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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即将到来，我市精心烹制了一道道文娱佳肴，如同年三十餐桌上的菜肴，正一道一道陆续摆上桌，各具特
色的文娱活动，让你过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邱杨)金猪辞旧岁，瑞鼠迎新年。春节期间，皖
西博物馆将举办“迎新春”展览、社教活动，市民可走进博物馆
参与活动，一起欢乐过大年。

据悉，1月16日至3月5日期间，皖西博物馆推出新春特展《寿
州窑瓷器精品展》，让市民领略瓷器中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及文化
魅力。常设展览《走进皖西》《文脉延绵———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览》《皖西庐剧艺术陈列》等也将继续展出。此外，春节期间还
将举办“窗花朵朵迎新春”、“过年乐”有奖竞答、“我们的新
年画”少年画展征集等社教活动，从中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金猪送福辞旧岁，神鼠献瑞迎新春。1月18日晚，舒城二中体
育馆内灯火辉煌、春意浓浓，“欢乐祥和 幸福舒城”2020年舒
城县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精彩上演。本次晚会分“欢欢喜喜过大
年”“看山看水看舒城”“百花齐放颂舒城”“幸福之城春满
园”“欢聚一堂赞今宵”五个篇章，大气磅礴的歌舞表演、精彩
纷呈的杂技魔术、独具特色的小品戏曲、古琴演奏等节目轮番上
演，歌曲《脱贫宣言》《都说变了样》讴歌新时代，原创歌曲
《相约万佛山》、《周瑜城》直抒家乡情，情景表演《幸福舒城》
讲述了舒城人民丰富多彩、令人向往的幸福生活。晚会充分展现
了该县过去的一年在脱贫攻坚、产业结构、城乡面貌、生态环
境、社会事业、从严治党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营造了欢乐、
祥和、幸福的节日氛围。 (张雅婷 文/图)

新春文娱活动大放送
助您过个精彩文化年

皖西博物馆：

“迎新春”展览陆续上线

1月18日——— 19日，我市“非遗过大年 文化新生活”系列文化活动在
市文化馆拉开帷幕，写春联、做泥塑、刻板画、看皮影戏、赏“画里大别
山”油画展……多项非遗项目展示和传统手工技艺互动竞相登场，充满浓
郁地域风情和独具年俗年味的趣味活动，为市民奉献了一场丰盛的“新春
文化大餐”。本次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整个活动分为互
动、演艺、展览三大类。据悉，下一步，市文化馆将常态化举办丰富多彩
的文化惠民活动，普及全民艺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公共文化服
务，极大地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 邱杨/文 王丽/图)

舒城：联欢晚会好热闹
市文化馆：非遗过大年 生活更精彩

春节将至，假日市场将迎来一波出游高峰。市文
旅局积极动员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文化场馆、文旅企
业，推出针对春节游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发布六安
文化旅游春节活动信息，为市民和游客出行提供实时
指南，引导市民和游客顺利出游。

多个景区门票有优惠

这些开放时间有调整
皖西博物馆

闭馆时间：1月24日(除夕)、1月25日(初一)、1月
26日(初二)。

开放时间：1月27日(初三)起每日9:00-17:00。
六安市图书馆

六安市文化馆
春节期间，美术展厅正常开放，功能用房接受市民

预约。开放时间为8:30-17:30。市民可通过服务平台报
名 参 加 艺
术 公 益 培
训课程、免
费 预 约 使
用 文 化 馆
活动用房。
来源：

市文旅局

本报讯(孙 军)日前，金安区文旅
局、区文化馆邀请知名书法家，来到椿
树镇宋大郢村开展“墨宝飘香助脱贫

义写春联送祝福”活动，给广大群众送
去新春的祝福。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一
幅幅饱含着浓浓年味、寓意吉祥的对联

和“福”字跃然纸上，现场处处洋溢着墨
香。如今，送春联活动已成为了该区的
一项品牌文化活动。

春节期间，区文旅局将陆续举办
“农民春晚”“全民阅读”“非遗过
大年”“我给老乡拍合影”等系列文
化过年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祥和康宁的节日气氛。

金安：墨宝飘香送祝福

本报讯(汪 昊)1月19日，市文化
和旅游局组织召开春节假日文化和旅
游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专题部署我市
文化和旅游市场“扫黄打非”专项整
治行动。

要求各县区立即组织、引导辖区
内旅游企业和文化市场开展全面自

查，并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组织力量
采取“四不两直”、暗查暗访等方式
开展重点摸排，严格督促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违禁出版
物和宣传品，切实维护好区域安全生
产和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本报讯(黄海波 记者 程传军)1月15日，霍邱县
首座乡镇史馆——— 高塘镇史馆举行开馆仪式。

高塘镇史馆是由高塘镇牵头策划、组织实施的公益
场馆。该镇史馆共有1200平方米，上下分三层。第一层为党
性教育馆，主要用作党员政治建设和党性教育，以及对广
大青少年开展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第二层为
镇史馆，以图文并茂形式叙述高塘镇的“前世今生”，留住

乡愁，激励人前行；第三层为图书馆阅览室及国学馆。
作为高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塘镇史馆不仅是交流和展示的崭新平台，还是传承保
护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高塘镇史馆的开
馆，标志着该镇文化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普及化
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高塘乡村振兴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孩孩子子们们制制作作灯灯笼笼。。

家家长长和和孩孩子子体体验验木木版版画画。。

跟跟着着演演员员体体验验皮皮影影戏戏表表演演。。

市文旅局部署“扫黄打非”工作 霍邱县首座乡镇史馆正式对外开放

春节假期去哪儿嗨？
这份文旅惠民指南请收好

腊八一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大红的灯
笼一天比一天亮堂，外出打拼与漂泊的人，归心
似箭，缠绕于梦中的乡土，一天比一天清晰。

坐上火车，一颗砰砰跳动的心总算安顿下
来，车厢中有熟悉的乡音，底铺的老哥，操着一
口浓重的巢湖口音，侃起天津废品收购的行情，
喜悦之情漾于满脸褶皱之间，然后，便旁若无人
地打起了呼噜，沉浸于温柔的梦乡；一个年轻的
小伙子，很客气地将底铺让给了老伴和孩子，给
我们一家提供了方便，客套与感恩之后，小伙子
和衣躺下，开始在手机上周游列国，直到凌晨二、
三点，车轱辘哐当哐当地响着，车厢内一片寂静，
只有小伙子聚精会神地陶醉在一方虚拟的世界
里，我慨叹，这网络世界的空前浩大与魔力。

一夜朔风。
火车抵达合肥站，已是晨光乍现，江淮大地

的湿润气流扑面而来，合肥的冬之晨，笼罩着一

层浓浓的雾气，湿漉漉的水汽弥漫在城市、街头
和草木之间，感觉所有的生命一下子鲜活与滋润
起来，全无北方的凛冽与粗粝。

雾渐渐消散了，太阳在云层里犹抱琵琶半遮
面，临近十二点，芝山濡水的无为到了，熟悉的
街道、风景，格外亲切起来。这一年，无为，撤
县设市，实现了华美转身，开启了无为而治的新
纪元；这一年，公交车贯通了无为的城镇和乡
村，像一条条绿龙，驰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一家人带着好奇和新鲜感，登上了 1 23路公交
车，直奔魂牵梦绕的故乡鹤毛河。我望着车窗外
一闪而过的油菜、村庄、楼房、蟹塘、水泥路、
高速和铁道，感慨万千，一个世居山旮旯的人，
做梦也没有想到，世事变迁，让人目不暇接，这
世界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真是：“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啊！

家，还是那个家，在青山围合中依然如故，
只是一把大锁锈迹斑斑，落满尘埃的屋子，一年
又一年，在寂寂无闻中纠葛着荒草与落寞，似乎
在埋怨主人的绝情与无奈。

当然，家是血脉相连的脐带，到家了，一颗
漂泊的心，总算是归位了。

对于归来的游子，家是浓浓的乡土、乡情、
乡愁。

到家了，门前的大伯从碧绿的菜园里剜起一
篮子水灵灵的青菜，三叔送来了“嘎嘎”叫着的
白鹅与鸭子，屋后的六太送来了黄橙橙的腌
菜……

到家了，我拿起斧头劈柴，不做海子，也不
做诗人，只在薄雾缭绕的清晨，在鸡鸣犬吠中，
围着一炉熊熊的火焰，烧几壶山间清泉，泡一杯
山茶，感受故乡的温暖，听溪水饶村而过，望着
山坡上茂密的松树、栎树、毛竹和灌木发呆。

到家了，不用液化气，还是用铁锅的老虎灶
烧菜，散发着松脂味的松针，在灶膛里哔啪燃烧
出通红的火苗，青菜、水豆腐、香干、炸生腐、
土猪肉、口子窖的香味弥漫在村庄的上空。

到家了，邀三、五知己，八仙桌上一盘炒青菜，
一盆红烧鱼，一碟花生米，一锅猪肉炖粉丝，再不
断添加些豆腐、菠菜、芫荽，往事，家事，国事，天
下事，直喝得昏天黑地、云山雾海。

亲不亲，故乡人。
“二十三，送粑粑”，转眼家家户户开始送灶

了，吃了送灶粑粑，就是过了农历小年，算是长了
一岁，这是故乡的年俗。天刚蒙蒙亮，村子里的女
人就迎着寒风，忙着淘米磨面。老伴在左邻右舍
之间穿梭，忙得不亦乐乎，邻里乡亲围着大大的
簸箕，白花花的大米面，被她们粗糙而有力的手
掌，揉得韧性十足，谈笑之间，一个个香喷喷的送
灶粑粑，在向晚的鞭炮声中，横空出世。

今夜寒气逼人，节令中的大寒已呼啸而来，
农谚云：“小寒大寒冻成一团”,湿冷的天气，
委实让人难熬。窗外，送灶的鞭炮声逐渐稀疏，
偶有一声声炸裂，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我从一杯清茶和记忆的深处，打捞故乡的碎
片。

刚进入腊月，乡村的集市就变得异常热
闹。大大小小的店铺干净整洁，货源充足，从
早到晚开门迎客，人们进进出出，笑容满面。

老家在农村的小集镇上，集市虽小，但是
热闹程度一点也不比城里逊色。集市是一年
四季人们生活的乐土，生活百事都可以随时
便利地解决。对辛苦忙碌一年的农民来说，过
个欢乐幸福年更是全家的热切期望。价廉物
美，这是农家选购物品的最朴素原则。但在过
春节时，每家都要置办比平时好许多的年货，
这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的需要，更是撑起一家
门面的追求。

腊月的集市就是年货的天地，且种类繁多
价格优惠。年轻人尤其是外出务工回乡者喜
欢大商店，大店气派，购物选择性强。小摊小
贩的摊点，顾客也多。吃的、穿的、玩的等等，
吸引着不同年龄的人们驻足询问或是讨价还
价。

逢集时，不太长的街道，摩肩接踵。家禽、
鲜鱼、肉类、果蔬，物品丰富，人们多是满载而
归。摊位上，卖花生、红枣、瓜子、板栗等吃的，
围者甚众。大铁锅旁，现炒花生瓜子板栗，带
来浓浓暖意。

乡村腊味浓，家家户户腌制了很多鸡鸭肉
鱼，灌上一些香肠。向阳的外墙上，挂着一排
排腌咸货，那是幸福生活的骄傲展示。咸货晒
上十天半月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根据各家不
同喜好，炒、蒸、炖皆宜，味道鲜美。每到中午
吃饭时间，村庄弥漫着一阵阵熟悉的香味。

一帮男孩拿着平时节约下来的零花钱，买
些零食、饮料、花炮玩具等，由于经费有限，往
往不可兼顾。在乡村孩子们的眼中，独享是可
耻的，不论吃的喝的玩的，大家都会围成一
团，互相品尝把玩一番。

女孩们比较理性一些，多是买学习文具、
头绳发卡、面霜洁面乳之类，或者买时鲜水果
全家享用，常常得到家人的赞赏。小时，我们
很是羡慕城里常见的水果，如香蕉、桔子、苹
果等。其实，乡村夏秋季的瓜果也不赖，西瓜、
甜瓜、黄瓜、桃、李、杏、梨、枣、柿子、葡萄等，
品种多，味道好，丰富着童年的记忆。

集镇上有两三家澡堂，春节前后人满为
患。沿街房屋是自家的，服务员是自家人，水
是院中的水井抽上来的，所以澡票很便宜。虽
然显得拥挤，因为多是熟人，对环境和服务不

会有怨言。人们面目一新地走出后，总是带着
一份满足和愉悦。

灶台上，贴上了灶王爷像，寄予了驱鬼压
邪的美好愿望；正屋里，贴着传统年画；年轻
人的房间里，则张贴时尚影星的俊照靓影；门
头上，并排贴着五彩的剪纸之类的图案；大门
上，手写的春联迎接来来往往的客人，点缀着
乡村的文化气息。新年纳庆，鞭炮总在较为固
定的时间持续地炸响起来，重叠着幸福的情
绪，热烈着乡村独有的氛围。

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是早早地准备的，这
是庆祝一家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的美好时刻。
上香、放鞭炮过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吃完
年夜饭后，家庭主妇们一展身手，炒花生、瓜
子等。之后和面、拌馅、擀面皮，全家说说笑
笑，一起包年初一早上吃的饺子。

拜年、看春晚都是孩子们的最爱。乡村是
长幼有序的熟人社会，不论年龄按辈分。年三
十晚上和年初一上午，孩子们总是抽空给长
辈拜年，躬身作揖，问候新春，瓜子糖果装满
口袋。过年也有一些禁忌，不给说不吉利的
话；三天年里，家中的垃圾不准扫到院外去，
否则影响一年的财运，这些都会被长辈训斥。

原先，乡村年味持续时间普遍较长，从腊
月一直到正月底，这段农闲时间都洋溢着年
的氛围。勤快的人家则早早地备耕，为秋的丰
收积蓄能量；也不停地督促孩子们努力学习，
希冀后辈实现人生梦想。

现在，乡村的年味依然热烈，不同的是，如
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大人孩童们对年的期
盼却不如以前了，少了一份期待感。乡村道路
通畅、干净、整洁，美丽了心情；自来水清冽甘
甜，省却挑担之苦；大多数家庭购置了小汽
车，走亲访友更加便捷。不论在家门口就业创
业，还是外出务工，都能够凭借勤劳和坚韧收
获美好的生活，人们不再为生计过度奔波透
支健康，幸福感时时伴随左右。

乡乡村村的的年年味味
仇仇多多轩轩

小时候，是父母温暖的大手牵着我们，从小
父母就供我读书，教我做人，一起发现美丽的世
界，现在父母变得白发苍苍，而我们的手已经变
得厚实有力，该是我们牵着他们的手的时候了，
趁着父母还年轻，带着他们一起去旅行吧。

老人和小孩一样也喜欢玩，只是他们有很多
的顾虑，怕给子女带来负担，而作为子女的我们
应该多尽点孝心，正如毕淑敏的《孝心无价》中
所说的：“别忘了时间的残酷，别忘了人生的短
暂，别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别忘了
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当我长大了，父
母却老了，这是世间的自然规律，无需过多嗟
叹，只要不缺席父母的衰老，多抽时间去沟通、
去陪伴，我想，“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就一
定不会发生。所以行孝不能等。父母需要子女在
旁的全家出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而是

一次和父母最好的交流。
有些话，有些事，有些深
情和感动，只有在旅行中
才 有 机 会 被 感 受 ， 被 激
发。趁父母还走得动的时
候，我决定带着他们去旅
游！

我父母都有 7 5岁了，
于是从2010年开始我就带着父母先后到北京、
西安、桂林、云南、海南、厦门、韶山、三峡等
地游玩，足迹遍及北京、陕西、云南、福建等
地，把父母的身影留在故宫、长城、三亚、西双
版纳、鼓浪屿等美景中，这期间有时是我和爱人
带父母去的，有时是我们和两个儿子全家带父母
去游玩的，为了让父母体验到现代化交通工具的
乐趣，出外游玩有时是乘飞机，有时是坐动车，

有时是乘游船。每次出门，我们都会叮嘱爸妈：
“你们出去就是放心玩、敞开吃，好好地享
受。”每次游玩回来，父母都非常高兴，父母
说，“这么大年纪了我们还能坐上飞机，去这么
远这么多的地方，真是见世面大开眼界了”。

的确，我认为父母拉扯我们儿女长大不容
易，辛苦了一辈子，应该得到儿女们的孝心回
报，孝顺，就是让父母开心。

回 乡 散 纪
秋 石

我带父母去旅行
李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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