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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作为春节申遗的重要节点，这里的正月十

六大型社火展演是正月古庙会的高潮。当天，来自

浚 县 、滑 县 的 24 支 社 火 表 演 队 数 千 名 队 员 登 上 浮

丘 山 进 行 社 火 展 演 ，舞 狮、竹 马、高 跷、旱 船 …… 浮

丘山前 10 里长街成舞台，表演队伍逶迤前行，非遗

民 俗 竞 相 上 演 。 正 如 加 拿 大 学 者 安 得 里 先 生 的 评

价：“浚县庙会，是中国的狂欢节！”

“ 赏 传 统 民 俗 ，寻 中 原 年 味 。 在 河 南 省 鹤 壁 市

浚县古城，以‘春节、年味、民俗’为主线的特色系列

活动展示中原地区传统民俗文化，营造喜庆、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让游客在欢歌笑语中领略非遗春

节的独特魅力。”在新华社的全球连线栏目中，展示

了千年古庙会热闹精彩的社火表演现场。

“ 这 个 春 节 ，浚 县 以 非 遗 为 魂 、社 火 为 媒 ，让 千

年 民 俗‘ 活 ’起 来 ，更 让 世 界 看 见 中 国 年 的 文 化 自

信！老家河南浚县过年，你打卡了吗？”大象新闻网

发布的《非遗春节，浚县社火“狂欢”出圈》新闻视频

中 ，舞狮腾跃、高跷炫技、竹马灵动 ，更有北关社火

表演队首次融入粤东英歌舞，槌击如雷、气势如虹，

点燃全网观众的热评！

“ 活 动 现 场 ，游 客 还 可 以 品 尝 流 传 了 上 千 年 的

子 馍 ，和 用 传 统 非 遗 技 法 滚 出 的 元 宵 等 特 色 美 食 ，

欣赏憨态可掬的非遗民俗艺术品浚县泥咕咕……”

CCTV-13 新闻频道《关注浚县》报道了逛古城赏民

俗、非遗展演引客来的相关新闻。

“ 在 浚 县 ，春 节 期 间 表 演 社 火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传

统年俗，当地人称之为‘耍社火’‘闹社火’。此前，

浚县正月古庙会作为年市、社火、庙会、灯会等庆祝

活动的特色举办地，进入春节申遗文本。”中国新闻

网的中新视频发布了《新春纪事·河南鹤壁：民众齐

聚浚县古城“闹社火”》。

“ 我 们 是 从 北 京 乘 坐‘ 春 节 申 遗 核 心 地 浚 县 ’

高 铁 冠 名 宣 传 专 列 回 来 的 ，在 车 厢 内 就 看 到 了 家

乡 的 宣 传 海 报 ，感 觉 很 亲 切 。”回 老 家 浚 县 过 年 的

李 女 士 说 ，她 感 觉 今 年 的 浚 县 热 度 很 高 ，年 味 更

足。

舞 狮 腾 跃 、高 跷 炫 技 、竹

马 灵 动 、战 鼓 震 天 ，更 有 北 关

社 火 表 演 队 首 次 融 入 粤 东 英

歌舞，槌击如雷、气势如虹，点

燃全网观众的热情。

  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

非 遗 为 魂 、社 火 为 媒 ，让 千 年

民俗“活”起来，更让世界看见

中国年的文化自信！

  千 年 古 庙 会 不 仅 吸 引 了

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吸引了国

内外媒体的关注。

每 年 的 浚 县 正 月 古 庙 会

都 吸 引 数 百 万 省 内 外 游 客 前

来 游 玩 ，各 大 媒 体 争 相 报 道 。

2 月 2 日 是 正 月 初 五 ，央 视 一

天两次聚焦浚县正月古庙会，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中国

新闻》栏目、CCTV-13 新闻直

播 间《正 月 里 来 是 新 春》栏 目

分 别 以《河 南 鹤 壁 ：社 火 巡 游

非 遗 绝 活 ，浚 县 古 庙 会 年 味

足》《河南鹤壁：高跷竹马秀绝

活，特色民俗庆新春》为题，报

道 了“ 浚 县 年 ”的 热 闹 场 景 及

传统民俗文化。

小 穆 桂 英 的 扮 演 者 ——4 岁 的

杨润润初登社火舞台，开始还哭，表

演开始后就不哭了。这名小队员的

妈 妈 接 受 环 球 网 记 者 的 采 访 时 介

绍 ：“ 孩 子 今 年 是 第 一 年 参 加 演 出 。

去 年 ，孩 子 看 到 背 阁 表 演 就 非 常 喜

欢 ，今 年 我 们 就 给 她 报 名 参 加 了 浚

县北街背阁表演队，今天 5 点多就来

了 ，观 众 都 在 给 孩 子 点 赞 ！”社 火 表

演 视 频 下 方 ，网 友 评 论 ：“ 这 么 懂 事

的小孩儿，谁不喜欢呢？”

巾帼不让须眉，今年浚县首位扑

蝶女公子惊艳登场，网友直呼又美又

飒！2 月 6 日，凤凰新闻报道了浚县社

火表演队女队员为演好扑蝶公子这

个角色勤学苦练的过程，受到网友广

泛关注和好评。

浚县东后街社火表演队会首耿

帅在接受河南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是社火表演队伍里最年轻的会首。

今年，我们增加了一些小环节，把高跷

队员的服饰、会首牌和围巾，做了更加

时尚化的改进。”

“今天早上，我们两三点就起来准

备了，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大

家感受到浚县社火的魅力。”竹马表演

者马素霞在镜头前兴奋地说。

千年社火今更胜，浚县古城聚宾

朋。随着嘹亮的唢呐声、震天的锣鼓

声响起，游客的热情被点燃，他们将表

演队伍围得水泄不通，掌声、叫好声不

断。“我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凌晨四

点钟起来，跟着高跷表演队伍一直到

了山上，感觉非常过瘾，没想到这边民

俗文化气息这么浓。”游客裴志新手持

单反相机在媒体镜头前高兴地介绍。

“在浚县沉浸式体验年味，还跟

社火表演队队员学了扇子舞，这里的

人很热情，我玩得非常开心。”来自巴

基斯坦的留学生穆萨可汗面对大象

新闻网的镜头说。

连日来，浚县正月古庙会社火表

演场景受到各级主流媒体的关注——

“‘华北第一古庙会’燃爆春节！浚县

古城社火表演引 50 万人潮”“河南浚

县：古城弦乐起，非遗年味浓”“千年庙

会热闹开锣，精彩社火喜迎新春”……

1 月 15 日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工人日

报，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人民日报

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

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工业新闻网、中

国青年网、中国城市网、中国日报网、

环球网，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国际传播中心、河南日报客户端，

鹤壁日报、淇河晨报、鹤壁时刻、云鹤

新闻、鹤壁新闻网等众多主流媒体，通

过文图、直播等形式对浚县古城和正

月古庙会进行全方位报道。这些报道

又被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转

发扩散，广大网友纷纷在线围观、点赞

浚县正月古庙会盛况。

队员卖力 群众热捧 媒体聚焦
全球连线 非遗引客 喜迎新春

社火表演现场。周子钧 摄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栏目报道社火巡游非遗

绝活，浚县古庙会年味足。

鹤壁日报社记者

在浚县正月古庙会社

火巡演现场拍摄。

本报实习记者

 魏亚琨 摄

CCTV-13 新闻直播间《正月里来是新春》栏目报道河南鹤壁：高跷竹马秀绝活，特色民俗庆新春。

各级主流媒体报道浚县正月古庙会盛况。

媒 体 记 者 、

游 客 在 现 场 拍

摄 、直 播 社 火 表

演。本 报 实 习 记

者 魏亚琨 摄

中央、省、市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浚县正月古庙会盛况

千年千年社火社火今更胜今更胜  浚县古城浚县古城聚宾朋聚宾朋
□本报记者 张文渊

舞狮表演。本报记者 赵永强 摄

盘鼓表演。  

本报记者 袁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