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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新春将至，中国人提前收到

了一份“新年贺礼”。

北京时间12月4日晚，“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

巴拉圭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百节年为首”。喜讯传来，人们的

自豪与自信油然而生。围绕这次成功

申遗，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文

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际

交流与合作局负责人。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

贡献更多中国色彩

问 ：请谈谈此次申遗成功的重要
意义。

答 ：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

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传统

节日。每逢春节，万家团圆，家家户户

在浓浓的亲情和隆重的仪式中除旧迎

新，祈愿新的一年更加美好的生活。在

千百年的积淀中，春节不断维系和强

化着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情感纽

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发挥了重

要作用。2006 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

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中华文化海外

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在全球的

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此次“春节”申遗成功，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成果以

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具

体体现。

“春节”申遗成功，有利于提升人

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

识，激发运用传统节日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赓续中华

文脉；有利于增进中华儿女的文化认

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深化国际

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为

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

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更多的中

国色彩。

寄托中国人的

人伦情感、家国情怀

问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项目的内涵是什
么？

答 ：按照中国传统历法，正月初

一是春节，是新一年的开始。春节前

后，围绕着辞旧迎新、吉祥平安、团圆

和谐的共同主题，人们开展一系列社

会实践活动，欢庆这一中华民族最重

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标志年度周

期转换、周而复始的重要节日，是中华

民族的价值观念、生命意识、伦理道

德、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的

集中体现。

“春节”源自中国传统历法，彰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春节”是中国人根据天时、物候

的周期性节律安排生产生活的具体

体现，蕴含着顺应天时、礼敬自然的智

慧。中国人基于日月运行规律、物候变

换周期，以及农业生产生活节律，创造

了传统历法体系，形成丰富的社会实

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写春联、

剪窗花、贴年画，采购年货、烹制节日

食品……人们祭祀灶王爷，礼敬天地，

祈愿家宅平安，生活美好。这个遗产项

目还包含着中国人关于粮食种植、加

工、保存以及年节食品备制的知识与

实践，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自然的礼敬

和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与春节

相关的饮食习俗，具有多样化的表达

和丰富的寓意，传递出中国人的传统

审美观念、养生理念和伦理规范，寄托

着人们对风调雨顺、阖家团圆美好生

活的向往。

“春节”是维系个人与家庭、社会、

国家的情感纽带，促进着家庭和睦、邻

里社区和谐，增强着文化认同——

春节期间丰富多样的活动寄托着

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怀，在世代

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促进家庭和睦

与邻里和谐、丰富生产生活的作用，不

断增强着文化向心力、社会凝聚力，在

延续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激发文化

创造力，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

久的精神力量。

除夕之夜，家人团聚，共同制作、

分享年夜饭，围坐守岁，通宵达旦，迎

接新年的到来。阖家安乐是中国家庭

欢庆春节的美好情景。正月初一，是传

统新年的开始。人们着新衣，拜祖先，

向长辈、亲友及邻里拜年；人们逛庙

会、闹社火、赏花灯，共庆佳节，这些年

俗活动表达了百姓辞旧迎新、期盼平

安团圆和国泰民安的良好祝愿。在喜

庆和谐的习俗实践中，人们真切地体

验到亲情、友情和乡情，不断深化对春

节文化内涵的认识，强化家庭观念和

亲情意识，密切了人际关系，从而有助

于构建和谐社会。

“春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融入现代

生活——

新春佳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

的传统节日，它承载了人民群众最热

烈的情感、最美好的期盼。春节包括了

众多民俗活动和非遗实践，这些民俗

与非遗，让年味更浓，让生活更美，也

留下了浓浓的乡愁。与春节相关的传

说、歌谣等传统知识，祭祀先祖等仪

式，年画制作、剪纸、灯彩制作等传统

手工艺，舞龙、秧歌、高跷、戏剧、曲艺

等众多表演艺术，灯会、花会、写春联

等民俗活动都在春节中得以呈现，体

现出春节实践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样

性，极大地丰富了百姓春节的文化生

活，营造了热烈、祥和、欢快的节日氛

围。比如，各地迎接春节有贴年画的传

统习俗，年画成为人民大众过年辞旧

迎新、避灾驱邪、欢乐祥和的美好寄

托，年画流布广泛，在各个地域都渗入

了在地的集体审美，形成了多样的艺

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些内容

为中小学、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提供

了优质教育资源，让年轻一代在学习、

参与和实践中不断增进对春节的认识

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传承自觉、

激发创新意识。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问 ：目前，这一项目保护传承实
践开展情况如何？接下来，如何丰富
节日的内涵和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答 ：春节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展示非遗

项目保护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现

文化自信自强形象，加强文明交流互

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重

要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深入挖掘春节所蕴含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价值，广泛开展春节传承

实践与传播展示活动。无论是城市的

街市社区，还是乡村的庙会圩集，各地

非遗活动丰富多彩，深受老百姓喜爱。

各类非遗项目在融入春节等传统节日

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2024 年春节前后，全国开展

了 4.54 万余场非遗传承实践相关活

动，剪纸、年画、灯彩、舞龙、灯会、庙会

等非遗项目吸引了广大群众热情参

与。人们由此进一步了解了节日的深

厚文化内涵和丰富表现形式，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下一步，我们将以申遗成功为

契机，深入挖掘春节在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持

续开展春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

年俗越来越受欢迎，让非遗越来越

贴近现代生活。

一是持续开展春节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2025 年春节期间，我们将开展

“非遗贺新春·古城过大年”、“非遗贺

新春·点亮中国灯”、“非遗贺新春·年

画进万家”、“我的家乡年”视频直播、

“赶个年味集”、“非遗馆里过大年”等

系列活动，让人民群众在浓浓年味中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是推动在新时代形成新的春节

年俗。通过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结合，

推出一批“非遗大集”“非遗潮玩”“非

遗年货”，以新的渠道和方式吸引广大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参与，让非

遗国潮、春节年俗在创新发展中焕发

新的生机活力。

三是在全球广泛开展“欢乐春节”

活动，以新年音乐会、新春巡游、新年

家庭日、新春庙会等多种形式，展示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海外民众

更加了解中国春节，共同感受欢乐喜

庆、团圆和谐的节日氛围。

（据新华社）

江苏陈女士在观看一名拥有200

万粉丝的测评博主的视频后，购买了

一条连衣裙。没想到，收到的衣服与视

频严重不符。“视频里挺括的版型，现实

中却像窗帘一样皱巴巴。”陈女士说。

近来，测评市场走热；与此同时，

一些本该帮助消费者“避坑”的测评，却

演变成消费陷阱。不久前，中消协提醒

消费者理性辨识“第三方测评”信息。

“第三方测评”频翻车
如今，“先看测评后购物”成为不

少消费者的习惯动作。中消协 2023

年发布的《“第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

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近八成消费

者在购物前经常会在网络上搜寻相

关产品的“第三方测评”。

口红、零食、手机、汽车……几乎

万物可“测”。“第三方测评”本该为消费

者“排雷”，但一些测评博主在视频中

“偷梁换柱”，让消费者频频“踩雷”。

“跟着买了三次踩了两次雷”“下

单的裙子有明显的污渍”“根本不是

同一种布料”……被上述测评博主

误导的陈女士发现，对该博主的差评

并不鲜见。

除了测评与实物不符以外，有的

博主还假测评、真带货，用绝对性用

词过度宣传。

美妆爱好者吴女士说，她近期发

现，一名测评博主通常会在测评各种

大品牌后，推荐一款“小众”的美妆产

品；该博主称，这款产品只要几元钱，

就堪比大牌效果。“看多了才知道，这

是借着测评的名义带货，带的货还是

‘三无产品’。”

记者在几个社交平台上搜索“测

评博主翻车”“测评踩雷”等关键词，

不少用户发帖吐槽观看的测评博主

“恰烂饭”（赚黑心钱），有消费者因购

买的美妆产品而“烂脸”。

实际上，虚假测评不仅会误导消

费者，也会侵害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扰乱健康的市场秩序。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披露的一起

典型案例，也揭露出“拉踩式”测评的

真面目。

苏州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没有

科学依据的前提下，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测评文章，随意对不同品牌的 8 款

防晒衣的防晒力进行对比，其中，评

论甲品牌“面料厚实、发货较慢”，而

乙品牌则“冰感十足、防晒强”，引导

消费者选择某些品牌的防晒产品。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测评

文章中标示的甲、乙品牌防晒衣的防

紫外线性能数据缺乏科学性和可靠

性，易误导相关公众、影响消费者的

购买决策，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定制”批量发布“造”声浪
专家指出，在“第三方测评”兴起

的初期，一批能够提供实证数据、进

行科学测评的账号确实发挥了积极

作用，让消费者能够快速比对产品优

劣，降低试错成本。

但随着测评“蛋糕”做大，测评市

场“野蛮生长”，测评博主缺乏资质、测

评标准五花八门等问题也暴露出来。

不少测评账号的最终归宿都是带

货。从事MCN机构运营的刘萌（化名）

表示，博主通过测评内容快速涨粉，然

后通过带货转化。如此一来，“第三方测

评”便丧失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一条“测评”诞生背后，是成熟的

产业链。

“3 万到 5 万粉丝的测评博主，

拍摄一条 60 秒以内的原创视频，价

格在 1000 到 2000 元不等。”根据记

者“美妆测评”“万粉以上”的要求，一

个广告营销公司很快给出报价，并为

记者推荐了几名测评博主。根据该公

司的报价单，按照不同博主的人设和

粉丝量，价格各有不同，“美妆测评价

格高一些，时尚类测评则更实惠”。

除了“定制化”博主以外，测评的

内容、维护也能全流程“定制”。某广

告公司工作人员王女士介绍，公司主

要负责社交平台的代运营，根据品牌

方提供的素材，定制测评笔记。前期

提炼产品卖点，细化测评内容，排期

依次投放博主笔记；后期定制评论

文案，持续增加互动，助力笔记流量。

在品牌推出新品的节点以及在电

商平台的购物节大促期间，品牌推广

需求增大，批量测评内容就会“面世”，

进行刷屏式宣传。“一般在品牌推广初

期，会优先选择粉丝量较低的博主，通

过‘人设+干货’‘种草’的测评，更容易

引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刘萌介绍。

记者在一个广告接单群中看到

不少测评招募信息。例如，某洗护品牌

招募测评博主，要求粉丝量达到千粉

以上，预算在 2000 元以内。报名页面

显示，该公司的招募人员设置了 3000

人的报名上限，目前已有 740人报名。

此类测评内容通常也会被统一

“安排”。例如，某儿童书包品牌测评

须由 4 至 12 岁的小学生出镜，并与

书包一同出现在游乐园、海洋馆等亲

子场景；某高端护肤品牌则要求博

主的账号符合“30 岁以上真正贵妇”

的人设，自然植入医学背书。

以测评之名搞推销

或涉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

广州市律协电商与物流委副秘

书长林媛媛指出，以测评之名行推销

之实的行为，可能违反广告法的相关

规定，涉嫌虚假宣传。

“在一些商品对比测评中，如果

涉嫌商业诋毁，可能构成不正当竞

争；委托进行对比的商家及做比对

的‘第三方测评’需要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林媛媛说。

为规范“第三方测评”活动，制止

虚假不实测评行为，江苏省近期发布

“第三方测评”合规指引，对涉及“第三

方测评”的普通博主、广告发布者、网络

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等进行合规提

示。指引规定，与从事“第三方测评”的

个人签订协议的网络直播营销人员服

务机构，应当依法合规提供经纪服务，

加强信息审核与人员教育管理。

行业应当加强自律。林媛媛指

出，商家应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不以

不正当的手段攫取商业利益，欺骗消

费者和诋毁商业对手。对于测评博主

而言，应坚持做科普性质的内容，对

商业性广告应采取明示措施提醒消

费者，同时避免商业诋毁。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林汉钟

建议，平台应当构建一套全面而有效

的管控机制，设置测评博主的认证和

准入管理机制以及封禁相关违规账

号、限制违规笔记流量等。同时，还需

建立健全严格的审核把关机制和投

诉应急处理流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对“第三方测评”内容进行实时监测。

“针对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等

违法行为，应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予以

严厉处罚，并明确平台方与博主在此

类事件中的连带法律责任，以确保市

场环境的公平与健康。”林汉钟说。

林媛媛提醒，消费者要理性看待

测评内容，多方了解商品信息，提高

辨别能力。对于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

的行为，消费者可以进行投诉举报，

维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社）

中国年味世界共享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春节”申遗成功

新华社记者 周玮  徐壮

貌似公允的“测评”可能是“定制”？
——“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杨淑馨  尹一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