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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总会
给人们带来新的憧憬。

……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忙

碌了一年，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一
起守岁，享受的是天伦之乐、生活之
美。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
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
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
发展。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

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
庭作出贡献。

古人讲，“夫孝，德之本也”。自
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
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
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
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
美满的晚年。

……
天道酬勤。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

姓，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我们伟
大 的 祖 国 ，
前 程 一 定 会
越来越远大！

—— 摘 自

习近平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

上的讲话（2019

年2月3日）

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说过：
“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
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
意，一天天簇密和深浓。”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承时间最
长、节庆气氛最浓、影响范围最广的
盛大节日。游子归家，亲人团聚，朋
友相会，表达亲情，畅叙友情，抒发
乡情，其乐融融，喜气洋洋。

今年是农历牛年。俗话说，
“牛马年，好耕田”。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不同以往，今年为防控新冠
疫情，倡导就地过年，许多人都留
在异地他乡，不能回老家跟亲人
团圆。但无论相隔多远，年味都
把人们的心暖暖地包容起来，照
亮人们对来年的希望。

想到“年”，就想到亲人们喜
笑颜开的面容，想到丰盛的年夜
饭，想到璀璨的烟花和震耳欲聋的
鞭炮声。

我对过年的最早记忆来自于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四合院。

大年三十这天的晚宴最丰盛，
虽然平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但
这餐的鸡、鸭、鱼、肉也是必备
的。接下来是守岁，当时有电视的
家庭还不多，大家多是听着广播里
的相声节目，打着扑克守岁，倒也
其乐融融。

那年月，人们生活还不富裕，一
年只能置办一件新衣服。妈妈给我
买的一件或蓝、或绿、或灰的小小中
山装，总是在大年初一这天，才能穿
上身。

大年初一互相拜年，感谢邻里
间互相照顾。此时家家必备了糖果
瓜子花生，小孩子穿着刚刚上身的

新衣服，跟在大人后面，走东家，
串西家。如果嘴馋，可以大饱口
福，此刻大人不会嗔怪，因为，过
年了嘛！

鞭炮烟花，最属腊月三十和正
月十五放得欢，对“年”的这一迎
一送，将欢乐吉祥的气氛推向了沸
点：烟花映红了夜空，鞭炮响成了
一片，伴着下饺子的沸腾，年味升
腾，弥漫了人间，那是童年的味
道，那是家的味道，那是亲情的味
道，那是团圆的味道！世态人情、
民俗礼仪也尽在其中了。

是啊，年味永远是家的味道、
亲情的味道、团圆的味道，年味熏
陶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
今，一进腊月，上小学的儿子便张
罗着贴春联、贴福字、挂灯笼、挂
中国结，还准备了长长的春节致
辞，要在除夕这天的年夜饭前宣
读，写的是什么？为了给大家一个
惊喜，他还要保密，但肯定是祝福
老人、感恩父母、汇报学习成绩等
内容，只是每年的表述方式连同他
的中西合璧的小西服、小领结的着
装，都分外有创意，总是让奶奶和
姥姥笑得合不拢嘴。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过年，
中国人都倍加怀念逝去的亲人。亲
人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眼前。
如果亲人还在，此刻又要欢聚一
堂，共享天伦之乐了。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很多人主
动选择就地过年。除夕之夜，虽
不能与亲人团聚，但也免了奔波
之 苦 。 有 微 信 ， 有 视 频 ， 宅 在
家，“云拜年”，万里传情，咫尺
之间，仍然是浓浓的年味、满满
的亲情！

又是一年春节到。此时此
刻，想起我所亲历的 40多个春节
的变迁，我真切地感受到，每一
个小家的奋斗实干，都是与国家
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争当奋斗者，老
百姓的日子就能越过越红火。

我出生并且长于南方一个小
县城，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了
我整个童年时代。

儿时的过年记忆里，印象最
深的是满城的烟火气息。

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家家
户户都会买来大盘鞭炮，用大红
的塑料纸包上，看上去很是喜
庆。过年的鞭炮，一般要买三大
挂，一挂是在年夜饭前点，一挂
是在午夜12点跨年时分点，还有
一挂是大年初一早晨时点。噼啪
作响的爆竹声，寄托了人们对新
年的美好祝福。

当然，富有南方特色的年夜
饭，同样令我怀念不已。

小 时 候 ， 家 里 并 不 宽 裕 ，
平时难得吃上几顿肉菜。即便
如 此 ， 年 夜 饭 还 是 不 能 含 糊
的。年前一周，父母就会忙着
大采购。那时候菜市场的服务不
像现在这么周到，很多菜品都需
要买回家自己再收拾。幼时的
我，经常看着母亲冒着严寒洗
菜煮肉，如此忙上好几天，才
能准备好年夜饭。这样自己动
手完成食材的制作，让小小的
我，对于劳动才能收获幸福的
观念有了生动认知。

年夜饭里一般还会包括自制
蛋饺。母亲一般使用小煤球炉作
为灶具，用铁制的大汤勺当工

具，略微蘸点油，舀一勺鸡蛋
液，在勺上平平地 铺 满 一 层 ，
然后放在炉火上转着圈慢慢地
烤 ， 不 一 会 儿 ， 金 黄 的 鸡 蛋
液便凝固成一张鸡蛋皮，这时
再把肉馅放进去，用筷子顺着
边把鸡蛋皮合拢，掐好边，最
后放在平盘里，晾凉了就是一
个 个 芳 香 四 溢的蛋饺。等到年
夜 饭 时 ， 把 蛋 饺 放 进 火 锅 煮 ，
水 一 开 ， 锅 里 飘 起 金 黄 的 蛋
饺 、 肉 块 和 蔬 菜 ， 热 气 腾 腾 ，
看上去诱人极了。而在一边眼
巴巴地等着的孩子们，早就一
哄而上，一双双筷子直奔主题
而去了。

时光飞逝，儿时满是烟火气
息的过年记忆仿佛还在昨日，我
自己早已成了远在他乡的中年
人。这么多年来，随着国家逐渐
繁荣富强，每一个小家不仅生活
水平逐年提高，环保观念也逐渐
提升。

现在，为了保护环境，即便
是在家乡的小县城，过年也不再
燃放烟花爆竹，过年虽然少了爆
竹声，却让人体会到了空气清新。

年夜饭更不用说了，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里平常也
能吃上各种荤菜，父母再也不
用为了筹备一桌年夜饭而忙上
好几天了，还总是说，多准备
点蔬菜，有益于健康。

再说亲情，随着交通通讯的
便捷，亲人们虽然分居天南海北，
通过微信或是电话就能拜年，亲情
的维系，早已不受距离限制。这样
的年味，虽然不同于儿时，却一样
拥有了新时代的气息。

每次回忆过年，最先闯入脑海
的，总是曾经的“小期盼”。

我出生在山东烟台，这是一座
沿 海 开 放 城 市 。 作 为 一 名 “80
后”，我是跟随着中国经济一起成
长起来的，父母常说，“你们是幸
福的一代。”

幸福一代的幸福时刻莫过于过
年。过年的时候，父母总会满足孩
子的一些小愿望，当然，也不是完
全满足。在买烟花这件事上，就是
如此。

小时候过年，我最期盼的是正
月十五，而非大年初一。初一走亲
访友、拜年问好主要是大人的事，
而十五放烟花，可就是孩子的乐趣
所在了。

我们住的家属院里有很多小朋
友。上小学时，每到正月十五傍
晚，我都催着父母赶紧开饭，要不
然，没等吃完饭，小伙伴就上门叫
我了。

晚饭后，在一片鞭炮声中，
小伙伴们一人抱着一个纸箱子，
你追我赶跑到广场上。我们放下
箱子，掀开盖子，开始展示自己
的“弹药”：“泥墩子”、“小黄
蜂”、“窜天猴”、“满天星”、“魔
法棒”……

每个人的箱子里，最多的烟花
是“泥墩子”。它价格便宜，喷射
时间又久，不少家长们只肯给孩子
买“泥墩子”，再贵一些的，就不
舍得买了。

可孩子们更喜欢“小黄蜂”
“魔法棒”，它们玩法更多，喷出的

色彩更绚丽。于是，谁的箱子里抢
手货多，小伙伴就围着谁，软磨硬
泡，让他分点儿出来。每次要到一
只“小黄蜂”，我都格外开心，攥
在手里，不舍得放。

童年的新春记忆里，生活一年
比一年好，但也会有些小缺憾：想
要的烟花家长不给买，心心念念的
玩具没得到，希望见到的小伙伴没
出现……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缺憾
也带来了很多期盼，期盼让人更懂
得珍惜所得。

春节历来不乏“小期盼”。小
时候，大年初一上午，一拜完年，
我立马盯在电视机前，等候着一部
新剧的开始。那时，家里没有录像
机，更没有网络，错过一集，就再
也看不到了。也正因如此，当时的
人们特别关注、期待每一部开年大
戏。很多经典剧目成了人们共同的
春节记忆。

等到我上了高中，家长们的工
资已经翻了好几番，没人再在买
烟花的事上斤斤计较，他们考虑
的是在哪儿买套商品房，买个什
么品牌的车子。此时，家里也已
经能上网了，大片可以随时看。但
不管怎样，每年过年，我还是有些

“小期盼”。
2021 年春节也不例外。疫情

给不少人带来了缺憾——没能回乡
过年。我也将第一次在北京过年。
别离加剧了我们对团聚的期盼，我
想，这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亲情，更
加珍惜今后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分
每一秒。

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山东农
村，我刚记事。一年到头，最大的
期盼是新年。因为年前那个大集，
会买新衣服，会买很多猪肉、鸡
蛋、公鸡和大白菜。在那并不富足
的年代，只有过年会让每个人看上
去油光满面，迎接春天。男人们喝
得满脸通红，女人们三三两两聚着
聊天，孩子们满街撒野。

但留在记忆深处的，却是在灰
色的北方冬日里此起彼伏的爆竹
声。小时候零花钱少，春节拿到的
压岁钱是最 大 一 笔 收 入，几乎全
都用来买了形形色色的爆竹。这是
北方农村少年的乐子。有需要点火
的炮仗，有需要摩擦的炮仗，还有
一点火即震天响的炮仗，更有双响
的“二踢脚”。在爆竹声声中，辞
了旧岁。

从腊月廿九早上开始，村里所
有人家都敞开大门，各司其职，开
始贴对联。一两天之内，每家每户
都在房前屋后忙活，见着面热情地
打招呼。山东是孔孟之乡，即便在
村里，对联内容也非常重要。孩子
们识字，很多都是从对联上开始学
习的。我还记得“万般皆下品，惟
有读书高”“忠厚传家远，诗书继
世长”等很多对联。

我们贴对联还有个特殊之处，
要在门帘上贴“过门钱”，是非常轻
薄的花纸，长方形，有花纹、边框
和穗子，要么以图案为主，要么以
吉祥的文字为主。这个民俗历史悠
久，却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据说
在全国主要流行于山东几个地级市。

老家在山东潍坊，潍坊杨家埠
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
国民间三大木版年画之乡。潍坊人
每年除了春联，还要在房子不同的
区域贴上寓意明确的年画。我们的
年画形象质朴、自然、线条粗犷，
薄薄一张纸，讲述着丰收的故事、
神话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一贴
上去，整个屋子的颜色都多了。我
记得，小时候只需要大约两三块
钱，就能买够全屋子的年画，一年
都不褪色。

年 俗 就 是 这 样 ， 小 时 候 以 为
全 中 国 过 年 方 式 都 一 样 。 其 实 ，
那些理所当然，只是因为我们代
代相传。

最开心的日子是大年初一。天
不亮，我们就以家族为单位，年轻
人成群结队、挨家挨户敲门拜年。
给一年里没怎么见过的老人，挨个
请安。老人们呢，拿出一张早就准
备好的压岁钱塞我们手里，然后
一把把的糖果、花生、瓜子往我
们兜里塞。那时候馋呀！孩子们
拜一上午年，就会聚到一起，把
鼓鼓囊囊的兜掏空，比比看谁的

“高粱饴”多，谁兜里有一块巧克
力糖……

放爆竹，是跟发小们一起的记
忆；贴对联，是跟家人一起的记
忆；拜年，是跟家族和全村人一起
的记忆。人的快乐，大都是跟人在
一起时才会产生的情绪。那无忧无
虑的岁月里，虽然农村尚不富裕，
但春节有着浓浓的年味，给记忆加
了一层温暖的滤镜。

小孩子嘴馋，儿时的过年记
忆几乎都与吃食相关。我家就住
在长江边，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里，自然少不了淡水鱼的身影。

还记得小时候，农村亲戚家
大多以养殖鱼、莲藕、小龙虾等
为生。进入腊月，就到了鱼塘收
获的季节。干塘，是件大事。辛
苦一整年，除了秋收的水稻、芝
麻等农作物，这是每个家庭年前
最后一大笔大收入。

水抽干后，塘底显露出来，
草鱼、胖头鱼、鲫鱼……大人们
穿了全套的下水服用渔网捕鱼，
孩子们则站在一边田埂上看热
闹。收获的鱼，直接装进水箱由
货车运往水产市场，鱼贩子现场
结算，卖了个好价，连鱼儿们都
蹦蹦跳跳地开心。各种鱼自是会
留下一些的，送给亲朋好友们，
一起分享过年的喜悦。大家有的
用篓子提着，有的用大盆抬着，
都是满载而归。

年货中必不可少腊味系列，
不能没了鱼的身影。大鱼最适合
腌起来然后风干。江边小镇多雨
湿润，只要遇上大晴天，晒腊货
便成为腊月里独有的风景线。因
为肉厚，经过好几轮太阳，腊鱼
蒸熟后仍有一层层厚厚的白肉。
腌制时洒的盐恰到好处，渍出的
咸味正好将鱼肉保鲜，又不至口
味太重。蒸熟后，腊香和鱼香交
织着从厨房传来，等不到开饭，
孩子们就会从蒸格里拿出几块，
当零食吃。细心瞧，鱼皮和白肉

之间还有薄薄的一层红肉，光是
配色就令人味蕾大开。遇到脊骨
处，还可以吸出里面的骨髓，这
是大鱼才有的独家馈赠。正月
里，一碟腊鱼是每家必备的菜
色，就指着这一口，延续年的
味道。

鱼肉有了归处，新鲜的鱼杂
也绝不浪费。煮豆腐、下火锅，
或者和鱼肉一起炖一锅混杂鱼汤
都是极好的。外婆的烹饪方法最
简单，加上姜、蒜和辣椒，再从
地里摘一些青椒、小葱，洗净切
好后扔进锅里一起煮。过一会
儿，揭开锅盖，一锅奶白的鱼
汤，咕噜咕噜冒着热气，鲜味扑
鼻而来。既有鱼肉的鲜甜，又有
隐隐的辛辣，孩子们都蹲在灶边
咽着口水等它出锅，简直可以配
3碗白米饭。

过年吃鱼，彩头也好。鲤鱼
象征着鱼跃龙门，财鱼寓意财源
广进，鲫鱼是大吉大利，鳜鱼则
带来富贵有余。年夜饭饭桌上，
家人的吉祥话都说得好听：吃一
颗鱼丸会祝你圆圆满满，喝一碗
鱼汤就愿你如鱼得水，夹一筷子
鱼肉也是年年有余。

离家求学工作后，我就再没
体验过干鱼塘，也很少看长辈们
做鱼的菜色了。不过这些年来，
农村道路硬化，水泥地铺到每家
门口，亲戚们纷纷盖了新楼房、
买了小轿车，饭桌上不仅有江
鱼，还有各种海鲜，确实是年年
有余了。

我们的过年记忆

过年吃鱼 年年有余
本报记者 叶 子

22月月44日日，，市民在北京前门大街市民在北京前门大街““金牛送福金牛送福””景观小品前留影景观小品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彭子洋摄摄

22月月55日日，，在江西省樟树市观上镇龚徐新村在江西省樟树市观上镇龚徐新村，，孩子们提着红灯笼跑回家孩子们提着红灯笼跑回家。。
周周 亮亮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