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金燕英 文/图

位于南阳西南 70公里的上金寨村是我的
家乡。这里的一家家小院保留了浓郁的年俗，
红火的日子、儿孙的团圆为新年里的农家小院
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初二金大爷待新客好热闹
大年初二，上金寨村被新年的气息覆盖，

通透的天空映衬着明媚的阳光，临街小铺和门
店都早早挂上了大红灯笼，红色爆竹屑落满一
地。在前往村中的路上，随处可见停靠在农家
门前的私家小轿车，这些大年里的乡村新貌让
人看了欣喜。

循着村大喇叭的乐曲声，我们走进了金九
泽老人家的院子，眼前的春联、灯笼一下子点
亮了整个农家小院，热情的金大爷招呼我们进
屋，这才感觉到热乎乎的屋子比起严寒天确实
有种家的温暖。40多位早早赶来拜年的儿孙
亲友把三间屋子坐得满满当当。

原来金大爷家正在待新客，这是我们那地
方的新年习俗。

生活好了，金大爷的头发变黑了
70多岁的金大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他说，过年前专门去把白头发染黑了，神清气
爽地过个年：“现在过年啥都有，高高兴兴图的

就是个喜庆热闹。”
说话间，九叔的老伴张贵花说，吃的牛羊

鸡肉都是自家养的：“现在都是现吃现做，生活
好了，吃的也要绿色健康。”

搞了一辈子猪羊育肥、养殖的金大爷说，
去年起，子从父业，自己闲暇的时间多了，就想
着丰富一下业余文化生活，特别是农闲时间为
乡亲们提供一个自娱自乐的地方，于是在老伴
的支持下腾出了一间房，自购致富书籍，建起
了乡村文化阅览室。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是慕

名而来，大家在这里唱歌、跳舞，学习育肥、养
殖知识。就这样，金大爷和老伴的生活变得忙
碌而充实，并享受着这份质朴的快乐。金大爷
越说越高兴：“去年，育肥了 30头猪，利润就有
2万元，现在收入有保障，看病有新农合，啥都
不愁，日子越过越红火。”

说起新年愿望，金大爷早有盘算：“等天气
暖和了，就和老伴坐着孩子的小轿车去城里转
转，有条件再去香港旅游旅游，看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生活。”

南阳习俗
鞭打春牛庆立春

大年初一这天上午，内乡县衙博
物馆门前热闹非凡，身着古装的演员
们在此表演《鞭打春牛》节目。在古
代，每年的立春之日，内乡县衙的知
县都要在县衙大堂前举行大型的鞭
打春牛活动。博物馆的大门、仪门都
已敞开，面对全县百姓开放，大堂前
还设着香案，摆着祭品，闻讯赶来的
百姓们手执彩旗，敲着锣，打着鼓，渲
染着气氛。

刹那间，锣鼓暂停，场内鸦雀无
声。此时，只见身着古代县官服装的

“知县”率官民面北而跪，开始祭祀春
牛和芒神。随后，“知县”手拿鼓槌连
击大鼓三次，而众官民则执彩杖绕牛
三圈，礼房胥吏高唱：鞭春！此时，县
官则应声将春牛肚子击破，只见藏在
牛肚内的五谷、红枣、核桃等食物纷
纷落地，众官及百姓欢呼抢食，以期
新的一年五谷丰登。

驻马店习俗 确山铁花醉元宵
素有“中原文化奇葩、民间焰火之最”美誉的大型民间传统表演确山铁花，于农历正月

十五举行盛大表演。确山铁花的发掘、保护人——确山县文化馆的杨建军介绍，确山铁花
又叫“打铁花”，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考证，确山铁花源于北宋，鼎盛于明、清。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冶铁文化、
道教文化、民间工匠文化、祭祀文化、节庆文化、信息传递、火药及烟花的诞生与发展等大
量的古代文化信息。

打铁花时，同时点放礼花弹，天上地下相映生辉，再加上舞龙、锣鼓队、社火队在四周
表演，场面更加宏伟壮观。

□记者 潘默 文/图

驻马店驿城区老河乡大林子村，再也不是
以前的那个偏僻的小山村。现在，这里的大路
修到了大门口，大家的腰包也鼓了，小日子一
天天红火起来。

公路修到家门口，开车省
了一个小时

“每年春节不管有多忙，我都要回老家
过。今年腊月二十七，我和老婆儿子开着刚买
的车回家，从京港澳高速下去后，穿过市区开
到家门口，就用了一个小时，这种感觉太好
了！”老家在驻马店驿城区老河乡大林子村的
许兴堂兴奋地说。

大年初一下午，我在该村走访时，碰见了
回到老家的许兴堂。他在一家国际远洋货运
公司工作，常年在外的他很重视亲情和乡情。
他告诉我，大林子村是一个偏远的山村，前两
年回家，村里公路还没修好，白天天气好的话，
也要一个半小时以上车程，如果遇上天黑或者
天气不好，两个小时还不能进家门。而今，村
里公路都通到家门口，开车回家很方便。

村民腰包鼓了，日子一天
天红火起来

许兴堂说，大年初一自己早早起来，串亲
戚拜年，晌午饭后，特意爬了一趟村子里的火

龙山，站在山顶，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村里越
来越多的小楼房，感觉这日子真是一天天红火
起来。他说村里过年热闹，年味足，往年小孩
子给长辈磕头拜年，压岁钱顶多 10元，现在一
般都给“小红鱼”（100元），因为村民腰包都鼓
了起来。

该村村支书王海龙告诉我，大林子村有
400 多户 1500 多口人，除了在外工作、打工的
人外，村里有40%的家户靠种植香菇、木耳，每
年收入很可观，销路好的情况，一家每年能卖
三四十万元。

王海龙说，村民腰包鼓起来，“村村通”工
程起的作用很大。前些年，村里路还是泥路，
很难开进去机动车，村民骑摩托出行都困难。
而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村所辖的自然村
仅剩约 5 公里没建成通车。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像路一样越长越通畅，应了那句话“要想富，
先修路”。除了政府修的村公路外，村委还出资
加上村民出钱，把路修到每一户村民家门口。

王海龙指着环村的火龙山说，每到山上板
栗、核桃熟的时候，果子挂满枝头，很是诱
人。但都是村民自发去摘些，要么自家吃，
要么拿出去卖。他和村两委班子要好好算
计一下，怎么把村里的经济搞得上规模、上
档次，准备在做强香菇、木耳种植业的基础
上，尝试开发乡村旅游，既让外面的人进来
爬山摘板栗、核桃，又要组织好板栗、核桃等
经济作物的销路，再有可能的话，进行板栗、
核桃的延伸加工。他憧憬着说，现在国家政
策好，村民观念变化大，只要肯领着大伙去
干，村民的腰包会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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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越过越红火
七旬老人银发变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