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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第19届常会评审现场，大屏幕播放春节宣传视频。 新华社记者朱雨博摄

中国年味世界共享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春节”申遗成功

新华社记者 周玮 徐壮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王聿昊 叶昊鸣）记者4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
运输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华全国
总工会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进一步改善停车休息环境关
心关爱货车司机的通知，旨
在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
加快推动道路货运行业高质
量发展。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改善停车休息环境对
于提升道路货物运输安全水

平、关心关爱从业人员、营造
良好的从业就业环境等具有
重要意义。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
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加油站
型“司机之家”建设、探索推
进口岸“司机之家”建设、改
善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休息
环境、健全完善货运平台协
商调解机制、组织开展关心
关爱帮扶活动等，为货车司
机提供暖心服务，切实增强
货车司机的从业获得感和职
业归属感。

三部门发文改善停车休息环境
关爱货车司机“急难愁盼”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乙巳新
春将至，中国人提前收到了一份“新
年贺礼”。

北京时间12月4日晚，“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在巴拉圭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节年为首”。喜讯传来，人
们的自豪与自信油然而生。围绕这
次成功申遗，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
专访了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负责人。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更多
中国色彩

问：请谈谈此次申遗成功的重
要意义。

答：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
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传
统节日。每逢春节，万家团圆，家家
户户在浓浓的亲情和隆重的仪式中
除旧迎新，祈愿新的一年更加美好
的生活。在千百年的积淀中，春节
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个人与家庭、社
会、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
绵延赓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
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随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范
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在全球的影响
力也日益提升。

此次“春节”申遗成功，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成果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大幅提升的具体体现。

“春节”申遗成功，有利于提升
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
认识，激发运用传统节日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赓
续中华文脉；有利于增进中华儿女
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
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
利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理解，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为世界文化
多样性贡献更多的中国色彩。

寄托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
国情怀

问：“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项目的内涵是什
么？

答：按照中国传统历法，正月初
一是春节，是新一年的开始。春节
前后，围绕着辞旧迎新、吉祥平安、
团圆和谐的共同主题，人们开展一
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欢庆这一中华
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
标志年度周期转换、周而复始的重
要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生
命意识、伦理道德、思维模式、行为
规范、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

“春节”源自中国传统历法，彰
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春节”是中国人根据天时、物
候的周期性节律安排生产生活的具
体体现，蕴含着顺应天时、礼敬自然
的智慧。中国人基于日月运行规
律、物候变换周期，以及农业生产生
活节律，创造了传统历法体系，形成
丰富的社会实践，彰显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写春
联、剪窗花、贴年画，采购年货、烹制
节日食品……人们祭祀灶王爷，礼
敬天地，祈愿家宅平安，生活美好。

这个遗产项目还包含着中国人关于
粮食种植、加工、保存以及年节食品
备制的知识与实践，不断强化着人
们对自然的礼敬和对粮食安全重要
性的认识。与春节相关的饮食习
俗，具有多样化的表达和丰富的寓
意，传递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念、
养生理念和伦理规范，寄托着人们
对风调雨顺、阖家团圆美好生活的
向往。

“春节”是维系个人与家庭、社
会、国家的情感纽带，促进着家庭和
睦、邻里社区和谐，增强着文化认同
——

春节期间丰富多样的活动寄托
着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怀，在
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促进家
庭和睦与邻里和谐、丰富生产生活
的作用，不断增强着文化向心力、社
会凝聚力，在延续文化传统的同时，
不断激发文化创造力，为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神力量。

除夕之夜，家人团聚，共同制
作、分享年夜饭，围坐守岁，通宵达
旦，迎接新年的到来。阖家安乐是
中国家庭欢庆春节的美好情景。正
月初一，是传统新年的开始。人们
着新衣，拜祖先，向长辈、亲友及邻
里拜年；人们逛庙会、闹社火、赏花
灯，共庆佳节，这些年俗活动表达了
百姓辞旧迎新、期盼平安团圆和国
泰民安的良好祝愿。在喜庆和谐的
习俗实践中，人们真切地体验到亲
情、友情和乡情，不断深化对春节文
化内涵的认识，强化家庭观念和亲
情意识，密切了人际关系，从而有助
于构建和谐社会。

“春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融入
现代生活——

新春佳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
闹的传统节日，它承载了人民群众
最热烈的情感、最美好的期盼。春
节包括了众多民俗活动和非遗实
践，这些民俗与非遗，让年味更浓，
让生活更美，也留下了浓浓的乡
愁。与春节相关的传说、歌谣等传
统知识，祭祀先祖等仪式，年画制
作、剪纸、灯彩制作等传统手工艺，
舞龙、秧歌、高跷、戏剧、曲艺等众多
表演艺术，灯会、花会、写春联等民
俗活动都在春节中得以呈现，体现
出春节实践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样
性，极大地丰富了百姓春节的文化
生活，营造了热烈、祥和、欢快的节
日氛围。比如，各地迎接春节有贴
年画的传统习俗，年画成为人民大
众过年辞旧迎新、避灾驱邪、欢乐祥
和的美好寄托，年画流布广泛，在各
个地域都渗入了在地的集体审美，
形成了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
方特色。这些内容为中小学、高等
院校、职业院校等提供了优质教育
资源，让年轻一代在学习、参与和实

践中不断增进对春节的认识和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促进传承自觉、激发
创新意识。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问：目前，这一项目保护传承实
践开展情况如何？接下来，如何丰
富节日的内涵和形式，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答：春节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展示
非遗项目保护成果的重要平台，也
是展现文化自信自强形象，加强文
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故事的重要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入挖掘春节所蕴含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广泛开
展春节传承实践与传播展示活动。
无论是城市的街市社区，还是乡村
的庙会圩集，各地非遗活动丰富多
彩，深受老百姓喜爱。各类非遗项
目在融入春节等传统节日中，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2024年春节前后，全国开展了
4.54万余场非遗传承实践相关活
动，剪纸、年画、灯彩、舞龙、灯会、庙
会等非遗项目吸引了广大群众热情
参与。人们由此进一步了解了节日
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丰富表现形式，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
弘扬者。

下一步，我们将以申遗成功为
契机，深入挖掘春节在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持
续开展春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
年俗越来越受欢迎，让非遗越来越
贴近现代生活。

一是持续开展春节非遗宣传展
示活动。2025年春节期间，我们将
开展“非遗贺新春·古城过大年”、

“非遗贺新春·点亮中国灯”、“非遗
贺新春·年画进万家”、“我的家乡
年”视频直播、“赶个年味集”、“非遗
馆里过大年”等系列活动，让人民群
众在浓浓年味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二是推动在新时代形成新的春
节年俗。通过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
结合，推出一批“非遗大集”“非遗潮
玩”“非遗年货”，以新的渠道和方式
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
参与，让非遗国潮、春节年俗在创新
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三是在全球广泛开展“欢乐春
节”活动，以新年音乐会、新春巡游、
新年家庭日、新春庙会等多种形式，
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
海外民众更加了解中国春节，共同
感受欢乐喜庆、团圆和谐的节日氛
围。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刘硕）记者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
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
意见》日前正式印发，提出要
增强检察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和落
实司法体制改革，在法治轨
道上深化检察改革，推动加
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

意见明确了健全坚持党
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制度体
系、完善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制度体系等方面的任务
和目标。意见提出，推动健
全国家安全体系，严厉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等
犯罪。协同完善公共安全治
理机制，依法加大对危害生
产安全犯罪、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犯罪防治力度。协同推
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
设，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
制，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
的犯罪，推动完善“扫黄打
非”长效机制。

在健全强化法律监督工
作机制方面，意见提出，推动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规范检察环节制

度适用。依法规范不批捕、
不起诉。完善立案监督办案
规范。依法监督纠正非法取
证、违法适用强制措施等侦
查活动违法行为，优化完善
侦查监督平台。意见还对健
全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
诉讼检察等方面工作机制提
出要求。

意见明确，要全面准确
落实、不断健全完善司法责
任制，细化完善检察官职权、
检察辅助人员职责等清单，
并且要完善执法司法相互配
合制约机制，健全检察权运
行制约监督机制。

为了服务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
要求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打击
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等金融犯罪，推动健全金
融证券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惩治非法金
融活动，有力维护金融安
全。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司法，促进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在服务保障和改
善民生方面，意见要求，践行
司法为民宗旨，精准对接就
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特
定群体权益保障等民生领域
改革部署，健全检察便民利
民机制。

最高检：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检察改革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确认，美国102岁老太太玛乔
丽·菲特曼和100岁老翁伯尼·
利特曼创下“合计年龄最大新
婚夫妇”的新纪录。二人今年
5月19日结婚时，年龄合计
202岁271天。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
3日报道，菲特曼和利特曼此
前均有超过60年婚史，配偶
去世后，二人碰巧住在了费
城一家养老机构的同一层
楼，在一次化装舞会上相识，
进而展开恋情。结婚前，二
人交往了9年。

有趣的是，二人年轻时曾
在同时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
大学，不过攻读的专业不同，
大学期间从未见过面。利特
曼后来成为工程师，菲特曼当
了教师。

菲特曼没有孩子，与利特
曼结婚让她多出了两个子女、
4个孙辈和9个曾孙辈。

利特曼的孙辈萨拉·西
歇尔曼说，全家人为这对“新
人”的结合感到激动，因为他
们“非常幸运能找到彼此，并
成为彼此的依靠”。考虑到
两位老人的年纪，家人们原
本以为他们不会结婚，但听
说他们打算迈入婚姻殿堂
后，感到惊喜。

“世界上有那么多悲伤和
恐惧，”西歇尔曼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能够分享一些给人
们带来快乐的事，这很好。”

利特曼把自己的长寿和
幸福归功于阅读和与时俱
进，菲特曼则把长寿归功于
脱脂乳。

“他们都喜欢对方的幽默
和智慧，”西歇尔曼说，“他们
让彼此保持年轻。”

合计年龄最大新婚夫妇
的前世界纪录由英国人多琳·
柯比和乔治·柯比于2015年6
月13日创下，当时这二人的年
龄合计194岁280天。（乔颖）

创纪录！

世界合计年龄最大新婚夫妇
总年龄超20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