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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历新年脚步越来越近，新
郑市的大街小巷也年味渐浓，大红色的装
饰，年货市场热闹的叫卖声，喜气洋洋的
购物者，把城市氛围渲染得十分喜庆。

春联来了，“年年如意新春乐，岁岁平
安好运来”。春节贴春联是很多人的习

惯，现在新郑市的人民路已经是张灯结
彩，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最近，新郑故里广场西侧又红了，整
条路摆满喜庆的新春饰品，春联、年画、窗
花、灯笼……你能想到的新春饰品，这里
几乎都能找到。一摊主告诉记者，这两天
天气不错，又赶上周末，逛街的人多了，她
的生意也变得很火爆。

饰品摊主刘女士：“特别是星期六星
期天，人都是很多的，一天也是卖一两百
副对联，如果每天都能卖那么多就好了。”

要问这些新年饰品中谁最受欢迎，八
戒、佩奇等老猪、小猪们当仁不让。你瞧
瞧，布玩偶、红包、挂饰……满眼都是猪，
圆润可爱的身材，充满福气的笑脸，特招
人喜欢。有一位市民说：“我想买这个猪，
大的小的都想买，想买红色的，因为红色
代表吉祥。”

要说吉祥的年货，这些美丽的花朵也
是大受欢迎，洧水路上这几家花店，也迎
来了销售旺季，摊主们都在为新年大卖做
足准备。

在新郑市交易场，食杂干货区也是
人头攒动，花生、瓜子、
开心果、桂圆、红枣、干
香菇都是必不可少的
年货。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开场歌舞：
《欢天喜地过大年》
1.话剧：《丰收的节日》
2.河南坠子书：
《唱唱新郑好风景》

3.朗诵：《我骄傲，出彩新郑》
4.歌曲：《新的天地》
5.舞蹈：《青山绿水》
6.杂技：《奋进》
7.歌舞：《歌声飘过四十年》

①《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②《在希望的田野上》

③《东方之珠》
④《站起来》
⑤《国家》

8.相声：《学戏曲》
9.舞蹈：《姥姥亲 奶奶亲》
10.戏曲联唱：《盛世梨园》

①《盛世梨园》
②《花木兰》
③《朝阳沟》
④《村官李天成》
⑤《穆桂英挂帅》

尾声：《我们的新时代》

2019年新郑市迎新春全民大联欢文艺总展演将于1月23日举行

节目单奉上 精彩节目抢先看
■过年啦

墨香四溢迎新春
义写春联送祝福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精准脱贫扶志
扶智扶貌工作，确保贫困人口过一个祥
和、快乐的新年，辛店镇、驻村单位新郑市
统计局在全面走访慰问贫困户的基础上，
于近日在新郑市黄岗村开展了“迎新春
写春联送祝福”活动，把新春红红火火的
祝福送到了群众家中。

当天组织了多名书法家，来到黄岗
村，为村的群众挥毫泼墨，书写新春对
联。活动现场，书法家神情专注，一丝不
苟，或行书或隶书或楷书，一笔一画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关爱传递给了广大群众，把
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生活希冀尽情地绽
放在火红的纸张上。两村的群众争先恐
后，踊跃参与，好多群众恰逢赶年集或在
劳动中直接赶到活动现场，排队等候书法
家为他们书写春联。整个活动气氛热烈，
秩序井然，群众交口称赞。

活动开展了整整一天时间，红红的春
联在地上铺了一大片，一幅幅春联，带着
阵阵墨香，给群众送去了温暖的新春祝
福，也让新年的味儿更加浓厚。当天赠送
等方式为全体300余户村民每户送上新春
对联5副、挂历4个。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新春临近年味浓
新郑年货生意正兴隆

本报讯 近日，从新郑市广电总局
获悉，1月23日晚上7点半，奋进新时
代——2019年新郑市迎新春全民大
联欢文艺总展演将在新郑市炎黄文
化中心举行，此次展演，节目形式丰
富多样，有歌曲、戏曲、相声、小品、舞
蹈、杂技等。

节目内容以新郑特色文化艺术为
主旋律，将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融
为一体，再现新郑改革开放 40年经济
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在让
人们享受赏心悦目视听节目的同时，
充分感受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
煌成就。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在春节期间，汉族和一些
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
些活动均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
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
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民族
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
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庆祝
春节的习俗。人们在春节这一天都尽
可能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
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一年生活
的美好祝福。

农历新年即将来临，新郑市郑国
车马坑景区准备了丰富的活动期待你
的到来。

猜灯谜
春节假日期

间（2 月 5 日 ~10
日），车马坑景区
邀您来参加有奖
猜灯谜活动。

灯谜又称文

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艺术。灯
谜是写在彩灯上面的谜语，谜语来源于
中国民间口谜，后经文人加工成为谜，它
在中国源远流长。

早在夏代,就出现了一种用暗示
来描述某种事物的歌谣；到了春秋战
国时期,这种歌谣发展,演变成“瘦辞”
(亦称“隐语”)。秦汉时则成为一种书
面创作。

三国时代，猜谜盛行。在宋代出
现了灯谜。人们将谜条系于五彩花灯
上，供人猜射。明清时代，猜灯谜在中
国民间十分流行。

“抢福”
此外，春节假日期间（2月5日~10

日），景区还准备了“抢福”活动。购
买 门 票 的 游 客 可 通 过 掷 骰 子“ 抢
福”，根据“福”的数量兑换相应奖
品。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高沛

春节期间,郑国车马坑
将举办各类活动
猜灯谜、“抢福”……活动多多，还有礼品拿哦

节目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