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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老尊亲 九城共吟真情诗
赶庙会、救助老人，在

红彤彤的窗
花，喜艳艳的对
联；热腾腾的团圆
饭，乐融融的全家
福……所有元素
都将在新年的第
一个节日——“春
节”铺洒开来……

春节，是个欢
乐祥和的节日，也
是亲人团聚的日
子，离家在外的
孩子在过春节时
都要回家欢聚。
过年的前一夜，
就是旧年的腊月
三十夜，也叫除
夕，又叫团圆夜，
在这新旧交替的
时候，守岁是最
重要的年俗活动
之一，除夕晚上，
全家老小都一起
熬年守岁，欢聚
酣饮，共享天伦
之乐。它，是我
们共同的节日，
却又给我们每个
人带来了不一样
的人生经历。

本期讲述几
个亲身经历的春
节故事，有喜庆开
心的，有温暖人心
的，更有在部队里
过大年的。不管
怎样，这都是我们
的故事……

鸡年春节如期而至，携带
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和

满怀的喜悦踏上返程
的列车，团聚的心
情还是让我对
归途充满了
期待。

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节日
的喜庆气氛。每逢春节，人们的
耳边总是充斥着各种喜庆的音
乐，这不，听着歌儿，心情也跟着高
兴起来。其实在年前，年货就已经
准备好了，但是大集，总还是要再
去赶一赶的。瞧这热闹劲和喜庆
劲，处处透着浓郁的春节气息。大
年三十总是少不了年夜饭和春晚，
但更落不下的是这热闹的年会。

鹤壁浚县的年会，主要开在
东山、西山的鼓楼。年会上张灯
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还
有这锣鼓喧天的秧歌，更是增添
了过年的热闹劲。赶毛驴，大头
娃娃，踩高跷，打大鼓，到处都

是老百姓的欢声笑语。这么多
年没有赶过庙会的我，突然感觉
到家乡无比的亲切。

站在山顶举目远眺，绿油油
的麦田尚被积雪覆盖，葱茏的翠
绿静静地隐于一片雪白的寂静
之中，与这热闹的山谷庙会形成
了一动一静的鲜明对比，嘈杂与
宁静，在这平静的生活中是如此
的美好。喧闹的笑声伴随着雪
花飘落，人们怀着新年的愿望踏
上归途，商讨着新年的第一餐美
食，在瑞雪兆丰年的兴奋中，幸
福就这样无声地肆意弥漫……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朱伟杰 文/图

2017年的春节，杨桥办事
处辖区内的娄大爷过了一个
热闹、团圆的春节。

每逢阴历初二、五、八、
十，办事处驻地万滩村都会
举办集会，尤其在年前，各村
村民更是纷至沓来，在集市
上购买春节所需的年货，现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娄庄村的娄大爷就在赶
集的人群中，他骑着三轮车，
车上装满了各种年货。“如今
生活好了，许多年轻人喜欢去
超市买东西，俺觉得还是赶集
有年味儿！前几天办事处还给
俺送来了米面油和生活补贴，今
年儿子也回来过年，俺来买点花生

米，爷俩过年一起喝一盅。”而外出打

工归来的小娄则惊喜地发现了家
乡的变化。曾经泥泞难行的土路
变为宽敞的柏油路，路旁立起路
灯。“这一年变化真大呀！”

年三十，娄大爷家迎来了走
亲访友的亲戚们，一家人忙活着
杀猪宰羊招待客人。俗话说“过
大年、放鞭炮”，但在娄大爷家门
前却并没有看到爆竹残渣，娄大
爷不好意思地说：“本来准备放
的，被咱办事处的同志制止了，
俺才知道这炮不仅污染环境，还
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俺就决定不
放了。”

年三十晚上一大家子人坐
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已经
成为老人最简单却也是最期盼
的心愿。杨桥办事处 万巧菲

回老家赶庙会

今年过年没炮声

丁 酉
鸡年辛丑月

丙辰日，自郑而
入岳阳，已愿多年

之望，待瞻文字而载，
岁月而留，心喜若狂，对

月当空，冥想久矣。
卯时，友弟相送，是时，细

雨润物，道路悠悠。谈笑之
行，心存有忧，得之自行，心忧
有存。行入郑东，再三叮嘱，
再三祝愿，辰时上车，驾云穿
雨，满心欢喜，全心激动，独行

之快哉，心喜之余，差差之，多
谢警者，提醒再二，午时而进
岳阳。

风有春意，雨载秋语，细
细柔柔，与心倾听，轻点微
笑。初遇岳阳人，听驾者说起
古诗之词，其声模糊，其意不
知，贻笑大方。临走时，驾者
以小食相赠，而新年红包回
礼，以表感谢，与岳阳楼前街
别过。

水入洞庭湖，古韵进眼
帘。迈步庭院中，春节热闹

声。古时楼台样，石刻诗文
廊。慢步再慢步，难解此时
情。沿径清幽处，终见岳
阳楼。绕行仰全貌，登台
触事情。声声范老音，悠
悠忧忧心。水天尽一色，风
月已无边。乔氏双女墓，赤
壁现周郎。岁月无波澜，余
生不悲观。手持格桑花，叶
入大树下。再望洞庭水，回
眸岳阳楼。此刻是初见，终
成此生情。
圃田乡 鲍凯 文/图

重登岳阳楼

鹤壁浚县春节传统庙会精彩纷呈，吸引市民和游客前去游玩

鹤壁浚县春节传统庙会演员们合影

岳阳楼上望洞庭 水天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