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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集区：欢歌笑语迎新春 合力唱响幸福年

1月17日，农历小年，叶集区三元镇双塘村
非常热闹，前来观看“村晚”的村民更是格外
兴奋。“今年的‘乡村春晚’，除了精彩的节目，
还有有奖竞答呢！俺要好好准备一下，争取拿
个奖品回家！”村民王大姐高兴地说。晚会后
台，三元镇的“草根明星”们正在精心装扮，一
场让人期待的“乡村春晚”即将开演。

踏着欢快的节拍，迈着幸福的舞步，三元
镇第二届“乡村春晚”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拉
开序幕。开幕表演是舞蹈《欢乐中国年》，充满
喜庆的新年气息。紧接着，快板书《欢天喜地
过新年》、表演唱《四中全会宣传好》、数来宝

《扫黑除恶打硬仗》、快板书《扶贫干部下乡
来》、小品《麻辣婆媳》等精彩节目陆续上演，

为村民们送上了一场赏心悦目的文化盛
宴。期间穿插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知识和脱贫攻坚知识有奖竞答，更
是将观众的热情点燃，现场演

译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乡村春晚”增厚了年

味，留住了乡愁，浓烈了
乡思，成为近期叶集乡
村的一道文化新景观。
据了解，叶集区孙岗
乡、史河街道、洪集镇
等乡镇街已先后举办
“乡村春晚”活动，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 务中心等
为演出场地，群众自
编 、自 导 、自 演 的节
目，演的是乡亲、说的
是乡音、唱的是乡味、舞

的是乡情，既营造了欢乐
祥和、喜庆幸福的节日气

氛，丰富了基层群众节日文
化生活，对助推乡村振兴、乡风

文明、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
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进腊月，我又一次回到孩童的村
庄，乡村的年味渐浓。

年味是什么？年味是除旧布新，尊
崇自然，祈求雨顺、祈盼丰年。年味是
守业百年，小康迎祥。

年味是什么？年味是家乡人勤劳忙
碌的身影与开心的笑容，是家乡腊月集
市的喧闹和繁荣，是家乡道畅人欢的村
容村貌，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还
有红红的蜡烛。

年味是什么？年味就是年俗，约定
俗成，历史悠久。年俗里有说不完的故
事，道不尽的风情。年俗里饱含着人们对吉祥如意
的向往，对天人合一的渴望，对至善至美的执著追
求。

总之，年味是喜庆的氛围，是积极向上的精
神，是洋溢着人情味的文化传统。留住浓浓的年
味，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留住我们的乡愁，
留住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

有人说如今人钱多了，年味都淡了。我说年味
的浓淡和物质条件关系不大。旧时农历年底要结清
一年的账目，借债的人把这一段时间看成是难以渡
过的关口，所以也把年底叫做年关。但在家乡有旧
规，年三十贴上春联后要账的就不能再上门，这是
对人最起码的尊重，不能逼得太紧，不能耽误任何
人过年团聚。连在外躲债的穷人都知道回家过年，
可见人们对过年的重视，对团聚的向往，对好日子
的渴求。当今人们过年大多不愁没钱花了，鞭炮更
长了，焰火更美了，压岁钱更多了，腰杆子挺直
了，活出了尊严。

有人说如今人忙了，年味被冲淡了。其实，年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落。家乡人常说，忙了一年，
过年得好好歇几天，好好吃几顿饺子、年糕与腊
肉。如今很多人只顾埋头挣钱，一年四季天天忙，
忙得忘了家，忘了生命的根，忘了生命之舟的港湾

在哪里，忘了心灵的驿站在何方，忘了调整后再轻
装前行。一年有四季，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人生有
节奏，张驰有度养精蓄锐。

有人说村子空了，年味怎能不淡？去年过年回
家乡时，遇见了高中的老同学，他握着我的手，感
慨万端。他对我这样说：如今乡村修了村村通，住
上了楼房，一般家庭春节能吃上大鱼大肉。日子好
了，村里却空了，留在家中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
连过年时村子里的人也凑不齐……

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村上在外务工一年的
乡亲很愿意回乡过年，与家人团聚，浓浓的年味时
时在他们心头回味。他们牵挂父母的身体，担心孩
子的学习成绩。多少年来，阜阳火车站都是全国春
运的热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许风雪载途挡
住了他们回乡的路，也许一票难求使他们错过了回
乡过年的最佳时间，也许工作太忙请假难，也许没
挣到足够多的钱怕人笑话……

家乡更“现代化”了，心里却莫名怅然。找不
到那片鱼塘，找不到那一棵棵村柳，找不到村头那
口井的影子，找不到老宅的痕迹，找不到过往村小
的老屋……游子们归来，突然问你我，他的家在哪
里，该如何回答呢？家是父母居住的地方，是心灵
的避风港；家是温暖的窝，是乡情的居所，是爱孝
的巢穴。留得住青山绿水，留得住漠漠农田，留得

住鸡鸭牛羊的和鸣，留得住袅袅炊烟的缭绕，才留
得住浓浓的乡愁，才留得住浓浓的年味。

愿年味永远飘香，成为你我心中美好的记忆，
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记忆……

腊月过得很快，似乎
寒假刚刚开始，除夕就逼
近了。以前总感觉时间过
得太慢，小孩子们会从腊
月二十三小年开始日日念
着，每天要干的事情，如磨
豆腐、杀年猪、蒸粑粑、掸
墙尘等。而我，最期待的是
写春联。

人们都说，现在的年
味淡了。没有手写的对联
大约是其中一个方面。年
底街面上有很多卖现成对
联的，喜庆的氛围很浓，只
是印刷品居多。甚至是上
一年没有卖完，这一年接
着卖。看上去确实光鲜亮
丽，但总感觉少了一点墨
水的味道。以前人都说有
文化的人，是喝了好些年
的墨水。对联没有了墨水味儿，是不是
也和人一样，少了些文化气息呢？至于
对联里面的文字，更是千篇一律，没有
什么原创的味道了。

我开始创作和书写对联，是从
2002年开始的。早在暑期时就构思好
了2003年春节的多副对文，每个房间
每扇门都有。大门有“吉林风景润，福
州水渊明”，厨房有“移风清明宴，易
俗满汉席”，卧室有“深入简出处，静
思闲聊斋”，就连猪圈也有“寒宫瑶池
卧，地粥天汤食”。那时住草房，每副
门除了门面，还有上方
的门头和左右的门框，
都要贴对子。翻一翻我
电脑里存的照片，有一
些是先前为家里和学校
写的对联。我按照年份
排 了 个 顺 序 ，最 早 是
2009年的，只有大门两
副，“教诲遗冬夏，诗书
念春秋”“神舟旋转日
月，奥运拼搏和谐”。平
仄虽不是那么严谨，但
对仗还是讲得过去的，
留下了岁月记忆和书写
痕迹，读来倍感温暖。

近几年，我一般都
是提前买好对纸，在接
近除夕的日子创作而后
书写。戊戌年腊月廿七，
抽出一个空儿，创作了
十副对联。“聚力书锦
绣，凝心展宏图”“牛耕
沃野乡村美，雪绘红梅
岁月新”“脍炙家常菜，
油盐不染心”“竹阴唤鸡

鸣，客步闻犬吠”“永记家国
志，依然进取心”“桂子书香
近，桥头水韵清”“粒粒皆营
养，声声诵感恩”“读书晓天
下，索问明世情”“峻岭多砥
砺，青云贵谦恭”“立教无止
境，求学仰程门”。前四副为
家里写的，有大门、厨房、鸡
舍等；后六副为学校写的，
有办公室、小伙房、阅览室、
宿舍等。第二天晚上蘸墨挥
毫，自不嫌己字丑。廿九、三
十分别把墨迹已干的对联
贴在了学校和家里门上。

对联贴好，我要使劲按
一按，生怕春风一吹，对联

“耷拉”下来。按照越来越固
执的习惯，贴后都要拍个
照，作为一种纪念。每次贴
春联，喜庆之外不禁涌上一

股感伤。一年又要走了，自己又长了或
者说是老了一岁。去年贴的对联，对纸
的红色不再鲜艳，但是字迹依然清晰。
如今再依依不舍，也要撕去撤下，好像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新桃换旧符，小时
候多么开心，如今怎么就沧桑了呢？生
活要珍惜，前行得努力。不然时光就这
么匆匆而别，送人尚可停留，送年刻不
容缓啊！

这，就是写春联给予我的感触。说
着说着，新春来了。我写的春联，此刻
如往年一样，依旧笑春风。

进入腊月，理发店的生意越发红火。
中国传统节日中，春节是最隆重的，

除夕即过年，是万家团圆的时刻，千百
年来从未改变。在迎接新年到来之前而
准备的诸多事项中，剃年头也算是其中
重要一项。

所谓剃年头，就是在过年前最后一次
理头发。有种洗发液的广告词说得好：
“ 美 丽 从 头 开 始 ” 。 腊 月 十 七 （ 周
六），我到常年理发的小店去剃年头。

早上从六安三十铺回到市区，连早饭都没吃，车
停到小区后直接到理发店。以为赶早人少不用等，进
店却发现已有不少人。有母亲带着孩子的，有漂亮女
士染发的，有70多岁的老奶奶……他们都在准备修剪
头发，以一个崭新的自我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等了约40分钟终于排到，先洗、再剪、后染
色，一步步按程序走。小店的理发师傅是金寨老乡，
剪发过程中自然要与小师傅聊天。

我与小师傅聊关于剃年头的话题。过去在农村，
都是由乡村剃头匠承包其居住地附近村庄里男人们的

头发剪洗。每年进入腊月，师傅们都是早上从家中出
发，背着装理发工具的小木箱子，挨家到户为种庄稼
的人们理发，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更是收取工钱的
时机。师傅们辛苦一年，一般每个月循环理完承包村
庄所有人的头发，到年终结账。那时有个规矩，听大
人们讲，过年头由哪个师傅剃，第二年的头发算是约
定下来由他剃。我到上中学的时候，理发就再没有固
定的师傅了，在小镇上利用上学或返家途中挑选价格
便宜、手艺又好的师傅剪。现如今农村常住人口逐年
减少，而走家串户的剃头手艺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几乎没有了。
其实就理发职业而言，据说在旧社

会不被人看得起，总是因世俗的眼光认
为是比较低贱的职业，一般红白喜事吃
酒席，都不让他们与客人同桌吃饭。而
如今，大街小巷有很多美容美发店，生
意都很火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爱美人士增多，尤其是女士，不仅烫卷
或拉直，染上各种颜色，还经常做头发
护理，不是过去那种简单地剪头发了。

多数女士每年在头发上的开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少
有几百元，多则几千甚至上万元。有的理发店推店长
或大师理发，不仅价格高，而且要排队等候。随着时
代发展，理发师傅的社会地位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他们用双手为顾客带来美丽形象的同时，获取可
观的经济收入。理发师（美容美发师）已经成为一些
年轻人选择的时尚职业。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水
平提高了，人们更注重仪容仪表，剃年头就是希望用
一个美丽、精神、漂亮的自我迎接新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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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春春晚晚””
胡艳萍

乡 下 过 年
戚业胜

本报讯（李兰瑞）
新春将至，叶集区各地
群众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为载体，积
极组织开展各类群众
性文化活动，通过全民
阅读、文艺演出、送春
联、民俗表演等丰富多
彩 的活动 ，让鼠年 的

“年味儿”更浓！
新书上架“悦”享

少年梦想。为进一步丰
富中小学生寒假生活，
叶集区图书馆在寒假
前夕采购新书5000余
册，进一步丰富馆藏资
源，让市民享受到更多
优质的公共阅读资源。
据了解，此次采购的新
书多为最新出版的畅
销热 门 图书，集知识
性、趣味性、教育性于
一体，种类繁多，涉及
广泛，内容涵盖文学、
历史、生活、教育、艺
术、经济等多个类别，
能够满足广大市民的
借阅需要。截至目前，
叶集区图书馆馆藏书
籍达4 . 9万册，自2016

年开馆以来，每年服务
读者2 . 6万多人次。

乡村春晚“倡”出时代新
风。各乡镇街精心组织谋划，
提前安排部署，组织辖区百姓
宣讲团、民间艺术爱好者开展
自编自演自导的文艺演出，为
人民群众送上节日的祝福，进
一步营造春节喜庆氛围。表演
节目结合本地特色，以深入宣

传 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思
想和 党 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为主题，大力
弘 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
值观，用快板、小品、三
句半等群众听得懂、看
得见、能理解的艺术化
表现形式，宣传党的理
论 路线方 针 政 策 和新
中国 成 立 以 来 的 发 展
成就，让党的理论政策
宣传接地气、聚民心。

春联纳祥“抒”写幸
福生活。叶集区书法家
协会自 发 组织深入 到
乡镇街的村、敬老院、
休闲广 场 等 场 所 开 展
免 费 送 春 联 送吉祥活
动，现场书写春联，免
费赠送给群众。叶集区
直有 关 单 位 和 爱心企
业还结合结对帮扶、结
对 共建等活动 开 展 走
访 慰 问 和 送 春 联 暖 民
心活动。目前，叶集区
已 经 组织开 展 送 春 联
活动 1 0余场，赠送春联
近5000幅。

民俗活动“传”承优
秀文化。近期，叶集区
提 前 筹 备新春佳节闹

元宵传统民俗踩街活动，进一
步弘扬舞龙、舞狮、锣鼓、花
船、跑驴、大头娃娃等优秀传
统民俗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广大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欢度
佳节的喜庆氛围，进一步释放
传统文化的魅力。

多多
彩彩
文文
化化
活活
动动﹃﹃
闹闹
﹄﹄新新
春春

1月15日，叶集区2020年“接您回家”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当天，该区组织
两辆专车赶赴叶集籍在外务工集中地苏州市盛泽镇，免费接送在外务工人员
110人返乡，并为他们送上家乡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
据了解，这是叶集区连续第二年开展“接您回家”活动。目前，该区

2020年“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已拉开帷幕，将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
台，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源推介，营造支持返乡创业就业的浓厚氛
围，着力引导更多返乡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支持更多的企业家回乡创
业兴业。 台海艳 图/文

““接接您您回回家家””

1月14日一大早，叶集区洪集
镇会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2020年文化下
乡送春联”活动正在这里开展。

“书法家老师，俺家今年被镇
村评为‘文明家庭’，俺非常高兴，
想要一副跟‘文明’相关的对联。”
村民段茂华说。书法家们即兴发
挥：“锦绣中华九万里，文明古国五
千年”，横批“文明中华”。“书法家
老师，俺家享受了党的扶贫好政
策，通过小额贷款，养了几十头羊，
又喂养百十只鸡，今年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想要一副春联，表示俺
的心愿。”脱贫户周怀德感慨地说。
书法家们大笔一挥：“迎春锣鼓奏
新曲，致富人家乐为康”，横批“脱
贫致富”。周怀德双手捧着这副对
联，爱不释手，脱贫后的喜悦映满
脸庞。

看到大家都拿到了自己喜欢
的对联，村民许绍田也挤到一位
书法家旁边：“书法家老师，俺
家这几年受惠于党的富民政策，
做生意一直是顺风顺水，俺想要
一副春联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
之情。”这位书法家沉思片刻，
挥毫泼墨：“一年好景同春到，
四季财源顺时来”，横批：“四
季发财”。拿起对联，许绍田乐
得合不拢嘴。

送春联现场，一张张笑脸，
最多的声音是感谢，感谢党和政
府的惠民政策；感悟最多的是国
富民强、安居乐业。据悉，春节
前夕，叶集区书法家协会组建的
志愿服务队共开展义务送春联活
动 1 0余场次，送出春联5000多
副。
张正富 程度厚 文/图

翰翰 墨墨 飘飘 香香

“没想到一到家，就享受
到免费拍‘全家福’的待遇。过了年，俺

出门一定要把‘全家福’照片带着，这样干起活
来更有劲头了。”叶集区洪集镇东岳村村民韩恩宝激

动地说。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广大在外务工人员纷纷返乡过春节。

为了定格返乡务工人员全家团聚的欢乐时刻，由叶集区摄影家
协会牵头组建的文艺志愿服务队，近期积极开展“到人民中去”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中，志愿服务队员带着照相机、彩色打印机、电脑、相纸等有
关设备和耗材，先后深入到洪集镇、史河街道、平岗街道的村和社
区，义务为群众和贫困家庭拍下温馨的“全家福”，在照相机闪光
的刹那间，记录下一个个温馨、幸福的瞬间。

在洪集镇东岳村脱贫户张大付家，志愿服务队员为他们
一家人拍“全家福”时，张大付笑得格外灿烂。“要不是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俺一家还是穷得叮当响，感谢党
和政府，感谢扶贫干部的热心帮扶，要不然

就不会有俺家今天的幸福。”张大
付开心地说。

叶集讯（李兰瑞）入冬以来，叶集区紧盯重
点领域，突出关键环节，防风险、除隐患，打好守
护平安“组合拳”，确保全区人民群众欢乐祥和
过新年。

延伸触角，织密“安全网”。该区将6个乡镇街
划分77个网格，配备基层网格员77名，依托网格化
管理模式，加大冬季夜巡夜查力度，织密基层治理

“安全网”。该区
平岗街道组建由
街道值班领导带
队、辖区派出所
干警、机关值班干部构成的夜巡夜查小组，常态化
开展夜巡夜查，巡查人员驾驶警车沿各村道路巡
逻，做到“警灯亮起来、警笛响起来、车速降下来”，
提升农村地区的见警率。三元镇依托各村（社）干
部、综治网格管理员和党员做好辖区村社夜巡夜
查。其他各乡镇街近期也纷纷整合力量，加强乡村
夜巡夜查力度，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食品监管，绷紧“安全弦”。春节临近，为确保

全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该区加大食品安
全监督检查力度，扎实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对辖区大型商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农贸市
场，大型餐饮、冷库等场所的生产、加工、销售、
流通等环节进行全面监管，防范各类食品安全
事故发生。截至目前，检查餐饮单位64家，食品
生产、销售企业和工商户225户，下达监督意见

书32份，提出整
改意见3 7条，立
案16件。

消 除 隐 患 ，
拧紧“安全阀”。该区加强对在建工地、生产企
业、危化品行业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力度，进
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已排查并
整改企业安全隐患17条。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强
化烟花爆竹销售旺季期间经营、储存、运输、燃
放等各环节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形成
执法合力，对查处的非法储运、销售的828件烟
花爆竹进行集中销毁。

打打好好平平安安““组组合合拳拳””

““全全家家福福””
张正富 程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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