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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为庆祝中国春节申遗成功，
武汉地铁启动了“我在湖北过大年”非
遗贺新春系列活动，写福字，送春联，创
作蛇年漫画，邀请外国朋友体验中国
年。

写春联，送祝福，观赏剪纸

去年 12月 4日，中国申报的“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5年春节，是春节申遗成功后
的第一个春节。随着海外传播范围的
日趋扩大，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
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春节已然
成为一个全球共同庆祝的盛大节日。

1月23日，在武汉地铁街道口站，
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武汉
地铁、中南地铁传媒联合举行“2025我
在湖北过大年——书法名家送春联，留
学生写春联”特别活动。

葛昌永、瞿忠谋、李和清等书法名
家现场挥毫，为市民乘客写春联，“武汉
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沈松柏现场表
演。还有一群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代表，同写春联、题福字、送窗花，共贺
中国年。

来自俄罗斯的索菲亚就读武汉大
学，她对记者说：“我去年来到中国，这
是第一次过春节，很热闹，非常有意
思。”现场，一套4米长非遗剪纸“龙凤
袍”的表演令她和同学们目不转睛。

来自印度的墨轩给自己起了一个
中国名字，他的汉语很熟练，虽然他也
是去年才到中国留学，但之前在印度已
经学习过汉语。“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参加写春联的活动，能够感受到中国春
节特别开心。”

来自墨西哥的李白还表演吉他弹
唱《大中国》，路过乘客纷纷为他鼓掌。

现场，不少乘车的市民也停下脚
步，带一副春联回家。严琼是武汉人，
她感觉今年地铁的年味儿特别足，她
笑着说：“希望武汉发展越来越好，我
的新年愿望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
满。”

据了解，今年是书法名家送春联
活动在武汉地铁连续推出的第三年。
1号线开行全国首条“非遗贺新春”专
列，在车内可观赏年夜饭、收红包、拜
年、迎新送旧等22幅新春场景剪纸。
地铁线网多座重点车站江汉路、循礼
门、街道口、中南路等十余座车站的站
台门张贴了春联，洋溢着浓浓的节日
氛围。

小姐姐创作蛇年漫画赠送乘客

23日，在武汉地铁1号线新荣站，工
作人员李月诗雨向过往乘客赠送她自己
创作的印有蛇年图案的壁纸、卡套、笔记
本等物品，并与乘客们互赠新年祝福。

“蛇年漫画套系为9张图，所有绘
图以S为开头的英文单词为灵感，巧妙
地将蛇年卡通元素与地铁安全文明出
行相融合，展现地铁寻物（Seek）、座椅
（Seat）、标志（Sign）、服务（Service）等

常见元素。”李月诗雨说，自己从小自学
绘画，闲暇时间会伏在桌子上，一画就
是一整天，从光影到色彩，从花草树木
到鸟兽虫鱼，每一次下笔都是自我积累
的过程，渐渐地越画越好了。

李月诗雨的名字是四个字，寄托了
父母对她的美好愿望。入职武汉地铁6
年来，她常常在工作之余发挥特长，将地
铁安全出行常识、乘地铁游武汉体验与
时事热点相结合，创作出了一系列漫画
作品，如“火爆全网的‘小砂糖橘’如果来
武汉地铁”等，深受网友的喜欢。

蛇年小年，地铁工作人员将这些漫

画设计成为定制壁纸、卡套等文创，分
发给过往市民乘客，在传递新年祝福的
同时传播文明出行常识。

23日，江汉路站邀请乘客参与“五
福临门，巳巳如意”手工活动，解锁独特
的春节仪式感，引导乘客前往步行街；
司门口黄鹤楼站开展“红墙聚福，笔绘
华年”新春送福活动，邀请书法家写春
联和福字，赠予乘客；徐家棚站邀请乘
客在“平安、旺财、好运、如意、暴富、开
心”背景墙合影，互道温馨的新年祝福。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李丹 产启斗
周婧怡

1月23日，洪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举办2025“‘新’声‘洪’亮”文明实
践首场活动“我们的节日·春节”。市民
快乐打糍粑，欢喜过小年。

把刚蒸好的糯米盛进石臼，打糍粑
师傅何凤华递来三根一人高的木槌，握
在手里沉甸甸的。7岁的叶栩漠抱着其
中一根比她还高的木槌，看着何凤华。

“可以开始打糍粑了！”何凤华后退
一步让开空间，三根木槌随着话音落
下。

刚出锅的糯米还松散着，三人里年
纪最小的叶栩漠捶得最起劲。随着木

槌的起落，石臼里的糯米团反复变换着
形状，逐渐变得柔韧而有弹性。没几
下，叶栩漠的胳膊就抬不动了。已有黏
性的糯米把槌头紧紧包在一起，叶栩漠
用力向上，也只能抬起来几厘米。

“按下去累，拔起来不累！”一旁10
岁的陈睿辰说。

“不对不对，明明是按下去不累，拔
起来累！”槌头拔不出来，叶栩漠还不忘

“反驳”一句。
何凤华笑着说，“三个人转着圈儿

打，一次只落一个槌，这样省力一些，打
出来的糍粑才好吃！”

孩子们累了，围观的大人们接过木
槌。此时的糯米黏性更足，三个成年男
性也得用上大力气。他们听从何凤华
的指导，围着石臼转着圈。糍粑香渐渐
充满整个屋子。

何凤华说，打糍粑是庆祝春节的民
俗之一。糍粑一人打不成，谁家要打糍
粑了，村里的人就上谁家帮忙。一团好
糍粑要打得光滑细腻，最后用一根木槌
就能挑起整个糍粑。

十几个人轮番努力，糍粑渐渐成
型，大家也都打不动了。何凤华分好糍
粑，众人品尝着自己制作的年俗美味。

随后的民俗与文明问答环节上，
主持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花中
四君子、文明餐桌等方面提出二十多
个五花八门的问题，都被现场观众热
情抢答。

“第一次自己上手打糍粑，感觉胳
膊好酸，哈哈哈。”家长叶方圆说，“我们

‘80、90后’小时候在村子里都见过打
糍粑，对民俗文化、中华文明礼仪等印
象都很深刻。孩子们在城市里长大，更
多时候是从书上学习这些内容。今天
带她来体验一下，让她边玩边感受中华
文化。”
记者秦璟 实习生徐晨希 通讯员江珊

写春联，送蛇年漫画，观赏新春场景剪纸……

武汉地铁为您呈上幅幅“年画”

快乐打糍粑，糯米香里过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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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2号线江汉路站手工活动吸引乘客带着孩子参加。

地铁站台张贴着春联。

地铁新荣站工作人员李月诗雨创作的蛇年漫画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