国游
客大概 200 人次左右， 占总接待
人次的 15%， 比去年增长 3 至 5
个百分点。 考虑到外国游客爱吃
冰品， 门店还特意增加了免费冰
淇淋的供应， 同时在小料台新增
了春节特色水果———砂糖橘 ，颇
受外国游客的欢迎。

外国游客来沪体验过大年

宁波的年味与寻根之旅

外国游客打卡东方明珠。 ■受访对象供图

汽车驶过杭州湾大桥， 熟悉
的咸湿海风味就扑面而来， 夹杂
着淡淡的鱼腥味， 这是属于家乡
的味道。 今年春节，笔者就来写一
写家乡的年味。

春晚“宁波元素”
点燃家乡自豪感
今年除夕夜， 宁波人的年夜

饭桌上多了一道“硬菜”———2025
年的春晚，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
含“甬”量还特别高。

从开场歌舞中宁波舟山港的巨

轮画面，到小品中宁波方言的穿插，
再到宁波籍演员的精彩表演 ，都
让在座的亲朋好友倍感自豪。

歌手陈奕迅与宁波运动员王

昶、 张雨霏等多位奥运健儿合唱
《孤勇者》，能量满满；出生在宁波
余姚的王安宇和演员白宇、 朱亚

文等人演唱 《斗柄指东天下春》；
春晚歌曲《伟业》则唱出了万千劳
动者的自豪，3 个身着码头工人制
服的身影十分醒目， 他们是来自
宁波舟山港的一线职工。

“你看，这就是我们宁波的港口，
世界第一大港！ ”亲戚们指着电视
屏幕，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春晚的“宁波元素”不仅点燃
了家乡人的自豪感， 更勾起了无
数在外打拼的宁波游子的思乡之

情。 微信朋友圈里，关于春晚“宁
波元素”的讨论刷了屏，大家纷纷
感慨：“今年春晚，宁波火了！ ”

迁出大市年味不减
上海人寻根过年
作为长三角制造业重镇 ，据

悉， 宁波的春运迁徙规模今年创
下近 6 年新高。 走在宁波街头，明

显感觉到人流比往年少了些。
不仅是人口迁出大市， 许多

宁波人选择在外地过年， 或自驾
去更温暖的南方， 或拖家带口出
境游， 但家乡的年味却并未因此
减淡。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过年期
间， 宁波街头出现了不少上海牌
照的汽车。 “阿拉宁波人，上海话
讲得比本地人还地道！ ”宁波老三
区海曙区天一阁的游客中多了许

多上海口音。 因历史渊源，宁波与
上海血脉相连， 不少上海人的族
谱上仍写着 “祖籍镇海”“慈溪分
支”。

笔者遇到了一对来自上海的

老夫妻。 老先生说，他的祖辈是宁
波人， 他每年都会带着家人回到
宁波过年。 “宁波是我的根，这里
有我童年的记忆， 有我割舍不下

的乡愁。 ”老先生动情地说，逢年
过节他们都会选择回到家乡寻根

问祖，感受家乡的年味。

非遗年味浓
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今年是 “非遗年 ”，宁波的景

点也化身传统文化活态展馆。
在天一阁， 笔者就欣赏到了

精彩的宁波走书表演， 演员们用
宁波方言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 据说鼓楼还能体验传统的剪
纸艺术； 保国寺有匠人演示榫卯
结构的活动； 宁海前童古镇的十
里红妆婚俗巡游活动， 再现明清
盛景。 最热闹的当属南塘老街，今
年新增非遗市集， 金银彩绣的旗
袍盘扣、 骨木镶嵌的首饰盒成为
年轻人的“潮品”。

离乡的游子带走行囊， 归根
的旅人留下故事。 相信未来的宁
波会更加美好， 在年复一年的春
潮中 ，书写 “港通天下 ”的新
章。 ■劳动报记者 陈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