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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四，24 岁的北京女孩杨季娜“打卡”

了猪年第一个5公里；正月初五，杨季娜又上了一堂

新的尊巴课，音乐声响起的一刹那，她觉得浑身的自

信都被释放了出来。

“原来新年和朋友一起出门都是逛街、吃饭、看

电影之类的，现在带着朋友去跳尊巴成了我最新的

社交方式。”从上大学起便坚持健身的杨季娜已把运

动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在女孩子对保持

身材、保持状态都很有追求，过年期间容易‘胡吃海

喝’，锻炼更不能松懈。”

除了自己享受挥汗如雨的快感，杨季娜还把这

份来自运动的“小幸福”传递给了家人。她将母亲拉

进了尊巴课课堂，“尊巴比较激烈和狂野，一开始还

怕她接受不了，结果她去了之后特别开心，觉得跟年

轻人一起出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像杨季娜家一样，今年春节中国许多地方的家

庭选择以运动的方式度过假期。在浙江杭州，位于

万松岭之上的大明山滑雪场自农历正月初一以来，

平均每天进场滑雪的人数都在4000人以上，与去年

同时段相比增幅明显。

杭州大明山风景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新告

诉记者，春节期间来自杭州、上海等地的家庭滑雪爱

好者比较多，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南方家庭在家

门口参与冰雪运动的意愿比以往更加强烈。“中国人

过年亲戚往来总会送礼。以前是送礼品、送红包，现

在‘送滑雪’好像也开始流行了。”

为了应付庞大的客流，徐新已经连续多年春节

假期没有回家。他既是滑雪场管理者，也是一名滑

雪运动爱好者。“快速下滑时，烦恼和压力早就随着

飞起的雪抛在身后。一个速度正常的滑雪者，一小

时消耗的热量不比跑步少。”

今年除夕，深圳的气温达到28.1摄氏度。“火热”的

春节，吹动了南国群众运动的热潮。“右手抓住，再上一

次。”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来自河南的7岁小朋友梁博

涵在父亲的鼓励下正第一次尝试攀岩。

几次冲击下来，梁博涵仅爬了两米多高，他似乎

有些气馁。下来之后，眼眶里隐约泛着泪光，不过父

亲却为儿子点了个大大的赞，“你已经很棒了！”听到

父亲的鼓励，梁博涵一下子又兴奋起来。

广州市民景泽庚是资深的体育爱好者，他的过年

方式也更多了一些运动味儿：和家人一起打羽毛球。

“最幸福的时刻，最温馨的时刻，最放松的时刻，最和

谐的时刻，都是这一刻！是父子，是兄弟，是队友，是

对手，是相互的鼓励与欣赏！”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

后，景泽庚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广州市体育局组织了 50

多项群众体育活动，预计参与人数20万人次。这当

中既有舞龙醒狮巡游等文体融合的传统项目，也有以

猜灯谜和抛圈、钓鱼、跳绳等为主要内容的游园活动，

主打项目则是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主任吴叶海表示，越

来越多的家庭在春节假期“迈开腿”锻炼，与其生活水

平、方式与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体育锻炼不仅能强

身健体，还能锤炼人的意志，对家庭而言也有利于增

进感情。大家打牌、上网、做‘低头族’的时间少了，相

互交流的时间就多了。” □ 据新华社

2月9日，孩子们在柳

寨村北西苗寨参加传统木

板车体验活动。当日是大

年初五，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寨

镇柳寨村北西苗寨的苗族

群众欢聚一堂，在蒙眼摸

鸭、传统木板车体验、犁田

捉鱼、比赛背媳妇等民俗

活动中欢度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

11日，正月初七。民俗专家表示，这一天是“人胜节”，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的生日，也称人日、人庆、七元等。

天津市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说，“人胜节”来源

于中国的创世神话。民间传说，过去人和动物不分

彼此，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日。女娲创世，在七天内每

天造出一种生物，前六天诞生了鸡、犬、豕（猪）、羊、

牛、马，直到第七天才出现了人。因此，古人将农历

正月初一视为鸡的生日，初二是狗的生日，以此顺

序，初七是人的生日。后来，在民间还出现补充说

法，初八为谷日，初九为天日，初十为地日。

人日这一天的民俗活动较早出现在古人的占卜

生活中。自汉魏以来，人们在人日的活动已逐渐走

出单一的占卜求吉，不断扩展涉及祭祀、庆祝、文化、

服饰、出游、饮食等多层面多领域，可谓丰富多彩，并

久而久之形成风俗习惯，如食七宝羹、戴胜、登高

等。“这些习俗蕴含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其中有些习

俗对后世仍有深远影响。”由国庆说。

由国庆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人日的

风俗越来越陌生了，相关的节庆活动也几近消逝，但

是这个古老节日的相关文化和积淀却存在下来。令

人欣慰的是，人日的相关节庆活动在当下的成都得

到了很好的承袭，市民在正月初七游杜甫草堂凭吊

诗圣，吟唱诗歌，赏梅祈福，庆贺人日。这也成为当

地重要的年俗之一。 □ 据新华社

民俗专家：正月初七“人的生日”源于女娲创世神话

天文专家介绍，11日，夜空将上演“火星合月”的

美丽天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用肉眼即

可看到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相互辉映、齐放光

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呈红色，荧荧

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在天空中运动，有时从西

向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所以我

国古代叫它“荧惑”，有“荧荧火光，离离乱惑”之意。

而在西方古罗马神话中，则被喻为身披血色战袍的

战神“玛尔斯”。

“今年2月火星由双鱼座顺行至白羊座，日落时

位于西南方天空，约于23时12分落下，亮度1.0等，

前半夜可见。”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文学学会理事

赵之珩介绍说，11日日落后，一弯正月初七的“上弦

月”挂在西南方天空，在月亮右边不远处，有一颗红

色星星，这就是火星。“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在

苍穹中深情相对，上演‘星月童话’，为早春的夜空平

添几分情趣。”

赵之珩提示说，火星是唯一能用望远镜看得很清

楚的类地行星。感兴趣的公众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

测“火星合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镜，火星看起来

呈现出橙红色的球面，非常美丽。” □ 据新华社

“火星合月”今日上演“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超过81万
成脱贫攻坚重要力量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

月9日，全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

社会组织已超过81.6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

会组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推动脱

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的通知》对外公布，强调了社会组织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的重点领域。

一年多来，各级各部门积极推动，大批社会

组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力量。

民政部专门成立了引导社会组织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慈善联合会等180家全

国性社会组织，召开多场动员会，通过树典型

带动全面、抓重点推动整体的工作方式，引导

全国性社会组织积极与深度贫困地区对接，将

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中，民政部对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开展扶贫的社会组织予以倾斜，2017 年和

2018年立项290多个，项目资金1亿多元。

□ 据新华社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数量逐年上升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16 年至

2018 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

势。其中 2018 年，起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犯罪案件被告人15302人，起诉涉嫌集资诈

骗犯罪案件被告人1962人。

据了解，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参

加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和打击非法集资

专项行动，不断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

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办理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2016 年起

诉 14745 人，2017 年起诉 15282 人，2018 年起

诉 15302 人；办理涉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

2016 年起诉 1661 人，2017 年起诉 1862 人，

2018年起诉1962人。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从检察机

关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情况看，非法集

资犯罪活动呈现高发多发态势，特大规模非

法集资案件不断增多；犯罪手段不断翻新，

欺骗性和迷惑性增强，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以

金融创新为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涉案公司

也从层级简单的“作坊式”组织向现代化企

业模式转变，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涉案人员

明显增多；利用互联网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较

为普遍，危害后果更趋严重；追赃挽损难度进

一步加大。

□ 据新华社

“燃烧卡路里”渐成城市家庭过年新风尚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