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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龙、大足鲤鱼灯舞、梁平木版年画、巫山三峡皮影……

元宵晚会 重庆亮相央视4分钟

身边事

大足鲤鱼灯舞

梁平木版年画

铜梁龙表演

春晚带火南滨路餐饮
元宵夜预订超过九成

春节刚过，今天又将迎来中国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2025蛇年总台春晚重庆分会场惊艳
亮相，重庆分会场有27个点位亮相，“跟着春晚游
重庆”也火上热搜，分会场城市旅游热度飙升
200%。继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惊艳亮相后，重庆
将再次登上央视元宵晚会舞台，铜梁龙、大足鲤鱼
灯舞、重庆脆皮鱼等在内的重庆非遗元素将与全
国观众共赴一场浪漫之约。

“明晚无人机表演是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预
订座位哟！”2月11日16点许，
南滨路长嘉河图火锅店店
员梦惟发了一条朋友圈，

“很多顾客都把订餐时
间定在了晚上 9 点左
右，到无人机表演的时
候，刚好把饭吃完看表
演。”梦惟说，元宵节当
晚已预订了90%。

“南滨C湾”作为春
晚重庆分会场主舞台所在
地，每晚进行无人机表演，前
来打卡的市民和游客人流如
织。“每晚游客络绎不绝，带
火了我们这一带的餐饮。”南
滨路沿线商家让出观景吧
台、餐位、窗户甚至包间，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就
餐打卡。在春晚和无人机的带动下，除夕当天，长
嘉汇景区餐饮业满客率高达95%以上，情书、莺花
渡、湘遇、三生三味、哲叔、埠口、朗塗、玉江春、俏
园等餐饮门店宾朋满座，元宵节当晚的预订已超
九成。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张曼莎

一城连世界，山水皆舞台。2025年乙
巳蛇年央视春晚重庆分会场惊艳亮相！
除夕夜春晚含渝量拉满。7分钟，让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看见了新重庆春晚这
个超级大舞台，感受到了巴渝文化的独特

魅力。今年春节8天假日期间，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
客331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0.5%，游客花费达
261.62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在春晚中亮相
的洪崖洞、十八梯、大足石刻等更是当仁不让地成为
了“顶流”，不少小伙伴表示，这样的精彩还没看够！

好消息来了！重庆将再次闪耀央视荧屏。2025
央视元宵晚会今日20:00开播，重庆的展示足有4分
钟。这次又有哪些重庆元素会惊艳亮相呢？一起来
看看吧。

●铜梁龙

铜梁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龙灯）之乡，曾参加国
庆庆典，亮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央视春晚、非遗
春晚等重大活动。

●大足鲤鱼灯舞

万古鲤鱼灯舞是大足区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舞
蹈。人们通过舞鱼，寄托年年有余和吉庆祥和的期
盼。

●梁平木版年画

梁平木版年画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采用
传统的木版水印套色技术，以印为主，以绘为辅，印绘结
合。内容以门神、神话传说、戏曲故事、吉祥图案为主，
按品质分为水货、托货、清章和花笺四大类。于2006年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梁平竹帘

梁平竹帘起源于宋代，迄今有1000多年历史。它
以当地盛产的慈竹为原料，经过选竹、截竹等三十多道
工序，精心编织制作而成，被人赞为“薄如蝉翼淡如烟，
万缕千丝总相连，借得七仙灵巧手，换来天下第一
帘”。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秀山花灯

又称跳花灯、耍花灯、花灯戏，集民俗、歌舞、杂技、
纸扎艺术为一体，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说唱艺术。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二人转”、单边戏和“跳
灯”，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巫山三峡皮影

巫山三峡皮影是重庆三峡地区传统民间艺术，以
牛皮雕镂成影人，造型古朴，线条流畅，搭配当地方言
唱腔与独特伴奏，多演绎历史传说与三峡民俗故事，极
具巴渝风情。

●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

涪陵榨菜产于重庆市涪陵区，实行商品化生产已
有100多年历史，与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齐名，
被誉为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2008年，榨菜传统制作
技艺（涪陵榨菜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荣昌卤白鹅传统制作技艺

荣昌卤白鹅属于川卤系列的一个品种，是一道历史
悠久的传统名菜，对研究本地的历史风貌、生产生活、饮
食习俗有着重要价值。2011年，荣昌卤白鹅制作技艺
被列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重庆火锅传统制作技艺

重庆火锅大约出现在清朝道光年间，码头上的船
工、力夫用简陋的锅灶，煎牛油后，加上辣椒、花椒、姜、
蒜等调料入味，再加牛骨熬汤，后将“牛下水”、蔬菜等
一股脑倒入锅里，烫而食之。经过百年发展，重庆火锅
无论是底料制作、菜品选择还是汤料配制都有了长足
进步。2019年，重庆火锅制作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相关新闻

●白市驿板鸭传统制作技艺

白市驿板鸭是国内鸭类肉食品加工独具特色
的代表，是重庆市著名特产。其有关制作技艺的产
生、传承、发展均在重庆市西郊的白市驿镇，至今已
有200多年历史。2011年，白市驿板鸭传统制作
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熊鸭子传统制作技艺

20世纪初，重庆江北有个小贩叫熊汉江，常在
街头巷尾出售一种黄色的熏鸭。历经100余年，熊
鸭子制作技艺不断改进，成为重庆著名品牌，1987
年获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2011年，熊鸭子传统
制作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重庆泡菜传统制作技艺

泡菜，古称“菹”，是人类较早利用乳酸菌发酵
而制成的一种腌渍食品，就中国而言，主要影响地
在川渝，因其口味的适应性，渝派泡菜的影响更
甚。渝派泡菜地域分布广泛，流派众多。2019年，
重庆泡菜制作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黔江鸡杂传统制作技艺

黔江鸡杂是黔江美食的代表，是当地人招待客
人的首选地方美食。经过150多年的发展，黔江鸡
杂已经从最初的家常小炒，发展成了全国闻名的特
色美食。2016年，黔江鸡杂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
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外，
丰都麻辣鸡块、垫江石磨豆花和重庆脆皮鱼也都会
在元宵晚会上亮相。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到南滨路吃
饭的游客还能欣
赏无人机表演

梁平竹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