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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新春 同样的年味（初中组二等奖）

陈佳榕（上外附中东校初二年级）

盼望着， 盼望着， 春节的脚步渐渐近
了。还记得去年在爷爷奶奶家过年，那里是
一个村前有一条蜿蜒而过的小河、 背后是
群山峻岭的幽静山村。 在那里过年有很多
独特的民风民俗，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
下吧。

大年三十，上午写对联。 下午，清理完
门上的旧对联，贴上新的对联及门庆，再挂
上大红灯笼！看上去一片红彤彤的，特别的
喜庆！ 傍晚时分，爷爷准备好贡品，带领全
家人一起去村子旁边的土地庙祭拜， 然后
回到家里堂屋再次祭拜祖先。晚上，年夜饭
有象征年年有余的鱼， 有象征红红火火的
胡萝卜拼盘、中间还有热气腾腾的火锅，一
家人围坐一桌，边吃边彼此祝福着对方，多

么和谐多么幸福啊！ 吃完后奶奶又去忙活
煮茶叶蛋了，这个是要在初一早上吃，还有
一个吉利的名词叫做“元宝”。夜里 12 点整，
家家户户都放起鞭炮烟花， 从院子里看出
去，到处都是火树银花的景象，美丽极了！
鞭炮声也一直会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正月初一，早上开门必须要放“开门”
炮。 放完炮后，我和爸爸走出院子，沿着山
间的小路去往后面的小山。 上到山顶爸爸
就让我去拾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松枝， 叫做
“拾财（柴）”，把拾到的树枝带回家中，就寓
意带回了财气。

家乡的春节特别的热闹、 特别的有意
思，还有那么多的民俗习惯，我喜欢过年，更
爱那个幽静又充满了温情烟火气山村的年。

春节，是扎在亿万人民心中温柔的根。
游子归乡，阖家团圆，人们在浓浓年味中，
迎接新岁的到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我心中的年
味，是奶奶做的春卷。 每逢除夕，我们总团
聚在奶奶家， 期待厨艺精湛的奶奶制作年
夜饭。 奶奶扎着围裙，忙碌地出入蒸汽缭绕
的厨房，她的拿手好戏就是炸春卷。

一个个枕头般鼓鼓囊囊的春卷整齐码
放在盘中，隐约透出肚中五彩的馅料。 奶奶
飞快抓起它们，投入油锅中。 “嘶啦”一声，
春卷在锅中沉浮， 一会儿就披上金黄的外
衣。 奶奶再将它们用筷搛起，在盘中叠成一
座金灿灿、香喷喷的小山。

只要这样一盘春卷被端上餐桌， 我的
心便一下被归属感与幸福感拥抱。 迫不及
待一口咬下， 酥脆的春卷皮间迸发出滚烫
细腻的馅料，瞬间温暖了全身。 这股熟悉的
味道，无疑是一年辛苦之后最好的犒劳。 大
家围坐桌边，笑脸对着笑脸，酒杯碰响酒杯
……这样热腾腾的时光，总是“年”在我心
中最明暖的印象。

然而， 今年的春节， 却与往年有所不
同。 面对严峻的冬季疫情防控形势，为减少
春节期间的大规模人员流动，政府提出“就
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

对于家在外地而工作在城市的人们，
如果选择就地过年， 他们将无法见到思念

已久的家人，也无法参与热闹的团聚。 除夕
的城市万家灯火， 他们却在屋中独守一桌、
一碗、一双筷，任凭电视里响起各地的鞭炮
声与贺岁声，一人度过这孤单的春节。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毅然留下。 他们
中，有继续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有风雨无
阻，守护人们回家之路的交警；也有四处奔
波，给市民送去便利与温暖的外卖小哥……
但更多的，还是普通来沪民众，不给防疫“添
麻烦”，自愿选择留在城市过年。 “吾心安处
是故乡”，这些人舍弃与家庭团聚的机会，却
将更大的平安、有序，留给整座城。

城市，同样，正以她的方法回报所有助
她一臂之力的留沪人员。在上海市商务委部
署下，434 家餐饮企业将提供 “年夜饭外卖
到家” 服务以及年夜饭半成品供应保障，让
人们在家就能享用安心美味的年夜饭。除此
之外，许多公司企业为留沪员工提供食宿及
奖金；大街小巷的“爱心接力站”，更将过年
的温暖注入一份份充实的物资补给，送到每
位户外职工手中。 条条暖心的政策，使外乡
过年也充满人情味，“年味儿”不减。

我不禁感慨：中华民族一家亲，我们自
古以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特殊时期的
春节便是最好的写照———它并不仅是家庭
的团聚，更成了不同人们彼此守望，温暖与
祝福的传递。这样的春节，无论身处何方，一
定都使人感到最真情、最浓醇的年味吧！

我的春节（初中组三等奖）
马国栋（上海市培华学校中预一年级）

春节是中国农历新年，俗称新春、新岁、
岁旦……春节历史悠久，春节的起源也蕴含
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华，是一个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百节年为首，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
传统佳节。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世界上一些
国家和地区也有庆贺新春的习俗。 据不完全
统计，已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的春节
定为整个或者所辖部分城市的法定节假日。

在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庆
贺新春活动，带有浓郁的各地域特色，但一
些较为固定的习俗，许多还相传至今，如买
年货、扫尘、贴春联、吃年夜饭等。 其中最让
人们期待的大概就数年夜饭了，在外工作的
人都会在除夕之前回家和家人团聚。 中国
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年尾餐
对一家人而说，是最最最重要的一顿晚餐，
也是一家人一年到头唯一有可能全部聚集、
聊天、吃饭的良机，可偏偏今年这一良机或
许将要被破灭。 我和众人一样甚是失落。

因为今年的疫情让我有了一个疑问：“今年

回家过年吗?”国家也给了回答“非必要不返乡过
年。”看到这个回答我心里很纠结，什么叫非必要
不返乡过年? 我去网上翻看了一些人发表的意
见，我看到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就地过年，他们
说：“这样是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也为了不让疫
情趁虚而入，让每个人不在再为疫情苦恼。

看到大家的大家能舍弃与家人团聚的
机会以大局为重，让我本来纠结的心情变得
释然，在我与父母的沟通之下我们一家也选
择了留在本地过年，但当我想到不能与自己
最爱的爷爷奶奶一起吃年夜饭时，心里还是
免不了一阵失落，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
他们觉得我们一家做得对，还说要给我寄一
些他们做的家乡菜，就算不能一起过年但饭
可以吃的相同啊，就这样我边等包裹边一起
学年夜饭要吃的食物，到了除夕当天我看着
桌上满满当当的食物，一大半是爷爷奶奶寄
来的，从中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爱，让我感觉
到今年的除夕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了。

最后我想说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做
好个人安全防护，等春天花一开满，我们再
和家人相聚也不晚！

我的春节（初中组三等奖）
吴俊杰（上海市培华学校初一年级）

过年， 一个全家团圆， 阖家欢乐的日
子。 今年，像往常一样，我期盼已久的过年
终于要来了， 结果却被告知说因为疫情的
原因， 我们不得不在上海度过一个冷冷清
清的除夕， 这好比在我心头上泼了一盆冷
水。 再看向窗外，街上人烟稀少，四处静悄
悄的，丝毫没有平常过年的活跃气氛，一阵
失望不觉涌上心头， 让我不禁想起了去年
的春节。

去年春节前夕， 我和父母回到了老家
安徽合肥市，一路上处处洋溢着年的味道，
家家户户都贴上了红艳艳的春联，挂起了红
彤彤的灯笼，鞭炮声也此起彼伏，到处洋溢
着过年喜庆氛围。 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 ”诗句此时是如此的应景。

上海已经禁放烟花很久了， 所以回到
合肥的我和我的父母都是如此兴奋， 一到
家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我们熟悉的烟花摊
位，这里的爆竹品种比往年可增加了不少，
说是琳琅满目不为过。 我们随即随手抓了
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烟花、炮竹等，急匆
匆地踏上回家的路。一进门，我连鞋都来不
及换， 拿起柜子上的打火机就迫不及待往
院子里去， 点燃引火索， 畅快地听着那鞭
炮、烟花灯劈劈啪啪的欢叫声，目视着黑色
的夜空中一朵朵烟花尽情绽放而形成的漂
亮的礼花， 此时的我别提有多兴奋……夜
时分， 爷爷又把一万响的大地红摆在后院
上，只听到“噼啪啦-乒，噼里啪啦-乒，”响
了很长时间，真是令人震耳欲聋啊！大烟花
可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所以今年我们只
买了很多小的烟花一大家人手几支的点
燃， 大家的心情随同烟花的闪耀而变得绚
烂多姿， 每个人的脸庞上都是幸福愉快的

表情。
“开饭啦！”，妈妈的呼唤声把我的思绪

从追忆中拉了回来， 我们的第一个异地年
夜饭开吃了。席间，大家七嘴八舌回忆起了
老家的过年趣事， 也叙说着爸妈好友们的
过年轶事，有我熟识的，也有我不熟悉，他
们有的是利用节假，热心公益，积极参加社
区建设，成为社区建设的志愿者；有的细心
照顾小区里的孤寡老人； 有的趁在家机会
为自己充电，参与绘画、舞蹈等培训，丰富
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提升了自己的生活品
位；……他们的趣闻轶事，让我茅塞顿开，
原来居家过年也可以变得如此多姿多彩，
于是我也紧跟上大家的步伐， 阅读了许多
经典名著， 还在闲暇时间里制作疫情防控
宣传海报，提醒更多的人要安全防护。吃饭
时，我会通过大人的言谈、新闻播报等关注
疫情及其变化趋势； 也会关注那些感人肺
腑的可爱的逆行者，他们也有家需要照顾，
但为了大家的安危，舍弃了小家，这样舍己
为人的品质令我十分感动， 我们今天之所
以能够自由地活动， 离不开包括这些志愿
者、“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 所有这些，让
我学到了珍惜当下来自不易的幸福生活的
道理。

过年，的确是一家人的欢聚；但让我在
每天享受着幸福时光的时刻， 更为这些造
就了我们幸福生活的逆行者点赞； 也让我
真正理解了没有大家便没有小家的道理、
“众志成城，携手抗疫”的重要，自觉响应国
家号召，不离沪异地过大年，自觉践行了舍
小家保大家的高尚情怀。

今年的春节，虽然较往年有点冷清，但
我觉得今年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过的有意
义！

我的春节（小学组三等奖）
罗浩宸（幸福四平实验小学五年级）

每年的春节， 跟着爸爸妈妈外出游玩
是我最盼望的事情。 但今年由于受到新冠
疫情的影响，我的春节以“居家、低碳、环
保”为主题。 虽然少了份新鲜的体验，但也
非常的温馨、快乐！

春节最美要数除夕夜了。 除夕夜对我
来说是味蕾和钱包双丰收的日子。 为了让
全家人吃得满意吃得开心， 外婆早早地就
制定了年夜饭的菜单，开始了采购工作。当
然这菜单里面的一大半是根据我的口味准
备的。除夕夜的下午，厨房就不时地飘出各
种香味，作为一名小吃货，是很难抵御这种
美食的诱惑的。我三番两次地偷溜进厨房，
刚拌好的海蜇头，做好的蛋饺，煎好的熏鱼
……都让我先尝为快了。 还没到正式开席
的时候， 我的小肚子已经圆润了起来。 当
然，外婆可不会把“重头戏”都让我事先吃
一遍， 真正的美味佳肴伴随着最热闹的春
晚乐章闪亮登场了：热气腾腾的年年有鱼，
象征着年年高的年糕， 团团圆圆的汤圆

……既有好味道又有好彩头。
为了响应习爷爷提倡的 “光盘行动”，

年夜饭虽美味丰富，但也要倡导厉行节约，
不能铺张浪费。 所以我们家的年夜饭无论
是从环保角度， 健康角度都是准备的恰到
好处。 要知道我在学校可是获得过本学期
“光盘小卫士”的称号的，因此年夜饭上，我
继续履行着光盘小卫士的职责， 我会时不
时地叮嘱大人们吃多少盛多少，不要浪费。
看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全部吃得干干净
净，我既满足又得意，也要为外婆准备的刚
刚好而大大地点个赞。

味蕾已满足， 接下去就是收红包的时
候了。 各种赞美、祝福之词我都毫不吝啬，
满满的压岁钱装满了长辈对我最好的祝愿
和期望。晚上我把压岁钱放在了枕头底下，
并许下了新年的愿望： 祝愿家人们都能身
体健康，牛气冲天；祝福我们的祖国蒸蒸日
上，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能够早日战胜新
冠疫情，大家都能幸福安康！我的春节（小学组三等奖）

严瑾岚（幸福四平实验小学五年级）

春节，也就是新年，它代表着新的一年
即将开始。 今年的春节比较特殊，比以往的
春节都令人难忘。 但我并不希望将来再次
遇到这样的春节。

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春节不同以往，
为了能控制住疫情，在政府的号召下民众都
选择自行居家隔离以防止疫情的蔓延。虽然
少了传统的聚会聚餐，少了往日一些的欢声
笑语。 但只要能够为疫情做出贡献，献上自
己的绵薄之力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即使在家里一样能够欢乐而愉快的，
只要有家人的陪伴在哪儿都一样过节。 在
除夕前的一天， 我就帮着妈妈和外婆贴春
联，打扫卫生，包春卷、做蛋饺……这些活
儿虽然很累，但是做起来可好玩儿了！

首先，妈妈把包装精美的春联“福”字和
“好运时来”拿了出来。 其次，我和妈妈把“好
运时来”的春联贴在我的床头，预示着给我
带来好运。 最后，爸爸把“福”字春联倒贴在
了门上，寓意着“福到”。 都是祝福之意，充满

着我们一家对未来美好愿景的期许。 忙完了
家里的又开始忙外婆家的了，一到外婆家我
就脱掉外套撸起袖子加入包春卷的大军。 首
先， 我把薄如纸片的春卷皮轻轻地摊在手
上，生怕它一不小心破了。然后开始把精心准
备好的各式各样的春卷馅小心翼翼的包进春
卷皮里。 说到馅儿，我家准备的可丰富了。 妈
妈和外婆分别用菜刀麻溜得剁着配料， 有肉
末、白菜、香菇、还有香蕉。 不一会儿的 a 夫，
春卷都包好了。 我看着鼓鼓的馅儿口水差点
流了出来。 剩下的工序就交给专业的外婆来
烹饪了。 我就等着除夕夜品尝美味咯。

除夕夜到了，虽然没有了往年的鞭炮爆
竹声和亲戚来串门的欢声笑语声。但只要一
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就是一
件幸福的事。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中，虽然略
微感觉到一些冷清，但比起在战疫一线奋战
的医护工作者，我们应该知足了。

最后， 预祝全世界早日抗击疫情成功。
愿人们早日恢复往日平静的生活。

我的春节（小学组三等奖）
黄睿哲（幸福四平实验小学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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