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尝一尝，买不买没关
系，都是咱们本地的特产。”

“煎饼多少钱一袋？”“玉米
粘 不 粘?”……1 月 25 日 ，
2024 冰雪消费季供销年货
大集暨第一届辽源城市会
客厅展销活动在西安区城
市会客厅开市，60余家企业
携数百种辽源特色产品参
展，现场热闹非凡，熙熙攘
攘的人群边逛边买、满载而
归，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
氛围。

此次展会是在省供销
合作社的支持下，由西安区
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主办，

以“创品牌、促流通、迎春
节、感党恩”为主题，以“促
进产品流通、推广本土品
牌、助力乡村振兴”为宗
旨。展销时间为 1 月 25 日
至1月31日，为期7天。

为进一步烘托节日氛
围，活动以年货交易为主
线，将看、玩、购、尝、游、学
六大活动贯穿“热闹迎新
春”主题，倾力打造承载着
创新与发展、农业与人文
的综合性盛会。展销会期
间，汉服表演、本市知名书
法家现场书法教学、传统
文化教学交流、茶艺、插花

表演及教学等精彩活动将
陆续上演，充分展示独具
辽源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民俗文化和旅游资源，进
一步推动文旅体农等产业
繁荣发展，不断推进“旅游
城、健康城、开放城”建设
步伐。

据了解，近年来，市供
销合作社始终把服务“三
农”作为立身之本、生存之
基，牢固树立为农、务农、姓
农的核心价值理念，积极开
展各类吉林供销特色农产
品展销推介系列活动。下
一步，市供销合作社将立足

地域特色和资源禀赋，让农
产品做得好、卖得火，深入
推进辽源特色农产品品牌
建设工作。

吉林省鼎胜沙棘种植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魁表示：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供销年
货大集，年货大集帮助我们
涉农企业销售农特产品搭
建了很好的平台。近年来，
在供销社的组织、支持和帮
助下，涉农企业参加了省内
外各类展销活动，进一步拓
宽了市场销售路径，打响了
企业知名度，帮助我们发展
壮大。”

冰雪消费季供销年货大集展览大厅热闹非凡冰雪消费季供销年货大集展览大厅热闹非凡。。

辽源农副产品展台辽源农副产品展台
前顾客前来选购前顾客前来选购、、咨询咨询。。

农副产品展台前吸引众多顾客前来咨农副产品展台前吸引众多顾客前来咨
询询、、洽谈洽谈。。 辽源地产沙棘果汁展台辽源地产沙棘果汁展台。。 龙山区展台别具一格龙山区展台别具一格。。

东北特产玉米东北特产玉米、、高粱高粱、、黄豆等五谷杂粮黄豆等五谷杂粮
展示展示。。

第一书记代言销售本村生产的第一书记代言销售本村生产的
农副产品农副产品。。

在各农副产品展台前在各农副产品展台前，，
礼仪小姐热情招揽顾客礼仪小姐热情招揽顾客。。

年货大集各展台前吸年货大集各展台前吸
引来很多顾客参观引来很多顾客参观、、选购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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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
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马克思
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金融
系统注入传承传统、积极向上的文化基
因，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
代内涵，指明了提升金融软实力、建设金
融强国的前进方向。

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清晰标定：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
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
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文化是重要因素……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之理”，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充盈浓
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
魂。

2023年 4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全党
展开，“一场新的学习竞赛”拉开帷幕。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
依托，一个民族就能焕发出更为主动的
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表明我
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
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
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
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
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
于‘两个结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党在新

时代新征程掌握宣传思想文化上的主动
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
史责任。

2022年 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上，面对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坚守魂和根，理论创新之源才能越
来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才会越来越强
劲。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其中
之一。

文脉绵延不绝，也要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

“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不
要轻慢了。”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
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
为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
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两个结合”，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
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
色。”2023年 2月 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和世
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
态。它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
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
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新征程上，更好坚持“两个结合”，以

真理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凝
聚磅礴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
走越宽阔。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从林海雪原到松花江上，
从冰雪世界到温泉洗浴，从冻
梨、豆包到铁锅炖大鹅，这个
冬天，体验丰富的东北令游客
们直呼“过瘾”。

东北的冬天，带来了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体验？答案在

“冰箱早市”的烟火气里，在冬
泳大爷的“扎猛子”里，在一句
句“老铁”“老妹儿”的唠嗑声
里，在东北人的幸福密码里。

严寒的东北：
多样的打开方式

寒冬腊月，东北的早晨，
是被热闹的早市叫醒的。

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
来到沈阳市沈河区的小河沿
早市，宛如闯入一个天然大冰
箱。但不少游客喜欢这一口，
从机场车站一落地，就拖着行
李箱来这里体验“冰箱早市”
的清冽与温暖。

“热火勺，刚出锅的热火
勺！”一声吆喝响起，火勺摊摊
主郑丽红掀起蒸笼盖，立刻

“云雾”弥漫，香气四溢。“从没
想过早市能这么火。”郑丽红
说，最近东北旅游爆火，周末
客流量比往年多了几倍，她家
的火勺和烧麦常常被一扫而
空。

人群喧闹声中，黑的冻
梨、黄的冻桃，还有保温箱里
新采摘的丹东草莓和大连樱
桃，多种色彩相互交织，构成
了一幅生动和谐的生活图景。

“买了冻柿子、冻梨还有
热乎乎的肉肠和蛋堡，食材新
鲜，价格还便宜。”来自上海的
游客陈宇航逛了一圈，手里满
满当当。

东北的冬，不只有冰天雪
地。东北的冬有更多新的打
开方式——

玩法创新，体验更丰富。
沈北新区单家村的“稻梦小
镇”，一场雪地足球“村超”刚
刚开赛。今年以来，单家村在
稻田里搞起冰雕、狗拉爬犁等
旅游项目，吸引游客 1.6万余
人次。30岁的明玉返乡后，将
老屋改造成民宿，吸引许多游
客坐上热炕头，感受传统农村
风情。

明玉热情地介绍，在东
北，除了冰雪、火炕，还可以走
入街巷，来场城市漫步，赏文
创非遗、看热闹灯会；晚上还
可以钻进大大小小的浴池澡
堂，让快乐在热气里蒸腾。

场景上新，活动更多元。
走进沈阳市 3.5万平方米的沉
浸式主题乐园“主角儿”，游客
们换上各式戏服，参与沉浸式
体验项目，体验丰富多彩的传
统文化活动。

“我们有 6大主题，200多
个任务，除了沉浸式体验，还
可以看演出，玩游乐设施。”

“主角儿”乐园的运营公司负
责人杨野说。

口味焕新，圈粉“Z 世
代”。走进大街小巷的小酒
馆，乌黑的冻梨被捣碎出汁，
加入威士忌、果汁和苏打水，
一杯冻梨特调成为许多年轻
人青睐的“东北新味道”。

来到沈阳铁西红梅文创
园的原料库，红色的仓库大门
背后，是一个下沉式的现场音
乐场所。热爱音乐的青年人
在此聚集，尽享冬日里的热
烈。

欢脱的东北：
刻在骨子里的快乐基因

“企鹅背包很潇洒，还有
翅膀的黑马，来到防洪纪念
塔，小土豆们很优雅……”东

北网民把哈尔滨的旅游场景
编成喊麦歌曲，令“欢脱的东
北”形象感满满。

东北人的幸福密码是什
么？

是快乐的勇敢——
清晨，走进沈阳市北陵公

园，河面冻成冰场。厚实的冰
面一侧，凿出了一个20米长、2
米宽的“露天泳池”。

东北大爷“闪亮”登场。
“第一拨人捞冰碴，后面的人
扎猛子。陆续有 300多号人，
每人游一个来回。”65岁的老
李跃出冰窟窿，通红的身上冒
着热气。“虽然冷，但游完以后
反而觉得身体特别轻快。”

和寒冬共处，东北人把
冰雪当成了一种馈赠。溜冰

“从娃娃抓起”，每个东北娃
的童年少不了打出溜滑、玩
冰车；热衷冬钓、冬捕的东北
版“姜子牙”不求盆满钵满，
只求乐得自在；扬冰帆、雪地
足球对战、雪地射箭，喜欢运
动的东北人开发出许多冰雪
项目，从这里还走出了苏翊
鸣、徐梦桃、高亭宇等冬奥冠
军……

是热情的真诚——
在盘锦市的年货大集

上，“东北欢迎您”的条幅挂
在显眼处。各地游客中午来
到“农家乐”品尝美食，炖豆
角、锅包肉、猪肉炖粉条……
一道道东北特色佳肴让人垂
涎欲滴。“大伙别客气，就当
是自己家，敞开了吃。”老板
李思笑呵呵地招呼大家。

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上
碎片化传播的东北和东北人
形象，让人心头暖暖：遇见南
方人时说话秒变“夹子音”的
出租车司机，喊游客“孩子”和

“宝贝”的搓澡大姨……
“东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

的土地，这是东北人形成包
容、豁达群体性格的重要原
因。严寒的气候条件也让很
多人知道抱团取暖的意义。”
沈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李岩说。

是语言的“感染”——
“到哪儿你都是老妹儿”

“谁和你都能唠上两句”“爱咋
咋地的东北人治好了我的精
神内耗”……社交媒体上，许
多人说被东北人、东北话感染
和治愈。

“尊贵的马铃薯公主，请
上车。”52岁的出租车司机梁
鸿涛灵活运用网络热梗。“不
让游客的话落在地上，是每个
东北人的‘责任’。”

“苍茫林海、莽莽雪原造
就了东北人豪放、热情、幽默
的性格。”辽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张思宁说，可以说东北人
的幽默，是在寒冷和困难中炼
成的。

多彩的东北：
不只有冬天

许多东北人说，要感谢这
个冬天，让更多的人们来到东
北，发现东北，感受黑土地上
的幸福生活。这个冬天既是
抵达，也是开始。

过了腊八就是年，春天的
脚步近了。在鸭绿江畔的丹
东市河口村，民宿老板王忠武
已经开始谋划开春的生意了。

“一间房的价格在 100至
200元，春天来了可以赏花，夏
天可以垂钓，秋天采摘桃子，
吃农家饭、江中乘船。咱这是
在桃花源里一边生活，一边赚
钱。”王忠武说。

春天的河口村，江水碧波
荡漾，百里桃花林夹岸盛放。
这里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吟唱的地方，作为“中国传
统村落”的河口村，也是许多
游客心中向往的桃花源。

王忠武 2017年辞职回村
开起民宿，追寻自己的诗和远
方。临近春节，他写下一副对
联：“过小日子柴米油盐酱醋
茶，得大自在琴棋书画诗酒
花。”

东北是有海的。
在辽宁 2000多公里海岸

线上，大连、营口、锦州等六个
海滨城市是有名的避暑胜地。

前不久，锦州北镇市文旅
局长王莹带着沟帮子熏鸡、北
镇猪蹄等特产来到哈尔滨，在
中央大街给游客送礼物送门
票：“我们锦州有‘水落石出’
的山海奇观笔架山，还有人少
水清沙细的海滩，欢迎大家到
锦州休闲度假。”

东北不只有冬的白，还有
秋的红。金秋十月，在“中国
枫叶之都”本溪，深浅不一的
红色与金色一道将起伏的山
峦装扮得绚烂多彩。

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桓
仁满族自治县枫林谷森林公
园共吸引6万余名省内外游客
前来赏枫。“由于东北的秋天
昼夜温差大，枫叶红得更透、
更绚烂。”桓仁枫林谷森林公
园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国
春说，“我们欢迎‘老铁’们来
看看枫叶、吃吃农家菜。”

从洪波涌起的渤海湾到
浩荡奔流的松花江，从巍峨壮
观的长白山到辽阔广袤的大
草原，从百花盛开的“人间晚
春”到蓊蓊郁郁的大兴安岭
……东北的身姿千变万化，黑
土地上的人们，在这里创造
着、享受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也憧憬着、追寻着全面振兴的
美好未来。

（新华社沈阳1月24日电）

严寒东北的多样打开方式
新华社记者 牛纪伟 徐扬 孙仁斌 武江民 刘艺淳 崔师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