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意

正月点灯笼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元宵的夜
晚，更有小孩子打灯笼的民俗活动。记得小时
候，过了大年初五，母亲就张罗着要为我们姐妹
们糊灯笼。灯笼的制作要经过扎，糊，写，画多道
工序。要选竹节间距较长的竹篾，竹丝要剖得很
细。我们姐妹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在上面画上
八仙过海、吉庆有鱼、五谷丰登等图案，心里羡慕
不已。母亲一边做，一边给我们讲她小时候在外
公家过元宵节，学做灯笼的逸闻趣事，逗得我们
开怀大笑，抱作一团。

灯笼做好后，还未到元宵节，我们就迫不及
待地点上蜡烛，用竹竿挑着，高高兴兴去游灯。
小孩子们互相比着手中的灯，看谁的好看、漂亮，
因为母亲做的灯工艺细腻，图案精致，内容丰富，
总会受到邻里的称赞，我真是得意极了，好像自
己做的一般。回到家，兴奋地向母亲讲述自己的
所见所闻……

时光飞逝，我们先后都结婚、生子，母亲年事
已高不再做灯笼了。每到元宵节，我就牵着儿子
的小手，为他点亮一盏灯笼，领着他走出家门，去
游灯、观灯、看舞龙、放焰火。街道上游人如织，
大家笑容满面，琳琅满目的花灯使人眼花缭乱，
看都看不过来。舞龙、舞狮、跑旱船、扭秧歌，一
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让人目不暇接，也为元宵节
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如今，时间的流逝，观念的变
化，那些热闹的老场景已经渐行渐
远，那种默默燃着蜡烛的纸糊灯笼也
随之远去。现在到处都有卖灯笼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欢欢喜喜过新年。
旧时纸糊灯笼在今天的孩子们眼里，
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样子来。但那份
快乐却伴随着我们成长，成了我心中
难忘的记忆…… 杜学峰

心中的元宵节

四季门打开，酷寒渐消衰；
地气始升腾，花木含苞待；
野草破土出，荒径长青苔；
禾稼返青色，禽鸟思接代；
年龄长一岁，两鬓又添白；
新年阖家欢，乍聚又分开；

项目备复工，袖子撸起来；
春运倍繁忙，人流如潮来；
水面冰消融，鱼跃舒身材；
白昼天愈长，耄耋行户外；
必达宏标远，前行莫徘徊；
一年大计划，昂首阔步迈。

每一天都鼓舞自己
要进步就要努力
尽心尽力工作
强健自己的身体
练几页小字
读一点书籍
谨慎决定，立即行动
一定要坚决选择，果敢放弃

学会宽以待人
克制不良情绪
忠诚 责任 担当

工作和生活都不是一场戏
时时刻刻都要升级自己的
程序
远离消极
尝试走出安逸区
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

祝福我，祝福你，祝福大家：
春暖花开，洋洋得意
经营和建设我们大美经开
的自贸区
我们的2017

立春 李雪生

祝福经开，祝福2017 肖留记

■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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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第八十五中庆新春文艺
汇演暨十周年校庆文艺演出近日
在第八十五中报告厅盛大举行。

开场一首《春节序曲》将浓浓
的节日氛围带进现场。诗歌舞朗
诵《丰碑》更是深入人心，长征精神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小品《现代》
《雾霾》《甄嬛后传》诙谐生动的表
演引发一阵阵欢笑声；舞蹈《掀起
了你的盖头来》颇受欢迎；英文情
景剧《when you are old》、太极剑等
表演也分别展示了各自的魅力，赢
得一阵阵掌声。整场演出，掌声和
欢呼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成了一
片激情四射的海洋。

庆典在《给心情放个假》的旋律
中落下帷幕，这场晚会为八十五中
的学生、老师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彼此沟通的平台。观众脸上赞许的
微笑，则是这场尽心尽力的演出的
最好回报与评价。
记者 王赛华 李无双
通讯员 黄建芬 文/图

歌声飞扬舞翩跹
郑州第八十五中学喜气洋洋过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