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 湖南湘潭的一个大家族连续7年
举办了家族春节联欢会， 在家族春节联欢会上每
个人都 “各显神通”， 有跳舞的、 唱歌的……据今
年的组织者介绍， 自2017年黄氏家族就开始组织
举办家族春节联欢会， 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 （除
2020年疫情没办）。 组织者表示， 每年过年我们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表演节目， 也是为了培养黄氏
家族小辈的能力， 就是不会怯场！

点评： 举办家族春节联欢会， 不仅在于欢笑
和娱乐， 更在于传承和凝聚家族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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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贵州省一个名叫凯口的村庄， 2024年春节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村里外
出务工的青壮年返乡过年放弃玩乐， 一起出钱出
力修缮拓宽村里的道路。 今年春节， 村里没有了
往年过年时的麻将声， 就连烟花爆竹也比往年燃
放少了许多， 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的挥汗如雨和机
器轰鸣。 目前， 所有工程已全部完工。

点评：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模样！ 只有心系
家乡、 勇担责任， 才能共同书写出乡村振兴的新
篇章！ 为这种别样的过年方式点赞。

大年初一， 一头憨态可掬的黄色小醒狮正在
路边独自练习舞狮， 恰好一支专业舞狮表演队路
过， 队员看到小醒狮后热情捧场， 自发地为小女
孩敲锣打鼓、 呐喊助威。 听到锣鼓声响起， 小醒
狮里的小女孩更加投入地舞了一段。 舞狮队准备
离开时， 小醒狮还跳下箱子， 不断摆动着狮头，
展示低头三甩。

点评： 一次偶然的相遇， 一场暖心的互动，
大狮子有样， 小狮子有礼。 自学舞狮的小女孩用
行动阐释了什么叫热爱， 醒狮正少年。

春节期间， 一个在英国的留学生分享了她在
伦敦街头的新年体验。 视频中， 伦敦的街头弥漫
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一些小朋友正在欢快地玩着
摔炮， 其欢乐的情景仿佛让人置身于国内的某个
步行街。

点评：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更是一个文
化的展示窗口。 通过春节活动， 外国朋友们能够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感受到中
国人的热情和友好。

近日 ， 广东佛山， 小伙自家楼顶 “复刻” 迷
你载人蒸汽小火车， 过年家里亲戚小朋友玩得乐
开花。 小伙表示， 自己十分喜欢这种老式蒸汽小
火车， 于是就在自家屋顶做了一个， 从筹划到完
工大概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

点评： 坐上蒸汽小火车畅游， 看着就乐趣无
穷， 为过年增添无限欢乐， 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
朋友都玩的很开心。

小伙自家楼顶“复刻”
迷你载人蒸汽小火车

羡慕这样的过年氛围
湖南连续7年家族联欢会走红

“小狮子”偶遇“狮群”
暖心互动“完美配合”

普天同庆的春节中， 家里谁来主理过年， 一
般不会引起太多关注。然而，当很多“90后”年轻人
纷纷成为过年的主理，并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爆
改春节”时，就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刚刚过去的春节，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不管是自家， 还是周边的亲朋好友， 主持过年策
划、 采买、 旅游、 串亲、 文娱等活动， 都由年轻
人接手了。 据媒体报道， 现在不少年轻人已经开
始制造专属自己的 “年俗” 了， 开启了重新体验
春节的乐趣。 例如， 今年的 “新中式服装 ” 热
销， 很多年轻人购买了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新
中式服装， 为自己和家人营造节日氛围。

年轻人接棒老一代， 主持自家的过年活动，
给流传千年的春节， 增添了新体验。 对很多年轻
人来说，过去一提到回家过年，都是一脸无奈：因
为太多程式化的动作，大年三十守着春晚吃饺子；
从初一开始的活动也多是被动参与， 被家中相干
或者不相干的七大姑八大姨一干人等组团催婚，
无休止地参与各类家庭聚餐， 吃得天昏地暗、 肚
子溜圆。这还不算，过年还成为亲朋好友之间， 各
自财力比拼的舞台。 难怪多年来， 年轻人一提到
回家过年就十分发怵， 称过年为 “过劫”。

而今年的春节却与往常不同了。 一贯在过年
活动中被动参与的年轻人开始主动出击了。 据调
查显示，18岁至35岁的年轻受访者中，83%左右的
人都接替了父母， 成为过年的主理人。 这一现象
的背后， 是他们希望通过个人行动与父母打破代
际隔阂的心愿。前不久，一项调查也显示，94.1%的
受访青年坚持过年的传统习俗， 76.7%的受访青
年注重过年的 “仪式感”。 年轻人更愿意过春节
这样的传统文化节日， 可以找到文化的根。

如今， 众多的年轻人挑起家庭过年的主理
人， 他们大胆探索并融合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
化的结合点。 如置办电子年货， 包括电子红包、
更换手机电子壁纸、 主持家庭成员间的春晚、 收
藏整套拜年专属表情包等； 有的还纷纷为自己和
家人置办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新中式服装；
购买和张贴各种谐音、 图案、 卡通、 字母组合而
成的新式对联， 比如将 “有钱有文化， 没胖没烦
恼 ” “哈哈哈 ” “666” “发发发 ” 贴在家门
口， 对联中英文单词、 化学元素、 图像表情符号
等； 招待家中客人也摆脱了花生、 瓜子、 酥糖等
老几样， 而是换成了更健康的养生中药零食等。
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近2个月 “新中式” 搜索
量同比增长超200%， 红色 、 国潮 、 龙等标签 ，
成了平台上的热搜词， 以 “95后” 为主体的年轻
消费者成为年货节的主导者， 他们正用自己的消
费模式， 倡导一个又一个新年俗。

由此可见， 当代年轻人已经不再拘泥于被动
过年， 而是根据各自的情况， 过一个花式春节。
如全家集体去看春节档大片， 然后一起讨论相关
话题； 一起原地或者跨地、 跨境旅游， 给紧绷的
心灵放个假； 大胆穿起汉服逛景点， 以求文化的
契合。 同时还在不断丰富着年货的新成员， 如手
串、 汉服和乐器陪练， 正在成为 “年货新三样”
的代表。

年轻人成为过年主理人这一现象， 一方面为
古老的习俗增添了新元素， 还让代际的交替得到
了升华。 因为古老的节日也需要不断地注入新时
代的内容， 这样传统文化的魅力才不会枯竭， 也
有了新意。 而年轻人也在这其中得到了成长。 当
我们的传统节日添加了更多与时俱进的新形式
时， 年味不但变得更浓， 也变得更有时代气息。

春节别样风景！ 贵州回乡青年
放弃玩乐组团拓宽村道

边走边摔
中国春节出国更“出圈”

年轻人争当过年主理人
是代际交替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