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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文心副刊

■ 朱帅

“年味去哪啦？”

时间一晃而过，又是一年春节时。但年

味似乎一年比一年淡了。

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放寒假后，每天都

数着日子，就盼望着春节早点到来。那时候

过年，年前有好几个“规定动作”：灌香肠、晒

腊肉、腌酒糟鱼、煎果子……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特别兴奋。尤其是煎果子的时候，那

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母亲站在灶台前翻着

油锅里的食物，防止食物炸糊；父亲带着我们

兄弟俩围着大簸箕里的原材料，制作大小均

匀的食材半成品供母亲放下油锅煎炸，一家

四口其乐融融。其间母亲还时不时吩咐我把

新鲜起锅的美食送给邻居品尝。

赣南地区是客家人聚居地，这里的冬天

不是特别冷，而且还经常出现“回南天”，每次

“回南天”，如果你忘记了关紧门窗，那你家里

的墙壁、桌椅、地板……每一处都是湿答答

的，这个时候食物就容易发霉，非常不利于食

物的保存。为了能更长时间地保存食物，煎

炸腌晒慢慢就成为客家人保存食物的重要方

式，这也是客家人的独有年味。

后来，我们兄弟俩各自参加工作、结婚生

子，父母亲也搬到城里居住。现在的我已经

很多年没有再品尝过“煎炸腌晒”的食物，也

很久没有和家人一起煎果子，母亲的这门“手

艺”到我们这代人恐怕是要失传了。没有年

前的“煎炸腌晒”，总感觉年味淡了很多。

转眼间，儿子已经 7岁了。有一天，我问

他喜不喜欢过年。儿子特别开心地对我说：

“当然喜欢啦！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会给我

买好多好吃的零食，会给我买新衣服，还有好

多压岁钱呢！最重要的是住在厦门的两个哥

哥会回来跟我一起玩。”

我突然发现，我要寻找的年味不就在儿

子的回答中吗。

年味并没有淡。年味在置办年货的传

承中，从小时候父母亲通过“煎炸腌晒”置办

年货，到如今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零食、烟花、

新衣……我们的小孩正如小时候的自己一

样，体味着过年的欢喜和热闹气息。年味在

一场场家乡美食的邂逅中，那鲜辣酸香、荤素

相宜和风味独特的家乡美食真是令人垂涎欲

滴、回味无穷，这不仅是美食的味道，更是小

时候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是家乡的味

道。年味在家人的团聚中，在外打拼的游

子，不管平时有多忙，到了春节，都会放下手

头的工作，奔赴那个温馨的港湾，不管过去

的一年经历过多少困苦、受过多少委屈，只

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所有的不开心都随风

而去，新的一年又充满朝气、充满能量。年

味在满满当当的后备箱里，带着母亲的爱，

我们踏上了返程的路途，愿新的一年我们装

着家乡的美味与情怀，奔赴下一个美好的新

征程。

寻找年味

■ 李冰冰

记忆中，年味儿是一副散发着墨香的春联，是一张精

心倒贴的福字，是一桌丰盛美味的佳肴……统计调查人的

年味儿又是什么样的呢？

年味儿是记账户心头的一丝暖意

1 月 29 日，腊月进入尾声，淄博队年终走访慰问组来

到敬仲镇蔡店村的记账户王大姐家中，为她送上新春祝

福。记账一年多的王大姐一家，已经尝到了按时记账的

“甜头”。“开始记账以后心里更有数了，知道钱花到哪里，

日常消费有了合理规划。感谢你们的关心，我们以后坚持

为国记账，为己理财。”王大姐高兴地说。在其他记账户家

中，慰问组与记账户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流，认真倾听他

们的心声，感谢他们对住户调查工作的支持和付出，并向

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诚挚祝福。

年味儿是孩子脸上的一抹微笑

1 月 31 日，春节前夕，淄博队帮扶小组来到高青县后

宋家园小区，看望困难家庭儿童陈源钊。陈源钊是淄博队

在 2023 年认领帮扶的困难家庭儿童，带队负责人详细询

问了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家庭成员亲切交谈，将干部

职工的爱心捐款交到孩子手中，并鼓励孩子树立信心，勇

敢面对困难。“过年了，得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关心，我既

开心又感动，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成为有用之才。”自信的

笑容在孩子脸上温暖绽放。

年味儿是大家共同煮出的一盘饺子

2月2日，农历小年，一场别开生面的“迎新春 包饺子”

主题活动在淄博队会议室热热闹闹地开始。大家带来了自

家的锅碗瓢盆，一起动手，有的揉面、有的擀皮、有的包馅，

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不断。一双双灵巧的双手下，几番揉

捏，一个个胖乎乎的饺子很快就包好了。清水飘芙蓉，元宝

落玉盘，一盘盘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饺子端上了桌，一盘

盘饺子代表了大家对统计调查大家庭的热爱……

年味儿是过节不“打烊”的一次采价

2 月 15 日，大年初六，大家还在春节假期中与亲友欢

聚，淄博队价格调查科的郭婷婷一大早就来到石村农贸市

场与采价员张娜一起跟岗采价了。每月“逢 5逢 10”是雷

打不动的采价日，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定时、定点、定人”的

调查原则，要求即便在逢年过节也必须风雨无阻按时采

价。“叔，节后鸡蛋怎么降价这么多啊？”在采价员通过CPI
数据采集器记录价格时，郭婷婷不失时机地了解着价格变

动情况。采价结束，告别张大姐，郭婷婷又马不停蹄地赶

回办公室开始了数据审核……

这就是统计调查人的年味儿，虽然不同于家乡过年的

喜庆、热闹，但却浓烈、持久……

调查人的年味儿

■ 杨英娟

五 更 钟 动 笙 歌 散 ，十 里 月 明 灯 火 稀 。

元宵节，自古就是中国人最热闹的节日之

一。在我的记忆里，关于元宵节最热闹的

回忆，莫过于在老家跟着父亲一起送火把。

送火把是老家一项古老的习俗，十分

热闹。但比起送火把的热闹，我则更喜欢

父亲带我们扎火把的过程。从元宵节的下

午开始，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着

手准备扎火把要用的材料。笔直硬挺的玉

米秆是做火把杆的绝佳材料，须得仔细挑

选。父亲有他自己的一套挑选标准——杆

身要长，手感要沉，三根一起抱团最稳当！

选好火把杆，就开始用当年新晒的麦草扎火

把。这个可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说，火把需

要扎够十二小节，代表了一年有十二个月，

若是碰到有闰月的年份，则需要将火把扎成

十三小节。常年劳作的父亲手脚麻利，一

裹、一捋、一捆，一小节火把就完成了，如此

反复数次，很快一个大大的火把就扎好了。

每当这时候，小小的我总要逞一下能，非得

抱着大火把跑上几圈才行。而父亲总是在

一旁笑着看我在院中撒欢奔跑，却并不干

涉。等到我胡闹够了，父亲才会接过火把，

小心翼翼地“奉”在院中，静待夜幕降临。

天刚擦黑，吃完过年最后一顿饺子的

人们会用一串鞭炮来点燃元宵夜。送火把

的仪式便正式开始了！父亲在院子中点燃

火把，从主房开始，挨个房间绕一圈，再将

整个院子转上一圈，就将火把送出了门。

出门后，父亲会顺手点燃门口准备好的草

堆，就扛着燃烧的火把送到远处的山顶，直

到火把燃烧殆尽，整个送火把的仪式才算

完成。彼时年幼的我，对这项仪式充满好

奇，一直屁颠屁颠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则

会耐心地同我解说，送火把就是送瘟神，熊

熊燃烧的火焰是瘟神最怕的东西，今年的

火把送得好，来年一家人就能健康平安。

我似懂非懂，却在不知不觉中将这话记在

了心里。而今每每记起，依旧深以为然。

夜色渐深，送火把归来的人们聚在一

起，在家门口点燃火堆。男女老少脸上洋

溢着喜悦，一个个跨过火堆，期盼着大火

能够驱邪祈福，带来好运。这时，父亲总

会摸摸我的头，欣慰地说道，我的女儿，又

长大啦！

时光一眨眼，我已过而立之年，膝下亦

有幼子承欢。临近元宵节，每每看见稚子

天真好奇的面庞，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父

亲带着年幼的我送火把的情形。如今的父

亲早已年逾花甲，送火把的任务也交给了

年轻人去做，可他看向我的眼神却一如当

年，沉默温和，满眼欣慰。

老家的元宵节

■ 熊鸿雁

春节，中国人一年中最期待的节日。临近春节，一种

熟悉的味道由远及近、由淡变浓，弥漫在空气中，一点一

点浸润了家人的眼和游子的心。我想这就是“年的味

道”。尽管有时也会感觉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毕竟以

前过年才有大鱼大肉、新衣新鞋，现在都成为日常。但春

节赶回家的我们，依旧怀揣温暖的期盼，不远千里万里奔

赴只为相聚。

父母年岁渐高，操持一大家子从年二十九到正月十

五里的各色宴请已明显力不从心。于是乎，年轻一辈

自然地接过了采买年货、拟定菜单、备菜备料、洗碗拖

地的家务活儿。我们在老人们的指导下，重温着家乡

过年的习俗，切菜搭配中传承家中独有的口味。虽然

掌勺主厨依然是老一辈儿的“资深大厨”，但我和表哥

表姐们也用常年漂泊在外练就的一点点“生存技能”班

门弄斧。年夜饭的桌上，除了有传统的家乡菜，也有了

广东盆菜、南京盐水鸭、湖南腊味等等来自五湖四海的

特色菜，南北融合，在浓浓的烟火气中飘出别样的年味

儿。在一声声相互夸赞、一句句新春祝福、一杯杯团圆

喜乐中，漂泊在外一年的心终于有了归属，更加紧紧粘

在一块。

在人情味中升华年味儿。有归家的游子，也就有未

能归巢的倦鸟们，同单元楼下老两口的孩子因工作今年

未能归家，老两口那就显得冷清了些。楼层高使得老人

们年货购置不方便，对年菜的准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老爸和表哥便主动承担起外卖小哥的角色，在出门

购置年货时候都会热心问上一句有啥要带的，也会提前

将家中的特色年货分享给老两口尝尝鲜。姑姑们还贴心

地帮两位老人做好炸松肉、狮子头、鱼块等家乡传统年

菜，我帮着贴好对联福字，同时还帮着连好网络，方便他

们和孩子视频。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年味儿在邻里的

人情味变得更浓了。

在别样的风景里叠加年味儿。今年全家有了新的自

选项目，集体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驱车五小时来到

陌生的城市，逛庙会、看表演、做手工、看展览，软糯的灯

芯糕、酥脆的麻花、香辣的油炸等让人大饱口福；更有打

糍粑、打年糕、蒸哨子、画糖画等多项非遗技艺展示；投

壶、蹴鞠、巧板速拼等多种好玩有趣的互动游戏也让全家

大呼过瘾。在别样的风景里叠加着远方异乡的年味儿，

更显特别。

当下我们有了新的过年体验。亲人们的心、邻里们

的心、大家的心像家乡的年糕软糯香甜粘，虽然是不一样

的年，但却一样粘。

新年 心粘

■ 高鹤 李凤芝

入户调查技巧多，耐心细致排第一；

经济普查意义大，进企入户多宣传；

避开繁忙选时机，社区网格来助力；

看证问数莫着急，建立信任拉关系；

证件行礼告知书，程序流程要牢记；

账本系统收款码，数据来源有依据；

细化数据用台账，行业推算参考值；

地段面积和雇工，店面规模要分析；

收入支出相匹配，指标关联存逻辑；

生活经营要分开，毛利互推看实际；

职工薪酬增值税，依照公式算仔细；

调查完毕表谢意，普查成果共受益。

经普入户小贴士

雪景
赵敏 摄

外婆的爱
高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