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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传统节日文化的时代魅力

宁轩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记录着中

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南京是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全国重点城市之一，较早启动“我们的节

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南京行动，制定出台相关方案，成立“我们的节日”南京工作室，为振兴传统节日、彰显传统

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索。

多领域挖掘传统节日精神内涵。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精心设计、深入开展节日文化文艺活

动，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在节日中感悟中国精神，激发爱党爱国、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热情。

强化节日文明实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节日期间广泛开展志愿服务、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交流等活动；

关心关爱“特殊人群”，在春节、重阳节等节日向孤寡老人送上慰问品；连续 6年春节开展“谢谢不回家的你”公益活动，为

快递小哥、外卖小哥、跑腿小哥等“城市穿行者”送上新春福袋。突出节日文艺供给。联合新华日报，创作《传世名著·我们

的节日》系列纪录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内涵丰富的节日文艺活动，春节期间推出《金陵相声大会》、“火红幸

福年”新年音乐会、“星空剧场美好演出季”等重点文艺活动；元宵节前后上演《七彩之和》《八音和鸣》等节日主题音乐会；

清明节期间演绎大型交响组歌《雨花台——信仰的力量》，唱响对革命英烈的缅怀与敬仰；七夕节举行“戏曲里的爱情”七夕

戏曲主题晚会，营造“爱情忠贞、幸福一生”的浓厚氛围。涵育青少年精神素养。鼓励青少年参与传统节日习俗传承工作，广

泛组织开展读书、朗诵、演讲、观影、行礼等系列庆祝活动，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讴歌新时代，增强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

面向全市中小学生推广普及“薪火相传——我们的节日”主题教育活动，发放《我们的节日——青少年读本》，进一步推动传

统节日进课堂、进校园。

多渠道推动传统节日深入人心。让节日习俗走近更多人，是传承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南京吸引更多的民间

力量和新兴力量参与传统节日的宣传、弘扬和振兴，构建全社会宣传传统节日文化的系统化、常态化格局，让传统节日真正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我们的节日”。发动多方参与。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广泛带动市民、学界、商家、高校共同过好

传统节日。与南京餐饮商会、商业地产商会，1000 余家餐饮企业和 70 多家商业综合体合作，并联合支付宝、叮咚买菜、饿了么、

携程等互联网平台，共同开展“我们的节日·福满城”“南京味道，中秋‘桂’来”“冬至大如年”等活动，推动“我们的节

日”共建共享。发挥南京高校资源优势，组建高校节日联盟，推出传统节日新习俗“南京青年计划”。促进深度融合。着眼文

商旅深度融合，做强夜经济、培育新消费，串珠成链打造“熙南里—朝天宫—明瓦廊”节日夜经济新商圈；七夕节绘制并推出

“南京浪漫旅游地图”，精选玄武湖、情侣园、江宁爱情隧道等 16 个浪漫地标点位，凸显城市文旅产品的“浪漫”标签；中秋

节在新街口商圈德基广场升起“我们的节日·超级人造月”，以科技与艺术的力量扮靓城市生活；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发展趋势，启动建设传统节日南京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开发节日文化数据共享平台、研发节日文创产品、推出线上节日商城

等。建设平台基地。在全市挂牌 17 个传统节日文化基地，其中，浦口响堂“端午文化传承基地”、熙南里街区“中秋文化传承

基地”、金陵 STYLE 街区“七夕文化传承基地”、湖熟菊花园“重阳文化传承基地”等均形成特色。依托基地打造节日文化共

享空间，开展节日品牌活动，持续传播节日文化。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O5aFT6KCU7h_l3KDK0pJhdgdSg9d12MZ8JwAnNfY8pr3JSQ852wQfqWNJ4xoeGynQcpjJdIY4mJ_1XQkK6qvWpankY99t-jI0=&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M9N_p6ifsvM2Y9uRCS6E-O5C23BjmiEq3oKicElanifXZtBAQ5xcoNgPTm9PrZ_-UumDZK1Y01zjQZ1WhJSieIUKRxptxrnLNsUKXv2oRDkw7YA0W49q4DqR60bn4Ql-&uniplatform=NZKPT


2

南京熙南里笪桥新年灯会 摄影 刘伟

多视角推动传统节日焕新表达。充分利用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赋予传统节日多元表达方式，

让传统节日文化焕发新的光彩。以金陵特色焕新。开展“城门挂春联，南京开门红”主题活动，将书法、楹联等文化融于节日

氛围中，在全城掀起撰春联、写春联、送春联、挂春联的风尚；举行中国·秦淮灯会，创新开启“行进时观景+沉浸式体验”亮

灯仪式；深化“以花为媒”“一节一品”传统节日活动，“新年新春新街口”“栀子花开端午节来”“金陵七夕文化节”等“南

京品牌”逐步形成。以非遗视角焕新。举办“我们的节日——博物馆里过大年·千年古韵中国红”“我们的节日——春节传统

民俗展”“刻意江南——金陵竹刻展”等活动，展出刺绣、香包、泥塑、年画、灯彩等极富年味的非遗传统民间工艺品；开展

“南京民俗文化节”等非遗传承实践活动，推出兔形泥人、福兔插花福桶、兔年主题剪纸等各式各样非遗年货；表演打五件、

高台舞狮、何林坊双龙、陆家大龙、虾子灯等极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活动。以红色资源焕新。用好全市 165 处红色文化资源点，

清明期间倡导广大市民自发寻找先贤遗迹，开展线下打卡和线上寻访活动，大力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渡江精神、铁军精神、梅

园精神、长江大桥精神等南京红色精神。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传统节日，做好“节日里的党史教育”，厚植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

多形式讲好传统节日南京故事。自觉扛起宣传弘扬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重任，主动适应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不断创新宣

传方式和推广手段，充分利用新媒体、新平台，增强“我们的节日”南京行动的传播成果。加强理论阐释。引入驻宁高校和南

京文化系统的专家智力资源，推进节日理论研究常态化开展，形成以紫金山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节日”频道为主体、多元传播

的理论传播形态；在《南京日报》刊发理论文章，开设“我们的节日”专版近 20个；撰写刊发《江宁区黄龙岘传统节日传承状

况调查报告》《栖霞桦墅村传统节日传承状况调查报告》等调查报告，全方位传播推广节日理论。创新视听表达。把握互联网

传播特点，组建“新媒体宁盟”内容团队，各类活动通过短视频传播，构建传统节日新媒体传播数据库；深入探索“云上过节”，

通过云直播、云上清明、云上端午等形式，满足公众多元化、个性化和多层次的需求。精心策划宣推。设计“我们的节日·南

京”LOGO，在“我们的节日”所有活动和报道中统一使用，加大“我们的节日”南京行动的品牌标识度和传播力。在传统节日

节前召开“我们的节日”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全市通报节日主题系列活动；节间在城市公园、商业空间、各类文化公共场所开

展“我们的节日”宣传活动，地铁全线站点营造“我们的节日”氛围；节后及时总结宣传，在《人民日报》、央视等国家级媒

体刊发活动新闻。推出《新年俗：博物馆里过大年》《金陵闹元宵桨声灯影秦淮岸》《清明节：寻访文化先贤传承城市文脉》

《“我们的节日”——汤山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报道，不断提升“我们的节日”南京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彰显传统节日文化的时代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