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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觉得一年好长好
长。长大成家后，忽然发现时间
跑得太快太快。当我们感慨岁
月逝去如风时，基本上就到了年
边。此刻，我正打点行装，准备
回娘家过年。今年回家过春节，
不仅仅是陪伴父母，还有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刚下火车，我就打了一个
电话告诉大伙儿我已到站，先
回家一趟，并约好第二天见。
回家后跟爸妈简单交代了一
下，二老很是支持，第二天一
早，我就到了约定地点。

各位老同学早已到齐。这
是我们分别 20年来的第二次
聚会，第一次是去年暑假，我们
97届三个班一起举行了一次
20周年聚会。而今天，我们又
聚在了一起，却是为了去看望
一位重病的老同学。

大伙一起上了车，虽是重
聚，一路上却没有多少喜悦的气

氛，更多的是凝重。
李同学首先开口：“这次姚

同学病得很重，听说是肾衰竭，
已经治了很久。为了治病，他将
城里的房子也卖了。他现在精
神状态很不好，很多事情经常会
忘记。我们这些老同学能帮忙
的尽量多帮忙吧！”

苏同学拿出了笔记本，上
面记满了几百到几千不等的数
字：“我先汇报一下捐款的情
况。现在共有 1万元捐款，都
是上次李同学在群里说了姚同
学的病情后，我们自己班上自
发组织的一次捐款。同学们分
散在五湖四海，在座的是最先
赶回来的，还有一些晚点回来
的和没有办法回来的，都通过
微信把捐款发给我了。每一笔
账我都列在了这个笔记本上。”

王同学发言道：“我已经让
人打了一份报告给乡里，并且
跟相关单位部门沟通协调了，

争取能拿到一笔救助款。”
作为医护人员的张同学在

短暂的沉默后，幽幽开口道：“姚
同学这种情况，不换肾恐怕是没
法治了。我们捐的这笔款只能算
杯水车薪，而且肾源也难求！”

“再难也不能放弃希望！
他还不到 40岁，我们不能就这
样放弃！”一阵压抑的静默中，一
个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叫喊着。

“我很早前就通过各种途
径到处寻找肾源，希望姚同学
好运。”张同学再次的发言给大
家找回了一点希望。

“至于钱款的事，我们可以
发起一次网上筹款。现在刚好
到春节，大家都可以在团圆相聚
的时候发动各自的亲友扩散捐
助，我想以庞大的网络平台是可
以筹到这笔款的。”苏同学充分
发挥了自己管家理财的能力，再
次给大家打气。

……

车终于到了姚同学借住的
地方，大家很有默契地静了下
来。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子汉此
刻无迹可寻，站在我们面前的
姚同学又黑又瘦、神情恍惚，他
拖着踉跄的步伐出来迎接我
们，表情木然地向我们微笑，结
果却扭曲成了哭脸。我们忙扶
他坐下，把捐款交到了他手上，
并跟他说我们都在想办法，让
他安心养病，风雨过后总是会
再见到阳光的。

为了不打扰姚同学休息，
我们逗留不久就离开了。在离
开前我回望了一眼，姚同学做
不出任何表情的脸上，分明挂
着两行泪。

分开后，大家开始分头忙
着准备春节期间筹款的事，大
家都在坚持着，努力着，帮老同
学也是帮自己向命运抗争。一
起祈祷：愿姚同学好运，能够等
来肾源和筹款。

不一样的春节 谭水艳

■教育在线

郑外女中
招聘教师啦

因发展需要，郑州经
开区外国语女子中学现
招聘初中语文、数学、英
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等各科老师。

学校简介
郑州经开区外国语

女子中学是河南省唯一
的一所民办全日制女子
初级中学，成立于 2012
年。2017年，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成为河南省第
二实验中学托管校。学
校以建设“国内一流、中
原示范、特色鲜明”的女
子中学为目标，先后与上
海第三女子初级中学、河
南省第二实验中学合作，
整合公办与民办教育资
源，实现教师教育教学研
究等方面资源共享。
福利待遇

高于国家在职公办
教师工资待遇（含五险、
包食宿）、绩效奖金等。
招聘条件

热爱教育事业，有志
于民办教育；

能够胜任初中学段教
育教学及相关管理工作；

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服从
学校工作安排；

具有全日制本科及
本科以上学历，学习成绩
优秀，综合素质较高；

持有初中以上教师
资格证。

报名日期
截至2月28日
报名方式
简历及证件投递邮

箱：zhzhnz@163.com
经学校初审后，电话

通知面试时间。
联系电话
0371-63385737
0371-53362063
学校地址
郑州经开区航海东

路第五大街与经南二路
交叉口向东50米。

爆竹声中除旧岁，春风送
暖入屠苏。

按照家乡风俗，大年三十
这天一早，各家各户就要烧香
祭祖，迎接已逝的亲人回家团
聚。母亲早早摆好香案，放上已
故长辈的照片，献上糕点水果。
待父亲和弟弟祭祀回来后点上
熏香，让我们磕头跪拜，请已逝
的老人保佑家人和乐安康，顺
遂如意。

贴春联、挂灯笼是过年必
不可少的环节。我和弟弟踩着
凳子把大红春联贴在门上，又
挂了两个小灯笼。过去的农
村，家家户户都会挂上喜庆的
大红灯笼，等太阳落山，整条巷
子都被红光照得熠熠生辉，耀
眼又夺目。一年的温情和红火
也在这一天被开启。

蒸包子、炸肉丸、做蒸碗，
擦窗、清尘、大扫除……这些早
在除夕的两三天前已经做好。
春节，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很多
店铺都是歇业状态，故而还要早
早备好鸡鸭鱼肉和各种果蔬，以
做年夜饭和招待亲朋好友之用。

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母亲
是格外重视的。自从出嫁后，
虽然周末也常回来看望父母，
但到底不在家里住了。弟弟平
时上班忙，见不到几回面，正经
在家也没吃过几顿。好不容易
有了一家人在一个饭桌吃团圆
饭的机会，母亲下午就早早进

厨房准备起来。
粉蒸肉、八宝丸子、爆炒鱿

鱼、宫保鸡丁、蒸酿豆角……全
是我们素日里爱吃的菜肴。在
春晚欢乐的节目声中，家人举
杯，度过了除夕美好的一夜。

大年初一，吃到了包着硬
币的饺子，宝宝也接到了爷爷
奶奶给的压岁钱。父亲不知道
从哪个陈年箱子里翻出了几年
前玩剩的一盒火柴摔炮递给了
儿子。地上摔了一个，居然没
有受潮，还能听到“砰”的声
响。让我瞬间想起，儿时过年
放炮的场景。

那时，父亲总会买很多各式
各样的炮仗回来，有绚丽多彩绽
放在夜空中的烟花，有震耳欲聋
的“地雷”土炮，还有小孩儿玩的
扔在地上就响的小炮，各种各样，
应有尽有。我总是第一个冲上前
去点火，看着它们炸裂绽放，将黑
夜点亮的那一瞬里，无比的兴奋
和喜悦之情涌上心头。这样的炮
声从除夕夜里一直放到大年十
五，分外热闹。只是这两年里，出
于环保和安全考虑，政府已经开
始禁止爆竹燃放了。取而代之
的，是大街小巷各色的灯盏和点
亮工程。

回想起过去在这一天里，
大人们都会去村子中心的大院
里敲锣打鼓，舞龙舞狮一番。
那时爷爷身体好，是打铙钹的
好手。穿着黄绸衣，包裹红头

巾，威风凛凛的样子，别提有多
神气了。而我和弟弟定要拎着
个小铜锣，拿着小木棒在一旁
敲锣助威。整齐的鼓点节奏，
喧天的锣鼓声响，声势浩大，气
壮山河。敲碎了破旧的年，迎
来了新的春。那震耳欲聋的
“轰隆”声，在整个村子上空回
荡，经久不衰。仿佛预示着人
们对新的一年发起的宏愿和努
力奋斗的狠劲儿，一腔热血，一
脉关中儿郎野的性情。

过了年初一，各村就陆续
联络戏班子搭起戏台，吼上了
秦腔。正所谓“八百里秦川尘
土飞扬，三千万老乡齐吼秦
腔”。秦腔这个陕西戏种，也只
有在这广袤的关中平原上才吼
得起来，太小太精致的地儿，承
载不了这孕育了十三朝古都历
史的沧桑。台上的演员上好了
扮相，一嗓子吼起来，惊艳四
座，叫好声一片。

母亲是老戏迷，往往听得
入神，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而
年幼的我和弟弟，那时最钟爱
的，要属戏台四周小商贩们摊
前的碎嘴零食了。什么冰糖
葫芦、棉花糖、吹糖人、贴糖
画、搅搅糖、老糖……就这么
一个糖，就衍生出了十多种好
吃好玩的民间小吃，让我们心
甘情愿掏光了口袋里所有的
零花钱，更别提其他的新鲜玩
意儿了，说起来更是数不胜

数。常常还没逛完小摊，又得
回去央求着母亲再给一轮儿
“压岁钱”了。

还有社火，俗称“溜木腿”，
也是每年春节必不可少的节
目。以前遇到社火表演，经常
不分老少全家出动。人们穿上
长袍装扮成各路神仙或古代人
物。大人双脚踩在一米多高
的木腿上，肩膀上站着用特殊
材料固定支撑的五六岁孩子，孩
子上面再托着一个更小一点的
孩子，沿街循环表演。这样的社
火一出动，经常是一个大的队
伍，浩浩荡荡，甚为壮观。观看
的父老乡亲，都是从四面八方的
村子里闻声赶来看瞧新鲜的，好
不热闹。

儿时的记忆，在脑海中翻涌
升腾。提着灯笼走街串巷满院
子疯跑的女孩儿，如今已经长大
成为人母，居住的农村在城市改
造的进程中被推倒建楼，我们也
从种地为营生的农民，演变成
“非农业户口”的城里人。一切
都在变化。

时间像一个巨大的齿轮，
把所有的人和事都往前推着
走，很多过年的风俗习惯在时
代的洪流下在逐念变淡和层层
简化。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和亲
人朋友之间那份彼此牵挂和关
爱的真心。

年味儿，在我们心间永久
保留。

年味儿 刘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