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嘆雪國煙火氣 夜賞跨年煙花秀
哈爾濱成今冬旅遊目的地「頂流」低溫嚴寒熱度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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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清遠報道）元旦假期
到來，粵港澳口岸迎來客流高峰。港澳地區元旦假期
煙花匯演、倒數派對等活動吸引內地客，而港澳居民
也利用假期北遊廣東，口岸出入境客流車流有望再創
新高。其中，粵北地區的生態遊、溫泉遊等受到追
捧，古龍峽景區便迎來元旦假期客流小高峰，截至
2023年12月31日下午接待遊客超1.2萬人次；當中通
過民俗美食、非遺文化展、國潮遊園等展開的年貨集
市亦備受遊客歡迎。
多家旅遊平台發布的元旦假期預訂數據顯示，生態
遊、溫泉遊、跨年主題遊等備受追捧，00後、90後、
80後成為元旦小長假出遊主力人群。作為廣東生態旅
遊網紅目的地，古龍峽景區也迎來了元旦小長假的客
流小高峰。遊客們通過拾幽小徑到峽谷賞瀑，或是登
上雲天玻霸進行登高祈福、俯瞰峽谷的美好光景，體
驗刺激好玩的懸崖遊樂項目。
「港車北上」的不少香港車主也青睞粵北生態遊，

當地特色年貨備受歡迎。其中，「古龍墟」年貨集市
便通過民俗美食、非遺文化展、國潮遊園等開展一場
年味十足的市集活動，臘肉、臘腸、臘鴨、炒貨、糖
果等粵北本土農特產應有盡有；遊客還可以到非遺展
區沉浸式了解粵北傳統非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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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2023年12月30日，來自「一帶一路」多
個國家的來華留學生、河南鄭州本地大中
小學生以及親子家庭齊聚河南鄭州商代都
城遺址博物院，懷揣着對中國商文化的好
奇與期待，慶元旦，迎新年，啟動對中國
古老文化的探索之旅。當日，近百位中外
學生在文博大咖親自帶領下沉浸式觀遊博
物院、商代城垣。他們穿梭於珍貴的文物
之間，揭開了這座巍峨王都的神秘面紗，
彷彿穿越時空，親身感受到鄭州商都
3,600 年文脈不斷、城址不移的波瀾壯
闊，感嘆古人的智慧，中華文明的輝煌。
大家還體驗「鼎鼎有名」和「前世『金』

生」兩個特色商都研學課程。大家互幫互
助，親手組裝青銅寶鼎，製作手工「金覆
面」，還根據參觀體驗創作了各式精美小
文創。在美育與德育的共生共長中，中外
友人互交互鑒，更深刻地認識了解具有世
界意義的這片土地上的青銅文明。在趣玩
大派對環節，中外學生紛紛上台介紹本民
族的節日文化、展示才藝，在歡快的音樂
中攜手舞動。現場歡聲笑語不斷，青春的
心也在熱情中貼近，收穫了跨洋的友誼和
難忘的回憶。
中外學生獲得了商代都城遺址博物院頒
發的小使者證書，鼓勵他們了解、熱愛中
國文化，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小使者。

探商文化製「青銅鼎」中外學生鄭州迎新年

2024新年鐘聲敲響之際，全國各地紛紛迎來豐富多彩的跨
年活動。在遼寧大連，擁有百年歷史的老式有軌電車（港稱
「叮叮車」）被裝飾一新。由1,100多條燈帶及3萬多盞
LED燈裝飾的「光影電車」駛上街頭，營造絢麗夢幻的城市
光譜。
1909年9月25日，中國東北第一輛有軌電車從大連街頭

緩緩駛過。歷經百年，有軌電車依然風雨無阻地運行的，在
中國僅剩香港和大連兩地。時至今日，穿梭在大連街頭的
201路有軌電車，依然保留了十餘輛1930年代研製、經過翻
新改造的老式電車。全車木質件造型和銅質前大燈基本還原
了老電車的古樸風貌，成為這座城市一道穿越世紀滄桑
的移動風景線。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光 影 電 車 迎 新 年

◆中外學生親手組裝「青銅寶鼎」，更深刻地認識
了這片土地上的青銅文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

◆元旦假期粵北生態遊、溫泉遊等受到追捧，圖為古
龍峽景區遊人如織。 香港文匯報清遠傳真

在哈爾濱的索菲亞大教堂拍一套
歐式公主王子寫真、在百年老

街吃冰棍餵鴿子、體驗全套東北洗
浴、品嘗正宗俄式西餐和農家鐵鍋
燉，來哈爾濱跨年，已成為一種時
尚。今年入冬以來，南方遊客北上
「佔領」哈爾濱的消息霸屏各大網絡
平台，哈爾濱獨特的歐陸風情城市特
色與傳統的東北文化多元共存，給中
外遊客帶來顛覆認知的體驗。

拎着行李箱吃遍整條街
「哈爾濱早市，5塊錢吃飽，10塊

錢吃好，二三十元吃不完還能揣着
跑」一句話如今已火遍全網。2023
年 12 月 31 日早上 6 點，天剛蒙蒙
亮，紅專街早市滿街升騰的煙火氣
中，就擠滿了戴着可愛造型的帽子、
捂得嚴嚴實實的遊客，用大家熟知的
愛稱來說，一眼就認得出是「南方小
金豆」，說着各地口音方言，甚至是
拖着行李來逛早市。
蛋堡、粘豆包、油炸糕……幾乎所
有熱氣騰騰的攤位前都排着長隊。在
排隊的遊客中，隔三差五就會有一個
行李箱。來自南京閤家到哈爾濱來跨
年的張女士說，「今早剛下火車，直
接就上這裏吃早餐，早就聽說哈爾濱
的早餐不僅好吃還便宜，在火車上就
迫不及待地想要體驗一下。」
穿梭的人群中，總能看到一邊捧着
羊湯當暖手寶，還不忘咬一口油炸糕
的遊客，快步走向下一個排着長隊的
攤位。上海的陳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他們一家專門到本地人多的早
市來體驗，「實惠不說，哈爾濱人好
熱情！我們想買個凍梨嘗嘗，老闆直
接送給我兒子一個，還歡迎我們多來
哈爾濱旅遊」。

室外「蹦迪」齊跳兔子舞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這個冬天成為全
國矚目的焦點，日接待2萬餘遊人，
節假日數量更增。

「左腳左腳，右腳右腳，公主前後
別踏錯……」火爆全網的冬天室外演
出活動——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夢想大
舞台每晚如約開場，伴隨主持人的口
號，萬餘國內外遊客雙手搭肩排成長
龍，跳起兔子舞，伴隨勁爆音樂在零
下二十幾度的室外「蹦迪」，營造了
獨特的新年氛圍。
「我來自香港！」在夢想大舞台的
互動環節，來自香港的遊客張先生大
喊一聲，主持人幽默控場說：「上有
天堂，下有香港」，盛讚香港的美
好，引得觀眾連連歡呼。
2023年12月31日，冰雪大世界舉
辦「第35屆中國．哈爾濱國際冰雕
比賽」、「首屆國際冰雪數字化燈光
創意設計大賽」和「冰雕大師邀請
賽」三大賽事啟動大會，助興遊客迎
接新年。跨年夜，冰雪大世界延時營
業時間到後半夜，國際頂級水準冰秀
演出、高難度冰雪汽車芭蕾秀等精彩
演出異彩紛呈，在絕美浪漫的煙花秀
中，全場數萬人倒數跨入新年！

宮廷服旅拍祈福留紀念
哈爾濱被冰封和燈光裝點一新的

俄式建築群散發着中世紀般的迷人
誘惑，在著名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廣場，身着各式復古宮廷禮服的
「俄羅斯公主」「葉卡女皇」和
「貴族王子」遍布廣場的每一處角
落，在攝影師的指導下，手持權杖
頭戴皇冠，在鏡頭前留下自己的唯
美身影。
「哈爾濱俄範兒女王系列旅拍在網

上特別火，我早就蠢蠢欲動要來拍一
套。到了哈爾濱才發現，還有重紗浪
漫公主裙、絲絨禮服、暗黑系列等各
種風格，在迎接新年時候拍攝，我覺
得更有意義，算是對2023年的一個
紀念和2024年的祝福吧！」一字露
肩的宮廷禮服，厚實的裙襬下雖然穿
着棉鞋棉褲，還是難以抵擋嚴寒，但
來自上海的徐女士，還是堅持在鏡頭
前展現着自己最美的一面。
「哈爾濱的歐式建築風格是渾然天

成的，走到哪裏都是天然的取景地，
配上歐式禮服相當出片。」攝影師楊
飛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每天從早上
9點開始，每個拍照客人妝造一小時
再拍攝一小時，一直拍到天黑出燈光
夜景。碰到下雪的好天氣，最晚要工
作到快10點才下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元旦假期首日，全國

開啟出遊人潮模式，最受歡迎的旅遊地莫過於黑龍江的哈爾濱，在零下29℃

的低溫下，冰雪大世界上演數萬人倒數跨入新年。大批中外遊客佔滿各景區

甚至早市菜市場，哈爾濱酒店預訂量同比去年增長25.7倍。馬蜂窩大數據顯

示，隨着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等冰雪園區景點的開園，哈爾濱熱度環比暴漲

300%，成今冬國內旅行目的地頂流。元旦假期三天，哈爾濱機場計劃執行航

班1,390架次，預計運送旅客20餘萬人次。

▲冰雪大世界夢想大舞台吸引萬餘國內外遊客伴隨音樂在零下二十幾度的室外「蹦迪」，營造了獨特的新
年氛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今冬的哈爾濱湧入大量南方

遊客，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來

賞冰樂雪，感受冰城魅力。當

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障

遊客玩得開心，更有市民自願

當 上 「 活 雷 鋒 」 紛 紛 「 上

崗」。在工作之餘，他們開着

私 家 車 當 起 了 「 順 風 車 司

機」，只要遊客在路邊揮手，

就可以免費乘車，讓「南方小

可愛」們着實感受到「東北人

都是活雷鋒」！

「遊客們逛了一天一定有些

疲憊，看網上說哈爾濱有很多私家車主免費拉南方遊客搭順風車，前

幾天下班，自己就主動試了一次。」哈爾濱市民張順利說。下車後，

一句「哈爾濱大哥，我們愛你！」讓他記憶猶新。本想拉一次可能就

算了，但沒想到居然上癮了。張順利說，「現在每天下班，接完孩子

放學，就會去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極地館等遊客比較多的景點免

費拉客人，一天能拉三四車人。能為哈爾濱的旅遊發展作些貢獻，每

天回家心都是暖暖的。」

2023年12月22日，哈爾濱的「活雷鋒」們在網上發起了「愛心順

風車」的倡議。很多私家車響應。「把遊客安全送達目的地後，他們

都非常感動。還有很多遊客拍視頻、要求合照，一路上大家聊得非常

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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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力緊張，哈爾濱有很多私家車
主免費拉遊客搭順風車。圖為熱心
市民張順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天剛亮，南方遊客就「佔領」了哈爾濱早市，有的

甚至拖行李。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