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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建筑的彩色“新装”、造型各异的中
国彩灯、壮观璀璨的焰火表演……随着中国
农历新年的到来,北美洲、亚洲、欧洲不同城
市的夜空流光溢彩,让当地民众有机会近距离
领略绚丽多彩的中国年。

西半球第一高楼、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
的世贸中心一号楼当地时间 3日晚披上彩色

“新装”,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
这也是该地标建筑首次为庆祝中国春节亮灯。

当夜幕降临时,装了300余个LED灯的大
厦尖顶开始交替闪耀红色和黄色灯光。其541
米的高度使得灯光在距大楼80公里外的区域
依然清晰可见。此外,大厦底部的玻璃墙面也
不断闪现面积达数层楼高的红色和黄色色块,
给纽约金融区增添了一抹中国农历新年的喜
庆色彩。

据了解,世贸中心一号楼本次亮灯将持续
至5日农历大年初一晚。此外,位于曼哈顿中
城的帝国大厦的尖顶也将于4日和5日晚亮起
红、蓝、黄三色彩灯庆祝春节,与世贸中心一
号楼遥相辉映。这将是帝国大厦连续第19年
为这一传统中国节日亮灯。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市长尼亚尔·林3日
晚在其官邸举行点亮“中国红”亮灯仪式,喜
迎即将来临的中国农历新年。中国驻爱尔兰
大使岳晓勇、爱尔兰驻中国大使李修文等嘉
宾应邀出席。

李修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都柏
林市长官邸是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100年前
爱尔兰首届议会会议在此举行。现在这栋建
筑亮起“中国红”庆祝中国春节,这是个非常
好的创意,祝愿中国一年胜过一年。

近日,都柏林市政厅和都柏林会议中心等
当地标志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庆祝中
国农历新年。始于 2016 年的都柏林“中国
红”亮灯活动最初仅限于政府建筑,现已发展
到酒店、商场等各类标志性建筑。每当中国
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国红”就会成为当地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

新 加 坡 迎 新 春 活 动 之 一 “ 春 到 河 畔
2019”3日晚在滨海湾拉开帷幕。精美的各
式巨型花灯、炫目的焰火表演照亮整个滨海
湾,吸引众多本地人与外国游客到场观赏。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夫人何晶出席了开
幕式。李显龙用中文致辞时说:“猪年即将来
临,祝大家猪年好运、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国泰民安。”

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斯堪德培广场1日
晚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为期半个月的“欢乐
春节-中国彩灯节”在这里拉开帷幕。“巨龙
升腾”“桃李纷飞”“熊猫贺岁”……各式中
国彩灯把广场装点得中国味十足。伴随着阿
尔巴尼亚儿童合唱团用中文演唱的新年歌曲,
众多地拉那市民欣赏着已延续千年的中国彩
灯艺术,体验祥和欢快的中国农历新年气氛。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周鼎致辞时说,
“张灯结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重要习俗,不
仅烘托了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也表达了人们
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祝愿中阿两国国

泰民安、中阿关系更加根深叶茂。
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2日晚也

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欢欢喜喜过大年-
巴蜀之夜”中国文化品鉴活动在这里举行。

高悬的大红灯笼、随处可见的吉祥福字、迎
宾大厅里播放中国风光纪录片、川剧表演
《变脸》 等,让中外来宾体验到浓浓的巴蜀情
和中国年味。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金
猪送福,阖家团圆。这是全
球华人心中最柔软的故土情
结,也是来自民族文化深处
的精神召唤。

伴随中国走向世界、世
界走向中国的开放进程,春
节正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节
日,一场东西合璧的文化盛
宴,彰显中国文化的自信亲
和,沁入海外民众的心田,带
给世界温暖启迪。

透过春节,世界感知一
个日新的中国。

中国春节 环球同庆

农历己亥春节,英国首
相官邸唐宁街 10 号第一次
贴上红彤彤的春联。首相特
雷莎·梅一身红装,在春节招
待会上亲手剪出“春”字窗
花,在讲话中“向世界各地庆
祝中国新年的人们致以最美
好的祝愿”。

春节,这个全球近三分
之一人口共同欢度的节日,
显现出越来越浓的“国际范
儿”,在不同族裔、文化、地域
间传递美好祝福,激发情感
共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越来越
多国际政要用中文拜年,送出
新春祝福。从世界第一高楼
迪拜哈利法塔展示春节灯光
秀,到日本东京塔首次披上

“中国红”,再到纽约帝国大厦
连续第 19 年为春节亮灯,全
球众多地标性建筑纷纷穿起

“春节装”。法国、新加坡、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多国邮政
部门发行猪年生肖邮票,方寸
之间传递喜庆和祝福。

春节不仅是全球华人的
温馨佳节,更日益走进海外
民众的生活和心灵。“行走的
年夜饭”带来“舌尖上的春
节”,让华侨华人和海外民众
尽享“中国味道”；“欢乐春
节”携手全球近千家合作伙
伴,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 1500 余场活动,让大城小
城齐欢腾；观舞龙舞狮、看跨
国春晚、逛春节庙会、竞冰雪
龙舟,不论身处哪个时区,全球共度“中国时刻”。

英国白金汉大学教育发展事务主任阿利斯泰
尔·洛马克斯说,春节所展现的中国礼仪文化、庆祝
方式正在全球获得认同和喜爱。印度商工部长兼民
航部长普拉布说,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文化
符号,春节日益为全球民众熟知,这正是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体现。

东西融通 美美与共

每逢春节,以亿为单位的“人类史诗级迁徙”让
外国媒体啧啧称奇。《亚洲时报》报道,2019年春节将
见证大约30亿人次出行,面部和语音识别技术、VR
导航等新科技让中国人的归家旅途更加安全便捷。

“过年回家”,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对家庭、亲情
和传统习俗的重视。伴随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和
新技术的快速普及,中国春节更显“混搭风”和“科技
范儿”。

采购“洋年货”成为“新年俗”。波士顿龙虾、阿
根廷牛排、智利车厘子,一桌春节年夜饭汇聚全球美
食；法国葡萄酒、荷兰牛奶、泰国大米,“一带一路”上
的全球尖货放进“购物车”。

出国过年成为新时尚。国内旅游机构预测,
2019 年春节出境游人数有望达到 700 万人次。为
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各国纷纷拿出“新招”:意大利
10 多个旅游城市出租车开通支付宝付费；伦敦不
少餐馆添置春节菜肴；泰国机场开设中国游客专用
通道……中国人把浓浓的年味传递到全球各地,也
把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呈现
在世人面前。

更丰富的春节“打开方式”,不仅创造商业机遇,
更促进文化交融。迪士尼专门为中国春节设计电影
海报；英国粉红小猪“佩奇”变身中国“网红”；俄罗斯
人赠送生肖宠物“小香猪”……

融汇四海,通达五洲。新时代的中国春节新潮
流,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广阔胸怀、文化自信与创新
精神,带来中外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美美与共的文
化融通。

中国精神 温暖世界

对人间真情的坚守、对家国和谐的祝福,是春节
包蕴的精神文化内核,更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期盼。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孔子留下的孝老尊长
等道德准则至今依然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春
节祭祀祖先、追思先人,是一种内省和传承。俄罗斯
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认为,根植于中华民
族文化的东方思维方式,正随华人向全球传播:何为
家、何为国、何为正确的生活。

从中华民族的思乡思亲情愫,到不同民族、宗
教、国家间的亲善之情,再到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天
下大同的真诚心愿,春节文化,寄托着中国人追求建
设更美好世界、构建人类共同命运的使命感。

中国倡导的和谐共生、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
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启迪。从捍卫多边主义到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世界携手共进的行动一
以贯之。

透过春节,世界读懂中国符号,感知中国文化,体
味中国精神,见证一个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责任感
的文明大国。倡导命运与共的中国理念,将继续滋
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也必将推动构建更美好的人
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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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节“点亮”世界夜空

▲在摩洛哥,上千盏中国红灯笼将“蓝色小
镇”舍夫沙万的老城装点一新。

新华社记者陈斌杰摄

▲比利时布鲁塞尔,参观者在中国文化中心手持“福”字合影。2月4日,近200名来自欧洲各国各界人士及旅比华人华侨走进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的中国文化中心,体验上海戏剧学院师生打造“中国年·天下春”系列文化活动。 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在伦敦,演员们在亮起红色灯光的“伦敦
眼”前合影。

新华社发(史蒂芬·程摄)

▲在东京,小朋友在东京塔下与舞狮演员
互动。当晚,东京塔首次为庆祝中国春节点亮

“中国红”灯光装饰。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 此次增加投资可

以保证数以万计的中国旅游

团来澳大利亚度过一段美好

时光，并借助社交媒体吸引

更多游客，包括自由行游客

热盼中国春节游客，这些国家出了“大招”

澳大利亚政府5日宣布
对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
计划(ADS)增加 1100 万澳
元(1 澳元约合 4.88 元人民
币)的投入,以吸引更多中国
游客。

ADS签证是中国政府
和目的地国家签署的一项双
边协议。协议规定持这种签
证的中国游客必须随旅行团
进出目的地国。澳大利亚
1999年成为首批接受ADS
签证的西方国家之一,目前
赴澳中国游客中有约四分之
一持ADS签证。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
责媒体联络的官员本·艾尔
告诉新华社记者,增加的资
金投入将主要用于监测旅游
手续办理、服务质量以及在
中国的市场营销。

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的数
据显示,2017 年至 2018 年
度,赴澳旅游的中国游客达
142 万人次,消费超过 110
亿澳元。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
投资部长西蒙·伯明翰说:

“此次增加投资非常重要,
可以保证数以万计的中国
旅游团来澳大利亚度过一
段美好时光,观赏自然美景
和野生动物,享受美食和美
酒。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分
享到微信等平台上,又可以
帮助吸引更多游客,包括自
由行游客。”

澳
大
利
亚
：
瞄
准
中
国
游
客
，增
投1

1
0
0

万
澳
元

2018 年,赴泰国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达
103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泰国国家旅游局预
测,今年春节期间将有超过33万中国游客前来
泰国,占所有外国游客总数的三成多,预计中国
游客将消费超过100亿泰铢(约21亿元人民币),
占外国游客在泰总消费的近四成。

为了向中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春节文化体
验,泰中两国政府部门于春节期间在泰国各地
举办“欢乐春节”活动,来自中国黑龙江等10个
省、市、自治区的13个文化团组在泰国各地举
办演出和各种旅游推介活动。

为方便中国游客春节出游,泰国近期将原
本于1月到期的免落地签证费政策延长至今年
4月底,并进一步完善了电子落地签申请服务。

此外,目前泰国主要旅游目的地与中国各大城
市均开通了直航,游客出行更加方便。

为照顾中国游客的旅游和消费习惯,泰国各
地旅游景点如今都提供中文指示牌和中文讲解
服务,商店也大多开通了微信、支付宝支付功能。

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
游客在泰消费额较前一年涨幅超过五成,中国游
客在饮食上花销最高,其次是泰式按摩及水疗、
文化古迹景点门票、海边休闲项目、夜间娱乐。

报告还显示,如今中国游客所到之处更多,
旅游周期更长。除首都曼谷外,清迈、泰国东部
芭堤雅所在的春武里府,以及南部海滩胜地甲
米等成为较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并且,
很多之前较为冷门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见到中国

游客身影。
此外,泰国旅游和体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

赴泰旅游的中国游客自由行比例高达63%。中
国游客已从早期的大规模跟团游变成了如今的
小团游和自由行,并更青睐体验式深度游。

泰国国家旅游局国际推广部主任媞迪蓬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千禧一代游客更偏爱体
验式深度游,呈现出旅游花样繁多、消费层次多
样、目的性更强的特征。

媞迪蓬表示,在出游方式选择上,来泰旅游
的90后较为青睐自由行,但也不排斥跟团出
游,但更多会挑选带有自由活动时间的半自助
游线路。她说:“千禧一代中国游客的消费层次
渐现多元化,对体验游的追求更高。”

日本街头为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增添了
许多中国元素。商业街上纷纷挂起写有“春节”
字样的大红招牌,上面还印着一个大大的倒

“福”字,引得一位日本友人在朋友圈发出一组
照片并配文惊呼“我到底在哪里?”

不仅如此,日本东京的地标性建筑东京塔
除夕夜为庆祝中国春节点亮了年味十足的“中
国红”灯光装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东京塔
点灯仪式发来视频,用中文“大家过年好”向在
日华侨华人拜年。

精明的日本商家早已做好准备,迎接春节
期间大批中国游客的到来。

阿迪达斯日本公司发售两款中国新年特别款
运动鞋,一款鞋面采用中国红并配以“福”字,另一
款用红金两色刺绣出带有吉祥寓意的鱼鳞纹。

日本大型连锁超市永旺公司推出手机可视

翻译服务,超市服务员可通过手机联系后台翻
译人员,提供相应语言的实时人工翻译服务,以
便海外顾客顺利找到想购买的物品。此外,照
顾到中国游客的支付习惯,目前日本各大城市
多数商场和药妆店等都引进了支付宝、微信等
支付方式。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8年赴日中国大陆
游客达838万人次,比上年增加13.9%,创历史
最高纪录。今年1月,日本进一步放宽对中国大
学生和多次访日人群的签证申请条件。春节前
夕加班赶签证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人员表示,
今年中国游客赴日签证申请数量比上年增加了
一至两成。

随着“日本游”逐年升温,中国游客的旅游
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与往年“买买买”
不同,近来“深度体验游”“吃货型旅游”走红,中

国游客越来越看重赴日游品质及当地人文特色
体验。

春有樱花夏有绿,秋赏枫叶冬滑雪,这已成
为日本旅游的季节性符号。上野公园因鲁迅笔
下的樱花而成为中国游客必到的东京赏樱胜
地。记者欣喜地发现,即便在没有樱花的季节,
也有越来越多中国游客走进上野公园,他们的
目的地是公园周边的几大博物馆。

中国驻东京旅游办事处主任王伟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游客对文化消费显示
出更大兴趣,主题游、文化游成为中国游客特
别是女性游客的赴日旅游新趋势。日本料理、
茶道、花道等受到女性游客青睐,茑屋书店、鸠
居堂、伊东屋文具店也成为中国游客“打卡
地”,看相扑、参加日本民俗祭等则在小众群体
中拥有影响力。

泰国:免落地签证费政策延至4月底

日本:引进微信支付,推出人工翻译

本版稿件据《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