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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1月18日电（记者刘
旸、郭圻）全球现存最长寿的圈养大熊
猫、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
形象代言“巴斯”，18 日在福州迎来 37
岁贺岁庆典，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粉丝和
观众前来“贺寿”。

来自社会各界关心熊猫保护的人
士 18 日相聚福州熊猫世界，共同见证
熊猫寿星“巴斯”步入37岁高龄。老年

“巴斯”依然憨态可掬，毛发黑白分明，
精神状态不错，在游客围观下，慢慢品
尝饲养员为它特制的“竹叶蛋糕”。

海峡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主任陈
玉村介绍说，“巴斯”从 1984 年来到福
州安家后，历经33年漫长岁月，现已步
入 37 岁高龄，相当于人类活到百岁以
上，成为目前世界上活着的最长寿的圈养大熊猫，现在总
体健康状况良好，生理指标稳定、能吃能睡，行动自如。

陈玉村说，与10年前相比，“巴斯”心跳由每分钟110次
减少到60次，运动量大大减少，降低到每天活动不到1小
时，睡觉时间达到21小时。令人欣慰的是，它目前食欲良
好，能吃竹叶和米糊，体重维持在100公斤，保持苗条身材。

“最大的风险是血管硬化、血压高，担心突发性血管破
裂。”陈玉村说，“我们加大了人力物力方面的保障，在它的
活动区域安装了6个监控摄像头，安排4个人24小时轮流

值班看守，争取让它成为有历史记录以来最长寿的熊猫。”
据介绍，曾居住在香港海洋公园的大熊猫“佳佳”，是

“迄今为止最长寿的圈养大熊猫”，活到38岁，但已于2016
年10月离世。

“巴斯”生于1980年，因擅长运动，掌握举重、晃板、骑
车、投篮等多项技能，被当做中国人民“和平使者”于1987
年至1988年访美，在圣地亚哥动物园逗留了200多天。后
来被选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形象代言，上
了春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熊猫。

全球现存最长寿
大熊猫“巴斯”迎来

37岁贺岁庆典

新华社太原 1月 31 日
电（记者王学涛）大年三十，
熬一宿；大年初一，拜大年；
大年初二，回娘家……因为
这些传统年俗文化，中国人
春节的合家团圆充满了浓郁
的年味儿。

在山西太原工作的杨
琼春节假期回到了河北邯
郸老家。她说家里还是按
照当地风俗，年前就蒸够了
一家人半个月要吃的馒头
和包子。包子还分为三种：
肉包、菜包和红豆包。“祖
宗”是早就请到了家，每到
吃饭时，第一碗饭都要先给“祖
宗”奉上。当我国大江南北已流
行微信电话拜年时，她的老家依
然时行下跪拜年。

“真的很传统、很虔诚。最
有特色的还是大年初一清晨此
起彼伏的炮声，小时候大人们放
炮，我就捂着耳朵蹦跳欢呼，如
今每次都是在被窝里被炮声惊
醒。”“80 后”杨琼说，这种炮声

从她小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让
她特别依恋，仿佛一年的烦心事
儿都被炮声吓跑了，从而以崭新
的心情迎接新年。

在上海工作了7年的原恩临每
年春节都坚持回老家山西平遥古城
过年。除夕夜，一家七口人在明清
老房子里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母
亲炒上三两个小菜，他则陪父亲喝
个小酒。大年初一，按照传统，原恩

临一家每人要喝红糖水、吃
“连年面”，象征一年的甜甜
蜜蜜。

“父母在，不远游，平时
工作忙无法常回家看看，但
过年是一定要和父母在一
起除旧迎新。”31岁的原恩
临说，他很荣幸自己的家乡

平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过年回家后，他会带上妻
女，逛逛古城墙、古街巷，看看
民俗表演，让女儿从小了解热
爱自己的家乡。

当大多数人选择回家过
年时，还有一部分人则青睐

“团圆旅游”。随着人们收入
增加、国际航班增多、签证政
策更加便利、旅游消费升级
等，不少游客在异域他乡和
家人一起欢度农历新年。

在山西洪洞大槐树文化
中心研究“家谱”的张青，已
经连续五六年春节时“南下

避寒”，和家人在海南海口过年。
今年60岁的张青告诉记者，平日
里不少人到洪洞大槐树寻根问
祖，忙碌了一年的他希望在温暖、
空气好、水好的海口放松一阵子。

“没有迁徙就没有中华民族
嘛。”张青诙谐地说，“来海南过年
的北方人特别多，把北方的年俗都
带过来了，所以过年还是吃饺子。
不能面对面拜年，我也赶上了时
髦，视频拜年。”

张青一家人的过年方式是部
分中国人选择“路上团圆”的一个
缩影。根据新华网与同程旅游发
布的《2017春节旅游消费趋势报
告》，“国内外旅游”在受访者关于
春节期间长途出行的动机中占
30%，仅次于“回家探亲”。

新华社上海 2月 2日电（记者许
晓青、白瀛）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资金办网站的数据显示，截
至 1 月 31 日农历鸡年正月初四，春
节档票房5天累计突破20亿元，而7
天春节假期的电影总票房仍在攀升，
直奔 30 亿元大关。业内人士分析，
看电影已成为中国人春节阖家团圆
的新年俗之一。

票房数据最明显的波峰出现在
正月初一，电影资金办网站数据显
示，1月 28日全国票房为 7.95 亿元，
排映 30.88 万场次，观影人次超过
2099 万。上述数据较 2016 年 2月 8
日农历猴年正月初一均有明显增长。

由徐克导演、周星驰编剧的《西
游·伏妖篇》、成龙领衔主演的《功
夫瑜伽》、王宝强自导自演的《大闹
天竺》以及韩寒导演的《乘风破浪》
等成为收获春节电影票房的主力。

此外，相关数据还显示，大年三
十、正月初二至初四，单日电影票房
较 2016 年同期也有明显增长，这意
味着“看电影”不再是一种冲动消费，
而是稳定而持续受欢迎的年节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末，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数据，中国
电影银幕已超过 4 万块，跃居世界
第一。这意味着 2017 春节档的排
片和观影空间都较往年更为宽松，
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春节影市。

春节期间，上海、北京、广州、重
庆一直名列城市票房收入前茅。上
影下属上海联和院线有关负责人表
示，春节期间的观影热潮，也显示
了特大型城市在假日影视消费方面
持续引领全国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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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成新年俗
春节档电影票房
5天突破20亿元

团圆不分家里家外：中国年传统与时尚交融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魏梦佳）

观赏特色花卉、逛庙会看演出、体验冰雪项
目……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景区
内人潮汹涌，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在游园中
欢度佳节。大年初一到初三，北京市属11
大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量
达82万人次。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大
年初三，北京市属各大公园进入游园高峰，
单日接待游客达38万人次，较前日增长12
万人次。其中，陶然亭公园、颐和园、天坛
公园三大名园最受游客欢迎，游客量分别
为8.8万、7.5万、5.7万。

今年春节，颐和园、北京植物园、中山
公园、香山公园等都举办了品类多样的迎
春花展，用花量就达6万株，成为春节游园
的好去处。大年初三，颐和园的梅花、腊梅
展览全天迎客1.2万多人，为保障游园安
全，公园启动单位时段的限流措施；北京植
物园的热带展览温室仅上午就有3000多
名游客前来赏花，整个展区一片花海人潮
景象。中山公园80多种200多盆精品兰花
也吸引了许多爱花人前往观赏。

地坛公园、龙潭公园、北京大观园、陶
然亭公园、八大处公园、朝阳公园等近10
个公园的春节庙会也广受游客欢迎。记者
在多场庙会上看到，尽管天气寒冷，市民逛
庙会热情不减，品尝特色美食，观看古味京
韵、相声快板、天桥绝活及外国艺术家歌舞
表演，敲鼓祈福、砸金蛋、看大戏，场面火
爆。琳琅满目的泥塑、木版画、剪纸、年画
等民俗作品也让游客爱不释手，纷纷购买。

此外，陶然亭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
紫竹院、延庆龙庆峡景区等举办的冰雪游
玩项目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体验。据
悉，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属公园开辟的冰
雪主题活动区近40个，面积近百万平方
米，冰雪运动项目近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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