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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
子要衣裳，老头子打饥荒。 ”腊八节还未到，这首在豫东
一带流传许久的民谣，就像往年一样，在村子里悄然传
唱开来。它宛如从岁月深处飘来，唤醒了人们对新年的
热切期盼。童年的我们，就像一群眼巴巴盼着美食的小
鸟，天天掰着手指头，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新年的到来。
新年，在我们心中，意味着能吃到香喷喷的饺子，能穿
上崭新的衣裳，还能收到几毛钱的压岁钱。我们用这些
压岁钱去买那些心心念念的炮仗， 让清脆的声响在空
旷的田野和街巷间回荡。那种欢乐与满足，是独属于童
年的珍贵记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物质极度匮乏，许多生活必
需品都限量供应。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要满足一家老
小过个好年的愿望，成了家长们心头沉甸甸的负担。不
过，即便条件再艰苦，经过一整年的省吃俭用，大家多
少都会攒下一些过年的钱，年货依旧是要置办的。

村子西边紧邻的湾赵村，是公社的所在地，这里每
逢农历二、五、八开集。 因村子紧邻 311 国道，交通便
利，每到逢集之日，从四面八方来此赶集的村民络绎不
绝，场面十分热闹。

办年货的高峰期一般是腊月的最后三个集市。 到
了腊月二十二一早，集市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街道
两旁，卖菜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萝卜、白菜、蒜苗鲜嫩
水灵，十分诱人；海带、豆腐、粉条也被摆放得整整齐
齐。卖鸡卖鱼的摊主扯着嗓子热情吆喝，卖猪肉的商贩
熟练切肉称重，动作麻利。 不远处的街上，道路两旁都
是卖大红纸、手写春联的摊位，还有卖鞭炮、散炮的。各
类年货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童年的记忆里， 过年的序幕是随母亲赶集缓缓拉
开的。 赶集时，母亲专注地和摊主讨价还价，精心挑选
物品。我像个小卫士，守在一旁，紧紧盯着地上的篮子。
等年货买齐，日头已经偏西了。母亲偶尔给我买个热烧
饼，更多时候，会挑几个刚出锅、香气扑鼻的水煎包。母
亲走在前面， 稳稳地挎着装满年货的篮子， 我跟在后
面，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用黄草纸包着的水煎包。包子
烫手，我一边轻轻吹气，一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那
鲜香的味道瞬间在嘴里散开。

腊八节过后，过年的准备工作就悄然开始了。母亲
翻出布票，仔细清点，盘算着每个孩子能分几尺布。 准
备妥当后，她便会去供销社把布买回来，紧接着就忙着
为我们缝制新衣。有一年春节，母亲实在凑不出给我们
添置新衣的钱了，她就把我们的旧衣服拆洗干净，请来
表姨帮忙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双新棉靴， 还为姐妹们买
了鲜艳的红头巾。 这样，过年时我们虽没有新衣裳，也
算是从头到脚穿戴整齐了。

“二十八，贴年画”，到了腊月二十八，过年的氛围
愈发浓郁，整个村子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村庄的上
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仿佛是奏响了一曲欢
快的新年赞歌。 空气中，炸鱼、炸丸子时飘出的棉籽油

香味肆意飘散，悠悠地钻进每一个人的鼻腔，勾动着人
们心底对新年美食的热切期盼。村子西头，时不时传来
猪的嚎叫声，那是人们正忙着宰杀年猪，为即将到来的
年夜饭筹备着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

生产队为让家家户户都能贴上喜庆的春联， 特意
购置了毛笔和墨汁。 生产队的会计或是民办教师总是
热情地义务为大家书写春联。春联写好后，书写者还会
反复叮嘱年长的村民哪副是上联、哪副是下联，因为他
们经常会把上下联贴反。

到了腊月三十，家家户户都会包饺子。而这天我也
不再像往常一样出去玩，总想着能给家里搭把手，帮着
和和面、擀擀皮，更重要的是想早早吃上一顿香气扑鼻
的饺子。 毕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只有过年的时
候，才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饺子。

天刚破晓，我便起了床，到地窖里扒出白萝卜，装
了满满一大篮子。 洗净后，母亲便用特制的擦丝板，将
萝卜擦成薄片。母亲将萝卜片下锅煮熟捞出，用馏布子
包起来，反复挤压，沥干水分后剁碎。 她把事先剁好的
猪肉馅端出来，将其与剁碎的萝卜一同倒入大瓦盆里，
加入佐料，搅拌均匀。

馅子调好后，全家老小齐上阵，一起包饺子。 包好
的饺子在锅■上一圈圈排开，整齐又好看。 这顿饺子，
我们盼了一整年。一大盆饺子馅里，虽说只有二三斤猪
肉，可闻着就是香。

按照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 这盆饺子馅得一直留
到正月初五。要是赶上春节那几天天气暖和，饺子馅就
容易发馊。 到了正月初五吃饺子的时候，咬上一口，酸
得倒牙。可即便如此，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饺子，还
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玩笑：“今年这醋钱可省下了。 ”
虽然饺子馅酸了，可谁都不舍得把它倒掉。

除夕之夜，阖家欢聚。在那一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中，热气腾腾的蒸馍、香气扑鼻的大烩菜和饺子，一一被
端上了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象征团圆的年夜饭，对
劳作了一年的庄稼人来说，或许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年夜饭后，点上那根一年仅用一次的红蜡烛，在温
馨的烛光下，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悠闲地聊天，通宵
守岁。 在那个年代，守岁的夜晚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
机，更没有春节晚会。 尽管守岁意义重大，但吃饱喝足
的孩子们，还是在大人的闲聊声中昏昏欲睡。但只要被
叫醒，我们就会立刻打起精神，把过年的新衣裳整整齐
齐摆在床头， 满心期待第二天一早穿上新衣给长辈拜
年，好挣上几毛钱的压岁钱。

2024 年 12 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 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历经千年传承，如今获世界
认可，意义非凡。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拜年这些春节
习俗，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文化底蕴，是民族精神
的寄托，更是文化传承的纽带。我们应全力守护、传承，
让民族根脉在岁月中延续，绽放新的光彩。

过年
■周保堂

天维定元今立春，
岁旦无声却有闻。
三星耀贺福禄寿，
四维潮涌天地人。
农家备耕打春牛，
蛰虫欲醒梦翻身。
东方风来赋借力，
举步莫负新年轮。

立春寄怀
■李绍彬

[双调·拨不断]
蛇年兴怀（通韵）

■庞黎明

蜡梅鲜，玉蝶旋，天寒地冻人心暖。处
处迎春笑语甜，家家贺喜鸿福满。 踏新程
壮情无限。

古项千年唱大风，
人文荟萃叹峥嵘。
百家乐诵颍川曲，
三秩难书乡土情。
礼赞中原多圣手，
高歌盛世尽豪英。
吟坛邀友晚来聚，
妙笔生花璨夜空。

贺项城诗词学会
成立三十周年

■薛顺明

工行周口分行：敢谋善为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2024 年，工行周口分行围绕市委、市政府经济工
作部署，坚持地方所需、金融所能、工行所长，提高金
融支持经济发展质效。 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各项贷
款余额超 305 亿元，新增超 46 亿元。

该行培育普惠金融新的“增长点、延伸线、发展
面”，发挥普惠金融服务站功能，创新普惠场景建设，
推进普惠产品“进市场、进企业、进农村、进乡镇”，丰
富县域支行营销“触角”，实现贷款持续增长；加大协
调机制考评力度，定期召开小微融资协调机制工作推
动会，发挥各项特色场景产品优势，做到以全产品对

接全量客户；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做好客户
走访对接工作，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问题。

该行落实地方政府一揽子增量政策， 切实下调
房贷利率 ，减轻贷款客户利息负担 ；加大对个人经
营类和个人消费类等非房贷款的支持力度，发展房
产抵押消费贷款 、质押消费贷款 、个人纯信用贷款
业务 ，优化产品流程 ，简化手续 ，推广线上办理 ，提
高客户体验度和满意度，助力全市居民消费与经营
需求。

该行围绕客户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加大
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力度，持续开展“工银爱购”
满减、随机立减、商超优惠购活动，围绕住房装修、购
置大额耐用消费品、购车、养老、文旅等消费，丰富优
化金融产品供给， 为居民消费需求提供资金支持，精
准实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

下一步，工行周口分行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部署，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多投
快贷”的信贷投放基调，为推动周口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工行贡献。 ②27 （李玉 王文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