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后坞村举办第五届民俗集福
节 “年猪饭” 活动， 打年糕、 舞龙灯、 做圆子、 制礼糕、 看表演， 村
民们与前来观摩的游客一起感受乡村传统民俗年味， 喜迎新年。 图为
村民和游客观看舞龙表演。 新华社发

乡村民俗迎新年

初冬， 走进位于议事亭前地
的澳门市政署画廊， 一座以红色
和金色为主色调的 “牌楼” 映入
眼帘。 祥云、 舞龙等中式元素点
缀其间， 两侧的灯光增强了视觉
效果， 整个 “牌楼” 显得亮眼夺
目 。 这是 “澳门国庆牌楼回顾
展” 的入口。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澳门国庆牌楼回顾展” 连续数
月在市政署画廊展出， 还在多个
位置设立户外巡展， 带领市民游
客重温历史记忆， 澳门与祖国血
脉相连的家国故事也就此展开。

历史根基 ： 血脉相连
家国情深

穿过 “牌楼” 进入展厅， 仿
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展板上展示
着上个世纪澳门同胞为庆祝祖国
生日所搭建牌楼的珍贵照片及设
计图， 展台上还有微缩版的牌楼
模型。 观众仔细端详斑驳的影像
和精美的展品， 体会澳门对祖国
朴实而炽热的情感。

一位年长的观众站在一张上
世纪60年代的牌楼照片前， 向同
行的孩子讲解。 “澳门以前的牌
楼好漂亮的， 我们每年都很期待
国庆。” 在老人满是怀念与自豪
的言辞中， 黑白的照片瞬间鲜活

起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

起， 澳门同胞就与新中国同呼吸
共命运 。 1949年起很长一段时
期， 每逢9月末10月初， 澳门同
胞就会搭建 “国庆牌楼”， 宣传
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让广大澳门
同胞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国庆牌楼’ 不是个人行
为， 也不是一次性的工作， 而是
当时由一代代人前赴后继传承下
来的工程， 是澳门同胞家国情怀
一种独特的集体表达。” 澳门理
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
长、 澳门口述历史协会会长林发
钦说。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 开启
了 “一国两制” 新篇章， 澳门同
胞对祖国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澳
门特区政府通过教育、 文化、 经
济政策等来强化这条情感纽带，
澳门同胞的家国情怀有了更为坚
实的基础。

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回
顾展复现 “国庆牌楼 ” 这段历
史， 澳门同胞一以贯之的爱国情
怀得以生动展示。 “希望观众有
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 了解澳门
人对祖国始终不变的热爱 。” 在
展览中为观众讲解的澳门口述历
史协会副会长陈淑怡说。

“澳门与祖国血脉相连， 没

有祖国的强大， 就没有澳门的繁
荣稳定。” 居住在澳门北区的市
民郑丽霞在接受采访时说。

传承不息： 在全社会播
撒爱国的种子

澳门教业中学的历史课堂
上 ， 初一学生们开展了一场讨
论。 “讲礼、 行仁， 天下才能安
定” “我们主张顺其自然” ……
同学们各抒己见 ， 观点碰撞交
锋。

站在一旁的历史老师陈榕笑
意盈盈： “百家争鸣就是这样，
各种思想激烈碰撞， 希望这次讨
论让你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思想的
深邃和智慧。”

中国历史是澳门教业中学学
生的必修内容 。 和这所学校一
样， 国情教育在澳门校园中蔚然
成风。 近年来， 澳门教育部门持
续推动高等院校和非高等教育学
校开展国情教育， 编制出版多份
教材， 积极培养和提升澳门学生
的家国情怀， 增强年轻一代对国
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教育是培养家国情怀和国
家认同感的根基。” 澳门教业中
学副校长马泽伟说， “作为教育
工作者， 我们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播者， 更要成为学生爱国精神的
引导者。”

澳门的家国情怀和国家认同
不仅体现在政策和教育中， 更体
现在日常生活中。 各社区定期举
办以国情为主题的巡展、 历史文
化讲座、文艺表演等，这些活动不
仅吸引市民广泛参与， 也让家国
情怀在润物细无声中得以传承。

国情教育 （澳门 ） 协会自
2009年以来每年都会组织青少年
国情知识竞赛 ， 如今已是第16
届， 参赛人数屡创新高。 “今年
的主题是 ‘加强生态文明 提高
新质生产’， 我们希望让参赛选
手紧跟祖国发展热点， 以知识竞
赛的形式增强大家对国家的认同
感。” 该协会会长王海涛说。

每届比赛结束后， 协会都组
织获奖代表到内地参访。 用脚步
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亲身感受
祖国的最新发展 ， 不少人表示
“比 在 书 本 上 看 要 震 撼 得 多 ”
“深深地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
豪感”。

未来展望： 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

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国家认
同， 是澳门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的重要基础， 也是新的历史时期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实现自身发
展的内在动力。

“我们把国情教育深化到澳

门的企业中， 带领本地企业高管
到粤港澳大湾区了解科创企业和
相关政策， 了解澳门如何融入大
湾区、 融入国家发展。” 王海涛
相信， 澳门同胞对祖国的了解越
多， 认同感会越强。

面向未来， 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深入推进， 澳门在国家发
展中将承担更重要角色， 而家国
情怀和国家认同也发挥着愈发重
要的作用。

澳门中华总商会组织企业家
赴内地考察， 寻找合作机遇； 一
些社会组织通过捐赠和公益活动
支持内地扶贫和教育事业； 青年
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 项
目， 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澳门同胞用实际行动证明
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深厚情感。

澳门家国情怀历史学会会长
麦瑞权认为， 澳门始终与祖国血
脉相连、 风雨同舟， 祖国是澳门
最坚强的后盾。 “澳门与祖国命
运与共； 祖国好， 澳门会更好。”

“澳门虽小， 心系家国。 我
们这一代是这样， 下一代也一定
会传承下去。” 王海涛说。 回归
祖国25年来， 澳门用实际行动书
写着属于自己的家国故事， 也让
爱国爱澳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
更加耀眼的光芒。

据新华社

冬至将近， 晨曦轻轻揭开雪
域林海的神秘面纱。 淡蓝的天幕
下，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的雪道宛
如银龙， 穿梭在群山之间。 眼前
此景， 让来自上海的叶艺涛难掩
激动， 呼出的气息在寒风中凝结
成缕缕白雾。

“这是我第一次 ‘外滑 ’！
之前都在室内滑雪场练习， 感觉
完全不一样。” 叶艺涛说， “而
且和俱乐部的朋友们一起来， 有
搭子、 有活动， 很开心！”

自11月下旬全国各大滑雪场
全面 “开板” 以来， 2024-2025
雪季中国冰雪市场热度持续攀
升。 记者调研发现， 一股新力量
正在冰天雪地中崛起———经过多
年发展， 聚合多项属性的一批滑
雪俱乐部在冰雪产业链中开始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 中国
已有滑雪俱乐部出现， 但其功能
除社交外， 多是为雪友提供培训
和安排行程。 “现在的俱乐部更
像纽带， 吸引和整合滑雪人群、
场地、 培训、 装备、 品牌等多方
力量， 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
圈。” 上海黑桃滑雪俱乐部下属
滑雪学校校长杨勇说。 2015年以
来， 伴随着国内冰雪消费市场的
多元化与细分化 ， “2.0版 ” 滑
雪俱乐部在多地涌现， 它们的运
营更加专业化、 商业化———“上
海黑桃” 便是其一。

“上海黑桃 ” 已成立7年 ，
拥有雪具店、 滑雪学校等业务
板块 ， 主要聚焦华东地区客群，
致力于推广冰雪文化， 连续多个

雪季举办 “开板” “封板” 等活
动， 已累计吸引数万人次参与。
这个雪季， 该俱乐部在万峰通
化滑雪度假区举办超千人参与
的 “开板” 活动之后， 又来到位
于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的北大湖 ， 举行了超过
400人参 与 的 免 费 教 学 开 放 日
活动。

数据显示， 相较欧美、 日韩
等滑雪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中
国滑雪运动的人口渗透率还存在
差距。 业内人士认为， 从室内雪
场的 “冰箱宝宝” 起步， 到室外
雪场的进阶， 再到上野雪或钻研
自由式技巧， 这一路的 “升级”
很适合由俱乐部完成组织 、 引
导、 服务工作。

“关键在于安全性。 让初学
者在接触滑雪时找到归属感， 拥
有获得感。” 杨勇说， “这次开
放日期间， 俱乐部安排了50多名
教练， 免费为会员提供具有成长
体系的滑雪教学。”

1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
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 》
中 明 确 ， 中 国 冰 雪 经 济 总 规
模 将 于 2027年和2030年分别达
到1.2万亿元、 1.5万亿元。 “冷
经济” 释放 “热效应”， 越来越
多投资者为冰雪产业潜力和前
景投下信心票 ， 各地滑雪俱乐
部也成为商业品牌竞相投放的新
蓝海。

记者调研发现， 滑雪俱乐部
的 “触角” 关联到景区、 装备、
航空公司， 涵盖汽车、 食品、 酒

水饮料、 化妆品等领域， 从而赋
予冰雪消费 “组团式 ” 的新玩
法。 “作为来自滑雪胜地瑞典的
燕麦奶品牌， 我们希望与更多企
业携手， 助力中国冰雪经济不断
升温。” 噢麦力OATLY大中华区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林春燕说。

对雪场而言， 俱乐部带来的
远不止客流。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市场总监闫帅认为，一方面，俱乐
部 组 织 的 活 动 具 有 社 交 属 性
和传播优势，可以在圈层内更好
地发酵；另一方面，度假区也通过
俱乐部的反馈不断提升服务 ，
形 成 良 性循环 ，“我们的温泉酒
店就是应南方几家俱乐部的需求
新增的”。

每逢雪季， 滑雪俱乐部往往
要为会员提供多段行程， 涵盖吉
林、 河北、 新疆等多地。 受访雪
友普遍表示， 他们不用自己劳心
费神做攻略， 俱乐部就能够提供
交通、 住宿、 活动等方面的精准
信息推荐与服务。 这些俱乐部进
驻过的一些村落、 民宿也会在流
量吸引、 形象包装等方面受到启
发， 比如北大湖附近南沟村部分
民宿就增加了潮玩设备、 小程序
指南等项目。

雪季渐入高潮， 刚忙完北大
湖的活动， 杨勇就开始与同事筹
划下一段行程。 对于中国冰雪经
济和滑雪俱乐部的发展前景， 他
信心满满： “未来要更好地服务
雪友， 更好地匹配市场， 让更多
人爱上冰雪运动， 让更多快乐融
入冰雪。”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记者17日从工业
和信息化部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标准
提升引领原材料工业优化升级行
动方案 （2025—2027年）》， 以标
准提升引领原材料工业供给高端
化、 结构合理化、 发展绿色化、
产业数字化、 体系安全化发展。

“材料是制造业的基础， 标
准在原材料工业发展中发挥着基
础性、 引领性作用。” 工业和信
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常国武
说， 印发方案就是以标准体系建
设为切入口和发力点， 发挥标准
“指挥棒” 作用， 引领原材料工
业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 到2027年， 引领
原材料工业更高质量 、 更好效
益、 更优布局、 更加绿色、 更为

安全发展的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标准工作机制更加健全， 推动传
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新材料产
业创新发展的标准技术水平持续
提升。

据介绍， 围绕数字化转型、
绿色低碳、 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方案明确实施 “数字化标准提升
工程” “新材料标准创新工程”
“绿色化标准升级工程”， 到2027
年发布并实施200项以上数字化
转型、 100项以上新材料领域以
及100项以上绿色低碳标准。

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 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地
区和行业组织加强工作协同， 强
化指导服务， 推动原 材 料 工 业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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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家国情怀传承不息

我国加快以标准提升引领原材料工业优化升级

冰雪崛起新力量
———冰雪试验区蹲点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