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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换上“国潮”新装

近日，记者在走访时发
现，广州市各大商超位置醒
目的年货货架都换上了喜庆
的“虎年国潮装”，各式国潮
装饰、老虎花纹、醒狮图案站
上了商圈、商超的“C位”。

1月21日下午2时，记者
来到位于天河区高德置地春
广场的永旺超市。一进入超
市，红火的对联、年画、挂饰
映入眼帘，其他各式各样大
小不一的年货摆放在超市的
显眼处，过年氛围十分浓厚，
而“国潮”则成为这些年货的
关键词：嘉顿的牛油曲奇饼
干礼盒加入了虎、鹿、锦鲤等
象征祥瑞的动物剪纸图案；
部分预制菜品牌则加入了醒
狮、福娃等元素推出多层礼

盒包装，也有包装则以
唐宫仕女、民国萌妹来
吸引眼球，除此之外，也
有商家与敦煌、故宫等

博物馆合作，推出
联 名 套 装 礼

盒。

“在今年1月份我们就开
始进行春节促销，有部分礼
盒是专门为新年推出，因为
今年是虎年，在很多包装设
计上都加入了老虎的装饰。”
在荔湾区一家沃尔玛中，许
多带有“虎”设计元素的年货
成为市民朋友采购时的“香
饽饽”，现场的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这些礼盒好看，拿去
送人也得体，昨天有市民朋
友一下子就买了四盒。”

购物车中有了“新物种”

说起采购年货，老一辈
心目中的必备品是瓜子、开
心果和花生。而在这个新年
中，许多“90 后”接棒成为购
买年货的主力军，年货也由
此多出了不少“新物种”：预
制菜年夜饭、新年盲盒、冷萃
咖啡礼盒……

在越秀区的一家百货中，
选择在广州就地过年的小张
正在挑选着今年的年夜饭食
材，她告诉记者，相比起在家
大张旗鼓做一桌年夜饭，她更
愿意花最少的时间做出可口

的年夜饭，这个时候预制菜就
成为最佳的选择。

在广州天河城百货，正
在暨南大学就读大二的林霖
正在一家潮玩店铺中挑选着
一款招财猫的盲盒，“我是盲
盒的忠实粉丝，过年了看到
有符合过年氛围的招财猫盲
盒，就想买回家摆着，对比起
普通的过年摆件也更新潮。”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许多潮玩店、杂货店都“上新”
了新年款国潮盲盒。有以胖
虎为设计元素的御守盲盒，也
有以国潮手绘设计的十二生
肖盲盒。据销售人员介绍，目
前这些披着国潮新装的盲盒
已成为新兴年货，许多年轻消
费者会选择“整盒端走”。

新年将至，市民们不仅仅

追求吃饱喝足，更希望能够
悠游乐活。如今，年货有了

“新物种”，但是年味从不曾
消失，在年货更迭之中，
新春也有了“新年味”。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明因
发展而精彩。

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
雨而依然璀璨夺目，在人类发展
的历史长轴上，写就光芒万丈的
篇章。

读懂中国共产党，文化的视
角不可或缺。一百年来，一代代
共产党人不断发现并运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
契合性，夯实中国人民接受并信
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
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这一历史
进程，也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
化”的文明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举旗定向、守正创新，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
族精神之魂，拓文明发展之道，用
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用文化
之火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
业，中华儿女开创未来，具有无比
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年
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二
年新年贺词，引用《礼记·中庸》
之语揭示成事之道，展现出深厚
的文化情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以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回
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
确”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
容。“十个明确”贯通着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凝结着中
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
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
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
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
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
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
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成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
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在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1 月 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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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新的征程
上，吸吮着五千年中华文明丰厚
的文化养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
丰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展现更加强
大的真理力量，指引我们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

江流万里，绵延不绝。在世
界东方这片热土上，在几千年的
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独
特的价值体系、人文精神、道德理
念和治理智慧，为克服艰难险阻、
书写辉煌史诗提供了思想营养和
精神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0 多

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
系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
根”。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
化源头，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几
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博大精
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
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坚
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高
度，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
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
度，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
想力量。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
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
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21 年春天，在“奇秀甲东南”的
武夷山下、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
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
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
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在延续
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
实现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伟
业，就拥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
拥有无比强大的奋进力量。

（三）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
韵……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五千
年文脉涵养了巍巍中华。翻开中
国历史长卷，从“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
之谓盛德”，到“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在历史风雨洗礼
中，中华民族守常达变、开拓进

取，中华文明推陈出新、赓续发
展，造就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的中华文脉。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放在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
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强
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
精神弘扬起来”，提出“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我们
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对待优秀传统
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回
答了“传承和发展什么样的优秀
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
传统文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
我们在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
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绝不是照单全收、简单复古，
而应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
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
地 加 以 对 待 ，有 扬 弃 地 予 以 继
承。“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华
文脉之贯通，通在一脉相承的精
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更
通在结合时代新发展新语境，赋
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
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

新时代文化发展，以人民为
中心是根本价值取向，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要是题中应有之义。赓续
中华文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找
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
点，擦亮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底
色。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
俗共赏的呈现方式，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和日常生
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印刻在
古籍中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
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才能不断增

强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用文
化之光开启美好生活之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
而丰富。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今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希望
了解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
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
并蓄的态度汲取各国文明的养
分，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方能推动各国
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书
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爆、
“文创风”劲吹，人民群众对传统
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活力迸发，呈现“千岩竞
秀，万壑争流”的生动景象。以创
新方式探寻中华文化宝藏，《典籍
里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唐
宫夜宴》等电视节目广受青睐；幻
化 于《千 里 江 山 图》，舞 蹈 诗 剧

《只此青绿》向观众展现跨越千年
的丹青意韵；演绎“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栖居，“国风
博主”们的写意生活备受海内外
粉丝追捧……

“又踏层峰望眼开”。新时代
的中国，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
弘扬光大，中华文明日益彰显旺
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
力、影响力。

（四）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
生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向领导干部提出“三个敬畏”，要
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厚植
文化底蕴、强化生态观念。

山高水长，不改的是守护文
化根脉的赤子之心；斗转星移，不
变的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如磐信
念。

从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到
加强自然遗产的保护；从推进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到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珍视中华文化宝藏，作出科
学部署，凝聚各方合力，书写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新篇章。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
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
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这样说。据
统 计 ，我 国 现 有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76.67 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藏品
1.08 亿件（套），有 42 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名录（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56 项。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为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增添实证依
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

“华夏第一王都”的恢宏气象；三
星堆遗址考古又有重要发现，许
多珍贵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
天下”……

珍视中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
行动，凝结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与
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
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瑰
宝，永远是中华儿女的心之所系、
情之所归，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
魂。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
品”，必须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
好，贯彻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甲骨竹简，写尽风雨沧桑；秦
砖汉瓦，镌刻文明密码。珍视中
华文化宝藏的理念与行动，彰显
着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
责任担当。从历史走向未来，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保护文
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自
觉，践行“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
科学理念，向历史和人民作出了

庄严承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
给后人。”

（五）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
缀露珠。”中华文化一贯讲求知行
合一、经世致用，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寄寓着先贤的理想，
激荡着一代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
求。

深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人们既感受着思想的伟力，又仿
佛打开了中华典籍的宝库。论著
对传统文化精华旁征博引、取精
用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
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
与历史自信。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
在治国理政各领域，习近平总书
记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通与
运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吸
纳与借鉴、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的传承和升华，闪耀着中华文明
的智慧之光，不仅为推进新时代
民族复兴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
量，也为破解全球性问题、促进人
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
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
化新的辉煌。”文化兴则国家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复兴。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文脉悠
远，与古为新。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赓续
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激扬澎湃
血脉的中国力量，我们必将书写
复兴伟业新篇章、铸就中华文明
新辉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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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中华文脉，光耀复兴之路
□钟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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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
实习生赵鑫娆、通讯员沈甸报
道：记者25日从广东电网公司
获悉，2021年广东省全社会用
电量达 7866.63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3.58%。其中，第一、
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量
同比均有双位数增长，分别同
比 增 长 13.10% 、12.07% 、
19.79%、11.54%。

2021年，广东省第三产业
用电量1696.56亿千瓦时，从两
年平均增速看，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超过两
成，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均有双位数增长，带动
了第三产业用电增速增长。

据了解，去年1月-12月，
占广东工业用电量超八成的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2.23%，发挥了“稳定器”作
用。从制造业大类看，高技术
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超14%，增速高于全省制造
业水平。从两年平均增速看，
增速较快的是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21 年，珠三角核心区、
粤东、粤西、北部生态发展区
用电量同比增速相近，分别同
比 增 长 12.74% 、13.63% 、
12.73%、12.21%。在 21 个地
市中，用电量同比增速较快的
是湛江、河源、肇庆、清远，增
速均超过15%。其中，湛江全
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同比
增速均在全省排名第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
报道：1月24日，记者从2022年
全省金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获悉，广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保持了多项金融指
标的“全国第一”。会议指出，
广东金融坚守住了金融安全底
线，全年金融业增加值首破1万
亿元，实现“十四五”金融高质

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为全省
经济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会议明确，今年要着重抓
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服务保
障，促进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等
六方面工作，解决金融机构和
金融人才最关心的问题，营造
有利于金融集聚发展的良好
生态。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
杭莹报道：“2021年，广东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达 3.78 万亿元，
比 2020 年少增 2850 亿元，比
2019 年多增 8729 亿元。表外
融资继续减少，企业直接融资
总体稳定。”1月 25日，在广东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
会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有关
负责人就广东金融运行形势答
记者问时表示，从数据对比情

况来看，2021年广东金融总量
增长处于合理适度区间。

据悉，2021 年全年，广东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 3.78 万
亿元。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22.2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存
款余额 29.32 万亿元，比年初
增加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明显高于全国。“这
说明广东金融系统对实体经

济的资金支持合理充裕、力度
稳固，不断加大稳企业保就业
的工作力度。”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副行长陈玉海表示。

数据显示，2021年全省金
融机构共计减免支付手续费
5.1 亿元，惠及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800万家。

针对 2021 年广东社会融
资规模和贷款出现同比少增，
贷款增速与上年末相比也有

所下降现象，陈玉海表示，
2020年上半年疫情暴发初期，
货币政策应对及时有力，信贷
投放基数较高。而 2021 年上
半年经济恢复势头较好，货币
政策回归常态。在高基数影
响下，2021年上半年社会融资
规模同比少增4745亿元。

“从数据对比情况来看，
2021 年广东金融总量增长处
于合理适度区间。”陈玉海分

析，从纵向看，2021 年广东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和 贷 款 虽 然 比
2020年分别少增 2850亿元和
1131亿元，但与疫情前正常年
份2019年相比，分别多增8729
亿元和4623亿元，仍然处于长
期增长趋势水平附近。横向层
面，2021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占全国的 12.1%，贷款增
量占全国的 13.2%，略高于广
东经济占全国份额，贷款增速

比全国高2.3个百分点。
陈玉海表示，总体来看，

2021年广东金融总量指标，在
2020年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
保持稳定有力增长，增速明显
高于全国，与广东名义经济增
速基本匹配，增量占全国比重
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于广东经
济占全国份额，说明广东金融
系统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合理充裕、力度稳固。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道：25日，广东省
机场集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
线广东民声热线。一年前广东民声热线提出的
网约车停车贵的问题何时能解决？白云机场方
面回应称，明年P4综合体将投入使用，届时将设
有专门的网约车停车场。

目前，网约车在白云机场停车超过15分钟
就会被收取 10元到 60元不等的停车费，而出
租车停车则不收取费用。广东省机场集团去年
上线广东民声热线时，就曾被问到网约车停车
贵的问题。一年过去了，记者回访发现，情况
似乎未有明显改善。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戚耀明介绍，广州白云机场目前共有 7个停
车场，9400 多个停车位，在场地预留上比较紧
张。这两年白云机场在加快建设，P1停车场关
闭了，P2停车场今年也将由于城轨的建设而关
闭，白云机场会损失1500个停车位以上，满足
私家车的需要已经捉襟见肘。

此外，去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还因为没有得到大数据的支持。戚耀明解
释，深圳机场有个优势是设立了网约车专用
停车场，网约车进入停车场的时候就可以进
行身份的识别，但白云机场目前还没有网约
车专用停车场，只有专门的停车区域，跟私家
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白云机场曾多次跟各
网约车平台沟通，希望他们把相关数据交给
交通管理部门，由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把关审
核之后交给白云机场，但这段时间以来，白云
机场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结果。不过，明年白
云机场 P4 综合体将投入使用，T3 航站楼（含
停车场）将在 2025 年投入使用，这两个区域
都有专用的网约车候客区域，或可解决网约
车停车难的问题。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道：25 日，广东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郭大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春运，
受各地防控政策的影响，白云机场的客流应
该会有一些增幅，但增幅不会太大，目前预测
比去年会有 30%左右的增幅。

郭大杰介绍，过去一周对比去年同一周，白
云机场客流量增长43%。但是随着后面各地政
策调整，可能数据还会波动。目前，航班的运
力保障没有问题。

羊城晚报热线（020）87776887

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晚报

政风行风热线（020）3623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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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网约车机场停车费高
昂问题解决了吗？白云机场：

P4综合体明年投用
或可解决问题

春运首周白云机场
客流量同比增43%

粤去年社融规模增量3.78万亿元
金融总量增长处于合理适度区间

2022年全省金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粤多项金融指标
保持“全国第一”

粤去年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13.58%

这个新春，年货有了“新年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实习生 郑敏珊

迎新春，买年货！在
虎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市民纷纷走上街头采购年
货，在热闹的年货市场中，
悄然诞生了许多“新物种”，
新春也有了“新年味”。

消费者正在采购年货

年货换上“国潮”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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