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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就地过新年·开心逛商
圈”活动启动。

活动由省商务厅和建设银行云南省
分行策划，通过“一部手机逛商圈”小程
序面向消费者发放优惠券。优惠活动涵
盖昆明金马碧鸡、西红市集、融创文旅
城、王府井滇池小镇、南强街巷、新迎新
城和富源回隆民族团结社区等商圈，包
括美食、商超、特色集市等数百家商户。
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在指定门店消费达到
一定额度时可享受 20元至 50元不等的
优惠。主办方介绍，活动将持续至 3月
末，希望以此形式让就地过年的消费者

“买买买”更实惠。
1月 31日，昆明恒隆广场一楼南入

口处，一位身穿唐装的老人正在桌前挥
毫泼墨，桌上是一张张写好的迎春“福”
字。这是恒隆广场举办的“平仄交织 百
福临门”新春书法祝福活动现场。

来来往往的人们走到桌前，挑选心

仪的纸样，请老人书写定制的文字，向老
人致谢后，将美好祝福带回家。当天，恒
隆广场还举办了“国风成潮 扇舞迎春”
国潮扇舞巡游、“好事降临 国风团扇”
DIY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

逢年过节，恒隆广场都是一派热闹
非凡的景象。今年春节期间，为了让就地
过节的民众在昆明能过得有趣、暖心和
幸福，该广场准备了不少惊喜。据了解，2
月 6日至 7日，他们举办拼布手工坊，号
召市民用一针一线纳布迎新；2月26日，
商场将举办元宵灯笼DIY课堂，让市民
动手制作专属灯笼，并在灯笼上写下心
愿，祝福新年万事顺遂。

公园 1903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步行街自 2月 1日至 26日举办“年市
已高”乐园新春市集，还将在 2月 26日
至 27日举办“祈愿星河”元宵节活动，
让浓厚的年味和喜庆的气氛延伸到整
个2月。

博士陈慕筠（泰国）

慢下来享受假期

来自泰国普吉岛的陈慕筠博士，现
在是昆明高新软件与信息安全测评实
验室“国际杰青计划”研究员。在昆明生
活十余载的她，已记不清这是在云南度
过的第几个春节了。“往年我总喜欢在
春节期间出去‘凑凑热闹’，而今年就地
过年，正好让我有时间慢下来，在家好
好休整一下。”

陈慕筠打算借此机会看完一年
来积攒的电影和没看完的书，同时
冲上一杯咖啡，慢慢享受。当然，她
还给外地的朋友们发信息送上新春
祝福，给远在泰国的家人打电话唠
唠家常。

其实，作为祖籍在中国福建的华裔
来说，陈慕筠从小就对春节不陌生。因
为在她的家乡泰国普吉府，每逢春节人
们都会按照习俗穿上红色的新衣服，一
大早准备好丰盛的酒菜，先是祭天拜
神，后是祭拜祖先和逝去的亲人。当然，
最让她开心的还是能在春节期间和家
人一起走亲串戚。

去年以来，因为疫情她一年多没有
回国探亲，她盼望着下一个春节，邀约
着同事和朋友们一起到家乡泰国普吉
岛感受不一样的泰式春节。

本报记者胡丽仙

留学生赵胜敏（柬埔寨）

在大理过个安心年

自热锅、泡面、零食、饮料、水果、春
联……柬埔寨留学生赵胜敏和舍友们
为春节准备了各种年货。

19 岁的赵胜敏来自柬埔寨金边
市，2019年11月到云南留学，目前是大
理大学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大二的学
生。今年春节，他和同宿舍的外国留学
生选择继续留校学习，并在大理过个难
忘的春节。

“虽然不能回家，但我在云南感受
到了家一样的温暖。”赵胜敏告诉记者，
中国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学校老师无
微不至的关心、同学热心的帮助，都让
赵胜敏的父母十分放心。

“现在不外出聚会，是为了今后更
好地相聚。”赵胜敏和舍友为今年在校
园里的春节做了这些安排：白天逛校园
看风景，晚上定一桌大理特色风味年夜
饭，看一场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一起
打几局游戏，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通
个视频电话，安逸又暖心。

“希望明年春节，我的家人可以组
团到大理游洱海、登苍山、逛古城，和我
一起在大理体验美好的中国年。”赵胜
敏说。

本报记者沈燕

快递从业者闻鹏宇（老挝）

感受滇味春节

“往年春节假期，我和媳妇都会回
我的老家——老挝波乔省会晒市，去和
我的爸妈团聚。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我
们留在昆明过年。”老挝人闻鹏宇在昆
明学习生活 4年多。前两年，他与一位
昆明姑娘结婚，现在经营着一家菜鸟
驿站。

闻鹏宇曾和妻子到乡下的亲戚家
吃过杀猪饭，他回忆道：“云南人过年前

喜欢杀猪、杀羊，非常欢乐。而在老挝，
泼水节前要杀牛，也是喜迎新年的一项
重要活动。”

今年，他们家在昆明做了特色年夜
饭。“我的厨师岳父让每个家庭成员都
准备一道菜，一起组成年夜大餐。我做
了凉拌荷包蛋，大家对老挝风味很有兴
趣。”闻鹏宇乐呵呵地说。

不能与老挝的家人团聚虽然有些
遗憾，但迎新的祝福通过快递也能送
达。节前，闻鹏宇给远在老挝的家人寄
了很多中国年货。“家里人非常喜欢吃
火锅，所以我就寄了一箱火锅底料回
去，还寄了很多吃穿用的物品，他们收
到后都很高兴。”

“今年留在昆明过年，可以多和
这边的家人聊聊天、吃吃饭，还能就
近走一走，能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滇
味儿春节。这样的安排，挺好的。”闻
鹏宇笑着说。

本报记者覃雪丹

教师本杰明（印度）

陪女儿过第一个中国年

“之前每个春节假期，我都会回印
度与父母一起度过。但今年，我响应就
地过年的号召。”本杰明说，朋友们知道
他和家人留在昆明过年，纷纷邀请他们
一起吃年饭、共同迎新。

本杰明从小在印度长大，是华人移
民的第四代。2012年，他来到云南昆
明。后来，他开始在云南师范大学商学
院教授商务英语课程。

作为华人后代，本杰明一直对中国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倍感亲切。在家乡
印度，他会和家人们一起到当地的中国
城观看舞龙、舞狮表演，和当地的华人
一起品尝中国美食。

因为这份天然的情感，本杰明来到
中国并渐渐喜欢上了这里，还与一位中
国女性相识相爱。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
文化，他向妻子和自己的学生学习中
文，并逐步能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

在中国生活后，本杰明对于春节举
国同欢、家人团聚的气氛感受得更加真
切了。今年，正好让他有机会沉浸式地
体验传统春节习俗。

今年，也是他们8个月大的女儿第
一次过春节。本杰明与妻子一起包了牛
肉和胡萝卜馅的饺子，一家人同享地道
年夜饭。

见习记者浦潇

大厨文森特（法国）

法国昆明共此“食”

位于昆明市北门街的法式餐厅
“A Table!”的主理人是一对中法结合
的夫妇。男主人文森特来自法国洛林
省，是餐吧的主厨，他的妻子海涯是地
道的昆明人。为了迎接春节，夫妇俩将
餐吧后院花园和新的用餐区域打整出
来，营造出“中国老建筑+法式情调”的
氛围。文森特为今年春节“上新”的菜
式有：油封鸭腿、牛排、猪肉猪肝泥配
法棍等，属于法式家常菜，在大年初四
与大家见面。

一到中国的春节，文森特一家都会
很有仪式感地穿上唐装和旗袍，与长辈
们欢聚一堂。“文森特在中国这些年，学
会了鱼香肉丝和松鼠鳜鱼，他的这两道
菜选入了我们家年夜饭的保留菜品，连
姥姥都称赞比饭店里的大厨做得还
棒。”海涯期待文森特的中餐厨艺年年
有长进。

文森特觉得，过年最有意思的环节
是吃到藏着硬币的饺子，这与在法国吃
的“国王饼”类似。千层酥饼内有杏仁奶
油馅，里面藏着一个小瓷人，吃到它就
可以当“国王”，并有一年的好运。

当然，说到硬币饺子，也泛起他对
家人的思念。安家昆明后，他的父母时
常会从法国到昆明，与他们一起过年。
而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他们都没有再
互相走动。文森特却说：“珍惜眼前的亲
朋，在哪都是‘家’。”他还祝福朋友们：
新的一年，健康快乐！

本报记者王欢

专家蔡京虎（韩国）

“云”上发红包

“因为疫情，今年春节不出远门走
亲戚了，但红包肯定不能少。我为家族
中的孩子们发了‘微信红包’。当然也在
各种微信群里抢了红包。”云南伟诚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总监蔡京虎，是一
位来自韩国的草莓专家，在他看来，过
春节不能缺少的“年味儿”，也是最有意
思的活动就是发红包。

今年，蔡京虎一家取消了回韩国过
年的计划，但是，他们提早安排，回到了
妻子的老家辽宁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过年。“我选购了云南鲜花饼、饵块、饵
丝等家人喜爱的云南美食，春节期间大
家聚在一起大快朵颐。”蔡京虎说，他还
精心挑选了各种韩国家庭传统游戏的
道具，一家老小在家嬉戏开心。

蔡京虎已经在中国生活 10年，春
节于他而言已是寻常。虽然疫情连续两
年打乱了一家春节出行的计划，但蔡京
虎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年。“这次春
节就待在家里吧，好好享受一家人在一
起的时间。等着疫情结束，孩子也顺利
结束高考，我们一家再去中国其他城市
感受多彩的春节。当然，有机会我们也
要在云南过一次年。”蔡京虎说。

本报记者姚程程

工程师马赛（秘鲁）

就地过年也精彩

“之前每个春节假期，我都喜欢
外出旅游。广州、澳门、石家庄、西双
版纳……几年下来，跑了不少地方。但
今年，我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哪儿都

不去了，就在云南过年。”马赛说。
马赛来自距云南万里之外的南美

国家秘鲁，他是当地的华人移民第四
代，祖籍广东。2017年，马赛来到中国，
在石家庄学习汉语。不久后，他来到云
南蒙自，担任农业工程师，从事蓝莓的
种植与质量控制管理工作。

作为华人后代，马赛对中国文化有
一份天然的亲近感。“在家乡特鲁希略
时，每年春节我都会和其他华裔小伙伴
们一起参与舞龙、舞狮表演，那热闹的
场面到现在都忘不了。”后来，马赛到首
都利马上大学，约上三五好友去唐人街
吃一顿中餐又成了春节的保留节目。

来到中国后，马赛对于过年的感受
更深了。“春节是享受与家人团聚的节
日。”谈到今年春节，马赛说他留在了蒙
自，看看平时忽略的风景，约约许久不
见的朋友。“就地过年，一样很精彩。”

本报记者王靖中

自由职业者文兰（荷兰）

安家大理喜迎牛年

对于热爱骑行、热爱旅游的荷兰自
由职业者文兰来说，通常她的假期要么
在骑行、要么就在背包旅行的路上。但
今年春节假期，她将不再外出，而是到
大理大学任教的朋友家里过一个不一
样的春节。

她开心地介绍，前不久刚从昆明
移居大理，在苍山脚下翻新了一座老
房子。“我希望继续在云南待下去，享
受这里多彩的文化、宜人的气候和美
丽的风光。”

文兰说：“受疫情影响，我已经一年
多未能回荷兰与家人团聚了。但今年春
节，我成为朋友家的一员，体验真实的
中国年，一起迎接农历牛年的到来，我
心里暖暖的。”

文兰回忆，2000年自己第一次到中
国背包游，并到访云南。2016年，她从荷
兰阿姆斯特丹骑行到日本东京，并再次
来到了云南。2017年春天，在行程结束
后，文兰选择定居昆明。“多年后再次回
来，我为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惊
讶。这里的人们生活水平比2000年提高
了很多，他们甚至可以为孩子谋划更好
的未来。另外，随着中国互联网基础设
施的改善，对于外国人来说，生活在中
国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软件翻译买东西、订火车票。”文兰高兴
地说，春节意味着寒冬的结束，温暖的
春天已经到来，祝福大家牛年好运。

本报记者祖红兵

大学生吴高杨（香港）

这个年很特别

“爷爷奶奶爱喝茶，所以我特地把
福建武夷山的特产‘大红袍’带来给他
们品尝，老人家很喜欢。”华侨大学应届
毕业生吴高杨，是一名来自香港的年轻
人，他特地给爷爷奶奶带回了学校所在
城市的特产。

受疫情影响，吴高杨今年选择回
云南陪爷爷奶奶过年。往年放寒假，
他都是回中国香港和父母一起欢度
春节。

“我一回来，爷爷奶奶就带着我
一起为春节做准备。”吴高杨说，往
年在香港和父母过春节没有那么复
杂，而今年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置办
年货、贴春联、吃年夜饭，过得很有
仪式感、很隆重，“有一种回到小时
候的感觉。”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
份，在云南过春节，也让我了解了更多
少数民族的节日习俗。”吴高杨说，爷爷
奶奶的一些老朋友是少数民族，在过年
的习俗上，和汉族有些不同。“看到不同
民族的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感到很温暖。总而言之，今年回云南
过年很特别、很开心。”

吴高杨说，前几年假期，他都会和
父母去祖国各地旅游。“等疫情结束了，
我再陪着爷爷奶奶去一趟他们最喜欢
的北京。”

本报实习生马艺菲

桥头观潮
扫描春节消费市场

业态丰富
活色生香

本报记者韩成圆段建鑫王靖中朱海姚程程李吒

线上线下业态多样，云南春节消费市场突出“创新”

和“丰富”的特点，满足群众就地过年的消费新需求。

线上线下有惊喜
逛

一个有滋有味的年，除了舌尖的美
味，也离不开书店和大银幕光影的陪伴。

作为昆明市最大的实体书店，新华书
店昆明书城历来是人们节假日常去的地方。

“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少人选择
就地过年，预计春节假日期间书店客流
将明显增加。”新华书店昆明书城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做好扫码、测体温、提醒
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防疫措施的基
础上，书店与出版社合作，为读者准备了
一系列购书优惠活动，倡导人们在家阅
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不给疫情
防控增加压力。

“我们还计划适当调整线上、线下活
动比例，更多地采用线上直播方式，开展

‘新华南强六点一刻’读书会等活动，为
读者分享优质图书。”该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留校学生、社区居民等有需求的读
者群体，书店还将提供以进机关、进企
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等为主要内
容的“书香九进”服务，送书上门，方便读
者，减少风险。

除了书香，“书店＋”的创意将给消
费者的假日休闲带来新体验。

“最近几年，书店每年都会举办‘大
象年货集市’，今年也不例外。”2月1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象书店创始人杨雄
笑着说。年货集市的灵感来源于云南各
地都很常见的“赶街子”传统。每到周末
或是重要节日，人们便会聚集到镇上的
集市，叫卖自家种植、养殖的产品，同时
购买所需的食物和衣物等。

“集市最大的特点就是热闹，而我们
非常希望让生活在都市里的年轻人也感
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杨雄说。2020年元旦
至春节期间，昆明大象书店（融创店）曾举

办了“赶象节”活动，现场陶艺、银器、蜡染
等具有云南特色的工艺品以及野生菌、茶
叶、药材、咖啡、酒等云南特产吸引了不少
市民，特别是年轻市民前去逛街、赶街。

今年的“大象年货集市”，元旦当天便
已早早在昆明恒隆广场开市，一直延续到
大年初六。据大象书店（恒隆广场店）店长
张志忠介绍，今年书店除了继续推出一系
列云南特色文创商品供顾客挑选之外，还
将组织写春联、做陶艺等体验活动。“另
外，集市上还提供啤酒、咖啡、小锅米线、
烤豆腐等美食，并且有现场乐队造势，让
大家的年过得更尽心、更开心。”

1月 29日，2021年春节档电影预售
开启。

由于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线撤档，
影迷们对迟到一年的春节档尤为期待。
据相关电影票房数据分析平台统计，截
至2月1日，春节档电影预售总票房已超
2亿元，迎来了开门红。

记者走访获悉，昆明各大影院已为
春节档做好准备，按照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春节档
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严格执行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
（第三版）》，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
方式售票，控制每场上座率不超过75%，
延长场间休息时间。猫眼电影等网上售
票渠道显示，目前昆明市场预售顺畅，观
众观影热情较高。

“得知春节档电影预售开启，我第一
时间给全家人定了3张大年初一的电影
票。”今年选择在云南过年的安徽人刘波
告诉记者，春节电影承载着节日的欢乐
和新年的期盼，会给就地过年的人们带
来难忘、美好的回忆。

白天夜间乐不停
游

美的风景，在远方，也在身旁。
不少旅游平台和机构预测，就地过

年的倡议之下，本地深度游不断升温。驴
妈妈平台数据显示，春节本地游、周边游
产品的日搜索量环比增长最高达137%。

“今年春节在大理古城，除了欣赏蓝
天白云下的风景，还可以夜游城墙。”大
理古城华侨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大理古城南
门至红龙井段城墙，结合大理历史文化、
白族本主文化、风土民情等特色，打造古
装体验、烤茶宴、游古拾趣、彩灯街市、城
墙巡游等旅游产品。夜游城墙项目优化
大理古城景区空间利用，开发和提升古
城墙遗址的游览功能，丰富大理古城新
的旅游产品。

世博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春
节期间，该集团景区精心准备了“沉浸
式”产品。其中，建水临安府署推出“中华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以趣味投壶、拓片
和射箭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

心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预测，就地过年

背景下，今年不少消费者会更关注本地酒
店，用“在酒店过年”，让心情“在路上”。

昆明市民张霞说，今年春节在昆明
想有点“不一样”的体验，早早预定了昆
明世博园的世博房车时光·行云轩轩。

“房车营地设有独立院落和温泉泡池，还
提供 BBQ、户外帐篷、观星望远镜和星
空幕布电影等设施和服务，能让一家老
小都放松休闲，过一个特别的节日。”

半成品美食走俏
吃

在走访昆明多家餐厅时，记者发现，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春节许
多商家推出的餐饮服务，大多采取了分
时段、设包房、严消毒的措施，保障消费
者吃得放心。

另一方面，半成品美食迅速走俏。
记者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发

现，昆明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半成品年夜
饭配送服务，通过“线上预订+线下配
送”模式，畅通供销渠道，让大家坐在家
中也可享受餐厅提供的美味年夜饭，这
样的产品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

饿了么方面介绍，进入腊月，应用程
序上“年夜饭”的搜索量比去年上涨了4
倍。相关负责人表示，半成品年夜饭、年
夜饭小份套餐成为今年过年的热门。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春节期间，“餐饮零售

化”趋势更加明显。截至 1月 29日，饿了
么平台年夜饭半成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 403%，增幅超过坚果礼盒、饼干礼
盒等传统年货。

前几天，在昆明务工的90后贵州小
伙张健就在蟹状元餐厅预定了一套半成
品年夜饭套餐。“我平时只会做一些家常
小菜，对于年夜饭做什么很是头疼。现在
餐厅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只需简
单加工半成品，也能享受到美味。”

昆明家乐福、沃尔玛、大润发、盒马
鲜生等大型线下商超，半成品年夜饭也
销售火热。在沃尔玛昆明昌源中路店，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半成品年夜饭种类
丰富，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大多采用真空
包装，并经过严格检测消毒，确保了食品
安全。

书香光影魅力大
闲

今年春节，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很
多外籍、港澳台人士选
择就地过年。他们和亲
朋好友共享中国味浓厚
的年夜大餐，利用假期
去发掘居住地的新风
景，用视频和境外的家
人朋友分享中国年的故
事……一起迎新，爱在
此、家在此、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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