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雪季到来，人们惊喜地发现，在皑皑白雪间，新
添了一抹抹“中国红”。在吉林松花湖度假区，年轻人
身着京剧戏服、脚踩滑雪板从山顶飞驰而下，风驰电
掣间意气风发。

中式服饰、国风文创、中式茶饮……青春的蓬勃
朝气遇见国风的典雅厚重，创新的灵动思维与传统的
深邃智慧结合，流传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融入现代生
活，国风潮流日益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用热爱和创造为古老文化
注入青春活力。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澎湃的文化自
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魅力。

从喜爱到参与，越来越多青年
成为推动国风国潮热的主要力
量

绣着水墨修竹的方襟盘扣长裙、点缀绿梅的对襟
系带小袄、清新雅致的斜襟布衣……临近春节，浙江
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里，汇聚各种风格的新中式服
装。

在国外留学的李筱趁着假期回国，特地来购买新
中式服装。“春节聚餐就可以穿上，这样也通过服饰向
其他国家的同学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李筱说。

中国风，是深深烙印着中华传统文化特质的风格
呈现。它汲取古老华夏文明精髓，从古典建筑的雕梁
画栋，到文学经典里的家国情怀；从民间器物的精湛
手艺，到传统戏曲的唱腔服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
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式审美与中国风
格。

“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全
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张颐武认为，“中
华文脉源远流长，创造力生命力非常强，通过自我更
新，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如今，热衷于非遗文创、古风音乐、国漫国游的年
轻一代，以“国”为“潮”，成为推动国风国潮热的主要
力量。

银帽轻戴，摇一摇头就变成了苗家姑娘；毛笔轻
点，花钿在眉心绽放，唐朝美人立刻浮现；抬眼间，一
位身着旗袍的姑娘嫣然一笑……短短 60秒的视频
里，中国传统的剪纸、点花、旗袍、苗族银饰等与现代
妆造融合，这是视频创作者朱若萱拍摄的中国元素变
装视频。

视频火热“出圈”后，朱若萱发现，有许多网友自
发研究和演绎传统服饰造型的创新表达，并拍摄视频
与她互动，再次创作了中国元素变装武术版、京剧版、
非遗版等。

在搜索引擎上，近 10年“国潮”相关搜索热度增
长超5倍。近年来，这股风潮从“小众”刮向“大众”，年
轻人从喜爱到参与，从理解到创造，成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动力。

“许多年轻人把传统文化融入他们的创新创造
中，创造了很多更符合当下审美的产品。”张颐武表
示，“传统文化之美，一旦被年轻人发现和认同，就会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4年的中秋节，在上海前滩31演艺中心，2000
多名观众坐满了剧场的上下三层，不少人身穿汉服，
共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的10周年音乐会。

在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原创曲目《大夏》中，古筝
演奏者拿出一把提琴弓，拉古筝最粗的弦，同时加入
澳大利亚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声如洪水来临之际的
雷奔云谲……在场观众沉浸在大禹不屈无畏的精神
震撼和中西方古乐共鸣的视听盛宴中。

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钺说：“所有的创作都源于我
们最初的热爱、共振的血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没有
变，但观众对于文化产品的品质要求更多，以历史为
灵感，用艺术观照当下，创作团队要有这样的担当。”

追求时尚张扬个性，年轻人有
强烈意愿将中国故事讲出来传出
去

应龙腾云而来，灵蝶翩跹而舞，比翼鸟并肩而飞
……在 95后纸艺爱好者冯则瑞的手下，《山海经》里
的奇幻故事呈现眼前。

冯则瑞用宣纸、刻刀、颜料等工具，经过设计草
图、宣纸晕染、刻刀裁切、部件粘贴、塑形装饰等复杂
工序，创作出如毕方、三头凤等栩栩如生的神兽形象，
色彩鲜艳、立体感强，充满浓郁的中国元素。当他把作
品制作过程上传至视频网站，迅速获得超百万的观看
量。

在线视频分享平台哔哩哔哩在 2022年发布了
《bilibili年度国风数据报告》，其中显示在该平台上的
国风爱好者群体中，年龄在 18到 30岁的用户占比约
70%。在国风国潮相关内容的弹幕或评论里，常能看

到“太美了”“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
等赞叹。

中华文化之美，架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当代青年之间的桥梁。

时值深冬，本应是山西古建游的旅游淡季，
但临汾市隰县小西天景区仍不断有外地游客前
来。来自广东的游客卢平感慨：“大雄宝殿内有
1900多尊彩塑，每一尊都精雕细琢，栩栩如生，
实物远比游戏里看到的更震撼。”

2024年 8月，国产 3A游戏《黑神话：悟
空》全球上线，相关词条迅速登顶海内外多
个社交媒体热搜榜单。与此同时，外国网友
对中国元素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为了让海外玩
家更好了解故事背景，许多中国游戏玩家自发制作图
片、文字、视频等，向外国玩家“科普”《西游记》原著。

不论是主动推介国产游戏，还是在国外高校毕业
典礼上身穿汉服，年轻人在追求时尚张扬个性的同
时，有强烈意愿将中国故事讲出来传出去，这背后是
中国青年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的显著增强。

“这批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经济总量快速提高、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综合实
力快速提升、国际地位快速彰显的过程，他们从出生
就习惯于中国的‘大国形象’，因此有一种更为内在的
文化自信。”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认为，

“当代年轻人所热捧的国潮生活方式是以国家强大为
背景的，他们的文化自信是深深根植在国家认同、身
份认同中的。”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00后彝绣服饰传承
人陈海燕正带着绣娘一起赶制来自法国、越南、日本
等国的订单。2022年大学毕业后，陈海燕回到家乡接
过母亲的绣花针，结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色彩、图样，
通过刺绣、贴布、印染等方式，研发 200余款服饰，还
登上了米兰时装周。

近年来，我国在美妆、服饰、食品、文创、电子产品
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色彩的优质产品。中
国制造升级是“国潮热”形成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
科技、创新力的迅速发展，我国制造业逐步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设计”转变，我国正从世界潮流的“跟跑
者”，慢慢发展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领跑者”。

“当代年轻人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
平视这个世界了。”向勇表示，随之带来的是年轻人消
费观念的变化，除了关注产品的功能价值，也越来越
关注它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兼具传统底蕴与当代
视角的国风国潮兴起，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年轻一代以实际行动支持着民族
文化、民族产业的复兴与发展。”向勇说。

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契合
了年轻人向上、向好、向善的精神
追求

辽宁沈阳奥体中心，中医药文化夜
市里年轻的面孔随处可见，红参、川贝、
黄连、檀香等中药材摆满摊位，年轻人体
验针灸拔罐，品尝中药代茶饮品、制作中
药香囊，体验着传统中医带来的奇妙感
受。

吃中药糕点，打太极、练八段锦，保
温杯里泡枸杞，除了更加注重预防疾病
和调理身体，中医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平衡和谐的理念，也深深吸引了年轻
人。市民姜西说，每晚睡前会带着父
母一起练习八段锦，“八段锦的
每一个动作需要一松一紧，生
活工作也需要松紧得当，练习
八段锦能够缓解工作生活中的
疲惫。”

传统文化元素之
所以仍能俘获人心，
实则是无形的文化观
念在起作用，其中蕴
含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与价值理念，与
当代年轻人产生共
鸣。

海南儋州东坡书
院，每天都吸引众多年轻
的“坡粉”前来打卡。还有不
少游客沿着海口、澄迈、临
高、儋州等苏东坡在海南游历
的足迹旅行，感悟东坡的人生历
程。

不论是“东坡热”的持续不减，
还是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
如今，许多年轻人在唐诗宋词中学习
古人的生活智慧，感悟先辈的精神境
界。他们从“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学会豁
达，从“天生我材必有用”中获取信心，在

“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寻找希望，传统文化
留下的智慧结晶给予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精
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越千年击中年轻人
的内心，不仅因为聚焦了年轻人关注的话题，本
质上是与当代青年向上、向好、向善的精神追求
相契合。

四川女孩何艳红花费 3个月的时间，利用点
翠工艺，将染色鹅毛一点一点镶嵌在首饰上，制
作翟冠；布依族非遗美食花米饭制作过程十分复
杂，为复刻这道非遗美食，云南姑娘董梅华从采摘
到晾晒，从染米到蒸制，有的过程要花上 10多个小
时；自学榫卯、斗拱、彩画、地仗等技术，90后女孩
苏清吾用了 150天，在自家后院复刻了 4米长的“故
宫”亭子……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如今
依然有很多年轻人秉持着匠心，投身传统技艺传承，
耐住寂寞、精进手艺，将古老手艺与现代创意结合，并
不断学习创新，传统文化也在年轻人的传承、践行中，
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国潮热是年轻人情绪精神的一种外化，实际上
就是身份认同、精神认同、文化认同的表现。”张颐武
表示，这说明，当代青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发乎内而形于外”，只有真正理解了、热爱了，才
能铭刻于心、表迹于形。

（转自《人民日报》）

国风乐团自得琴社朝代系列音乐会演出剧
照。

受访者供图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一名参观者与中

国汉服爱好者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
爱好者们身着京剧服饰滑雪。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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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徐
鹏航 温竞华）扩大跨省共济应用地
域范围，开展新批次药品和耗材集
采，发布第一版丙类药品目录……国
家医保局 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 2025年医保将为百姓带来的新福
利。

医保基金使用更有效率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
购司司长丁一磊介绍，2025年，医保
部门将持续深入推进药品、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层面将在上半年
开展第 11批药品集采，下半年开展
第 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并适时启
动新批次药品集采。

丁一磊表示，集采充分发挥了减
负担、腾空间、促改革的动能转换作
用。2018年以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累计节省医保基金 4400亿
元左右，其中用于谈判药的超3600亿
元，即老药集采省下来的钱 80%用于
新药。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工作简单
来说，就是‘该省的大家一起想办法
省，该花的大家一起精打细算花’。”
丁一磊说，要挤压“虚的”、支持“新
的”，努力让医药费用的每一分钱，更
多用在有价值有效率的地方。

据悉，2024年我国医保基金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医保基金安全可持
续。全国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 0.47
万亿元，累计结存3.87万亿元。

“一老一小”更安心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深，而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守
护“一老”的重要之举。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
樊卫东表示，目前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阶段目标基
本实现，国家医保局正在会同有关
部门，以建立独立险种、制度覆盖
全民、政策规范统一、契合我国国
情为目标，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

截至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
覆盖1.8亿人，累计260余万失能参保
人享受待遇，基金支出超800亿元。

在守护“一老”的同时，“一小”的
医疗保障也日益完善。国家医保局医
保中心主任王文君介绍，国家医保局
大力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吉林、山西等地探索新生儿凭出生医
学证明参保、在线申领医保码，实现

新生儿“出生即参”“床边即办”，及时
报销新生儿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
医疗费用。

此外，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已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2024年已惠及超 100万人次。国家医
保局推进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将生育津贴按程序
直接发放给参保女职工，目前全国已
有超三分之一的地区实现直接发放。

看病就医更便捷

当前，我国每年约有 1.5亿跨省
流动人口。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
济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广大
参保人的真切需求。

截至今年1月16日，全国已有11
个省份 81个统筹区能够进行个人账
户的跨省共济，实现跨省共济 1540
笔，共济金额超 70万元。国家医保局
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表示，2025年
将加快跨省共济工作步伐，扩大应用
地域范围。

而在跨省异地就医方面，2024年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达 2.38
亿，减少群众资金垫付 1947亿元，分
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84.7%、26.7%。付
超奇表示，2025年将继续优化异地就
医结算，完善备案，规范管理，巩固提
升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
务。

多层次保障更全面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百姓
对于多元化的医疗服务、多层次的医
疗保障体系需求日益增长。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介绍，第一版丙类药品目录计
划今年内发布，将支持商业健康保
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更
大作用。

据悉，丙类目录作为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的有效补充，主要聚焦创新程
度很高、临床价值巨大、患者获益显
著，但因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
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国家
医保局将采取多种激励措施，积极引
导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将丙类目录药
品纳入保障范围。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将继续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编制
发布工作，促进价格项目标准化规范
化，在满足群众多层次需求、支持高
质量创新上做加法。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2025年，医保将有这些新福利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徐
鹏航 温竞华）记者 17日从国家医保
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一版丙类药
品目录预计今年内发布，将为商业健
康险药品保障范围提供公共服务，支
持商业健康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介绍，丙类目录作为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的有效补充，聚焦因超出“保
基本”功能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
录，但创新程度很高、临床价值巨大、
患者获益显著的药品。

在使用范围上，国家医保局将采
取多种措施，积极引导支持惠民型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将丙类目录药品纳
入保障范围。

据悉，丙类目录将与国家基本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同步开展。丙类
目录药品的商保结算价格由国家医
保局组织商业保险公司与医药企业
协商确定，探索更严格的价格保密
措施。国家医保局将探索优化医保
支付管理政策，对于丙类目录药品，
可不计入医疗机构基本医保自费率
指标和集采中选可替代药品监测范
围。符合条件的病例原则上可不纳
入按病种付费范围，实行按项目付
费。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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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观察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 19日在京宣布，2025年
春节联欢晚会将首次进行视障版和
听障版无障碍转播，北京主会场由任
鲁豫、撒贝宁、尼格买提、龙洋、马凡
舒主持。

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总台
相关负责人介绍，视障版和听障版无
障碍转播中，手语演员将通过增强现
实技术进行手语“解说”，竖屏多画面
包装同步呈现春晚实况与手语演员
画面，辅以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制作字
幕，满足听障人士的观看需求；同时，
将通过音频对春晚节目进行创作解
读与背景拓展，让视障人士更好地

“听”春晚。
据介绍，今年总台春晚将首次采

用全国产 8K装备完成“8K超高清视
频+三维菁彩声音频”制作；首次在春
晚演播大厅顶部部署由 30台相机组
成的云上多视角拍摄系统，以“演播

厅天空环绕视角”摄制，利用立体视
觉人工智能算法对多机位信号进行
实时三维点云渲染，并采用智能虚拟
运镜手法，呈现通过摄像机难以拍摄
的影像。

据介绍，以榫卯结构、祈年殿和北
京中轴线等为灵感的中国传统建筑创
演秀《栋梁》中，视觉设计以梁思成绘
制的古建筑手稿为基础，制作成三维
立体建筑模型，并运用虚实融合超高
清制作系统，通过打造无限延展的虚
拟舞台空间，再现中国古建的神韵。

另据介绍，今年总台春晚重庆分
会场由总台主持人张韬和重庆卫视
主持人何苗苗主持，湖北武汉分会场
由总台主持人杨帆和湖北卫视主持
人陈超主持，西藏拉萨分会场由总台
主持人朱迅和拉萨市融媒体中心主
持人斯塔罗布主持，江苏无锡分会场
由总台主持人王音棋和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主持人李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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