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总编：梁国强 本报地址：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7130598 运营部电话：7130597 投递部电话：15639976822 法律顾问：陈鹏阁 电话：15037595699

编辑 潘亚培 校对 程梦果
文艺·副刊 ■E-mail:baofengkuaibao4@163.com

2021-2-8 星期一4

江烟笼纱，
湘水迢迢，
浪涌芬芳。
昔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情怀理想，
气血方刚。
橘子洲头，
挥斥方猷，
正道人间是沧桑。
好儿郎，
挥手别乡关，
路在前方。

七十二年时光，
华夏腾飞春满东方。
看当今世界，神州崛起；
众志成城，
国富民强。
继往开来，
伟业传承，
大风浩荡比汉唐。
怅寥廓，
看云卷云散，
时代飞扬。
（作者单位宝丰县总工会）

沁园春·橘子洲怀思
★张生

小时候总是盼着过年。母亲有句挂在嘴边的话“小孩小孩你别

馋，过了腊八才是年”。这句哄人的话说得很准确，喝了腊八粥之后，

过年就有了更大的盼头，而真正有年味的那天就是腊月二十三。

今年，上大学的女儿放寒假早，上小学的儿子过了腊八没几天

也放假了。儿子问我：“爸爸，啥时候过年？”我说：“快了，马上就是

小年了，离大年也就不远了。”

儿时在农村过小年，所有人家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都会到集

市上买几斤糖果，包上一顿饺子，等到晚上吃饭时

供在灶王爷像前，虔诚地送灶王爷上天。

在吃饭前大人会烧上几炷香，在灶王爷

像前跪拜，口中念念有词，至于当时大人都

念叨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母亲

念毕，磕头作揖。而这时围在一旁的我们，

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孩子们关注的是给灶王

爷上供买来的灶糖。送完灶王爷，那些灶糖

就被等在一旁很久的孩子们哄抢一空。

后来听奶奶说过：“买芝麻糖和柿饼是粘

住灶王爷的嘴，目的不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

间坏话。吃饺子是封住灶王爷的嘴，也不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

间坏话，因为灶王爷可是我们的一家之主”。奶奶还说:“过小年早上

不让关门，如果门关上了，灶王爷看见会生气的，家里没了灶王爷，祸

事就会不断来。”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奶奶这么一说，吓得一天都不敢

碰大门一下。

在老家，还有一个风俗，就是“扫尘”，过小年时把家里的每一

间房屋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院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

齐。就在前些时，我在《赵叔讲故事》的教材中讲到了的《陈藩扫

屋》的典故：“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语重心长地告诫孩子

们：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才能做成一番大事业。

记得前几年过小年时，天气都是特别寒冷，当时我还做着会计

的工作，年关各种报表特别多，更是忙碌得把小年忘得一干二净。

但在父母眼中还是很重视的，总是催促我赶紧带着妻儿回家“报户

口”，吃饺子。现代的人工作繁忙，越来越淡化节日的气氛，尤其是

年轻人，已经少有过小年的意识，大多忙碌在自己的事业中。

我想，过小年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我们在过年中长大，过年

是一种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因此，小年应该是欢喜的，因为到了小

年，亲情就更近了。

腊月二十三已经拉开了小年的序幕。和平常

一样，没有多大区别。也许是在城市生活久了，

单元房的禁锢使我们少了一些节日的气氛。

但我还是能够寻找到小年的喜庆，看到妻子在

厨房挂着的香肠、腊肉，正喜气洋洋地等待着

亲人和朋友到来。看似平静简单的生活，其实

在过小年的期盼中孕育着无尽的喜乐。

过节的心情当然是喜乐的。拿出在年

终总结表彰大会上自己荣获的大红花，由衷

地开心；仔细看着女儿各科优秀的成绩单，由

衷地开心；欣赏着儿子一学期来的荣誉证书，由衷

地开心；想着妻子开始快乐地健身练瑜伽，由衷地开心。我们都在

生活的轨道上努力向前，这是一件乐事。孩子们的笑脸与亲密，在

眼前晃动，热爱生活，从每一刻做起。

小年到了，年味渐渐浓烈起来。我们是重视亲情国度，赶在小年

到来时回家陪陪父母，才算是这一年过得圆满。在外忙碌了一年的

人啊，其实也是父母心中最大的挂念。不仅是小年这天，其实在一年

中的每一天，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时光飞逝，儿时的小年已化作缕缕炊烟飘向遥远的天边，几十个

年轮悄然已过，当年那含着温情、期盼和希望的小年都将始终留在我

的记忆中，成为自己恒久的最爱，就像心中那片永远的云朵……

（作者单位宝丰县文峰路小学）

怀念小年
▲赵振超

一盏幽香茉莉茶，曲横老调落梅花。
此生争渡终何处，青鸟殷勤石径斜。

醉 歌
★阿卫国

年的脚步越来越

近，儿时记忆中的年味

久久不能忘怀，像一首

怀旧经典的老歌，让人

魂牵梦萦。随着年龄的

增长，也早已失去了对

年的热情，只留下一份

对逝去岁月的感怀和深

深的眷恋。

小时候，过年最幸

福的一件事，也正因为

那个时代的贫穷，才有

了今天让我们难忘的那份简简单单

真实的快乐！那份年的味道至今令

我记忆犹新！

那时候，一到腊月，就掰着指头

数日子，对于小孩子来说，只有过

年，才能穿上新衣服，吃着大肉，揣

着只有过年才能挣到的“一毛、两

毛”的压岁钱。

过了小年，年的气氛就越发浓

郁。家家户户都忙碌着置办年货，虽

然那时穷，但是年还是要好好过，哪

怕就割几斤肉，人们脸上也都洋溢着

幸福。从屋内到院里，都能感受到浓

浓年味的气息。一张张大红福字，预

示着幸福来到，一幅幅对联和各种各

样的年画，无不透着年的吉祥与喜

庆。院子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红

彤彤的照亮了孩子们嬉笑的脸庞，温

暖着一颗颗天真无邪的童心。

厨 房

里，外婆忙碌

的身影，热气

腾腾不断飘

来浓浓的肉香，而我最幸福的事情就

是坐在灶旁，等待着肉煮熟，啃肉骨

头，那骨头上的肉，又香又嫩，白白的

骨心油，“呲溜”一声，吸上一口，香到

心窝里。又黄又脆的焦叶，粘上芝麻，

咬一口“咯嘣脆”，红薯包、豆包，软软

的，透着淡淡的香甜，趁外婆不注意就

偷偷的吃上一口，继续跑出去玩。

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就开始

包饺子了，外婆总是在饺子里包个

硬币，谁要是吃到就寓意着有福，我

总是能吃到那个“有福”的饺子。随

着夜幕降临，鞭炮声开始接连不断

的响起，小孩子们向着鞭炮声奔去，

欢笑声伴着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奏

出了一曲和谐的美好生活之歌。大

人们围坐在火炉旁，剥着花生，嗑着

瓜子，能闲聊一晚上，这一夜，外婆

是不睡觉的，她为全家守岁。

儿时的年味，亲切、温馨，在岁

月的流逝中，深深的烙在我的脑海

里，飘在记忆中。令我们难忘的其

实是儿时纯真的岁月，那些少年不

知愁滋味的天真时光！

而如今，看惯了大城市的钢筋

水泥，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回首

走过的每一段路程，有痛苦，有欢

乐，也有感动。岁月的沉淀，也逐渐

让我们对年有了更深的体会，更深

的感触！

流水似年，年味在变，但是不变

的是记忆深处那一抹真情，是心底

那一种难舍的情结，是童年记忆的

一种怀想……

（作者单位宝丰县自然资源局）

年

味

▲
李
亚
黎

二0二一年不平凡，
新冠病毒又出现。
中央发出抗病令，
全国上下齐动员。
城市和乡村，
人人齐参战。
新冠病毒决不能蔓延。
出门来要戴口罩多锻炼，
不走亲戚(呀)。
不把门来串，
小区和村庄。
相互不传染，
外来人员一定要防范(呐)
干部和党员，事事走在前。
医护人员总是打前战。
咱中国人的好日子，
一定是万万年(咹)。

全民动员齐抗疫
★戏词/袁廷会

唱腔设计/楚国建

数九西风紧，大河愁意生。
冰封三尺冻，浪结万波平。
经雪寒山白，报梅丝柳明。
晓来闻鹊呖，一递已倾城。

听 春
★阿卫国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

株株嫩芽儿破土而出，生命便

悄然而至。

生命无处不在，绿是生命

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枯萎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坚强

是生命的力量，是生命的精髓；生命是大地的血液，是大地的心脏，

是大地的灵魂。

生命的价值在于无私的奉献，生命是最珍贵的东西。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有些人，当生命悄然逝去，才

感慨生命的可贵，但当后悔之时，生命已不能重来。“人的一

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它不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生命不能长久，但却能把

握。因此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应该努力去奋斗，去拼搏，

这样生命的光芒才会照耀大地。

生命像一条永不干涸的长河，似黄河气势磅礴；生命像

一个古老的建筑，似长城傲然腾飞；生命像一抹冬日里的暖

阳，似爱心温暖人心。

一朵花正灿烂开放，生命也在绽放，阳光照耀下，生命

闪动着光芒，照耀着每一个人。 （作者单位周庄镇井桥村）

生 命
▲张智博

拾趣乡野间（荣获“五星石墨杯”美丽宝丰摄影大赛三等奖）
县融媒体中心董红巧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