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过春节 年味更浓郁

2018年2月23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刘冰洋 视觉编辑：喻萍文明河北12

本报讯（记者刘冰洋 通讯员
李瑛）三句半歌颂党的十九大、广场
舞展现村民精气神⋯⋯2 月 14 日，
农历腊月廿九，在迁安市迁安镇周
官营村村委会前广场上，由村民自
发举办的春晚正在上演，精彩的演
出吸引了全村及周边两千余名群众
到场观看，村民纷纷掏出手机，记录
下这美好的一刻。

“到今年，我们已连续举办了 10

届春晚，平日里田间地头的生活是
村民最好的题材，我们村的春晚都
成了金名片了，附近村子一提起都
会竖起大拇指！”周官营村党支部书
记魏金龙边看节目边说，今年春晚
更有特色，村民们通过歌舞、合唱、
快板、诗朗诵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
歌颂幸福生活和展示村里的新变化
新风貌，传递文明新风，为新年增添

喜庆的气氛。
在外地上学返乡的大学生周子

倪 在 台 上 表 演 了 一 曲 古 筝《牧 羊
曲》，收到了许多村民送的鲜花。站
在家乡的春晚舞台上，周子倪心里
美滋滋的，她说：“我是学艺术的，回
来 能 为 父 老 乡 亲 们 演 出 ，特 别 高
兴！每次回来都能看到村里的新气
象，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以前没有文化广场的时候，一

到年根底，大家就聚到一起打麻将，
有的甚至参与赌博。”魏金龙乐呵呵
地说，“现在文化活动搞起来了，想支
个耍钱的麻将摊子，人都凑不齐喽！”

周官营村村主任魏立忠自豪地
说，“我们的春晚是村民演、演村民、
村民看、看村民，每年一进腊月，我
们村就热闹起来，大家都踊跃参加，
有节目的参加演出，没节目的加油
助威，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从策划

到排练，再到服装和道具的准备，都
是村民自发动手筹办的，春晚让村
民们心更齐了，村风更好了。”

“这几年我们村确实发生了大
变化，有了垃圾箱，配了保洁员，不
再脏乱差了，老百姓们唱啊跳啊，邻
里也互帮互助，感觉比城里还好。”
魏立忠说，这两年村里文化活动兴
盛起来，过去的旧风陋习逐渐消失，
村风民风越来越好了。

迁安周官营村

自编自演乡村春晚整十载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古时候，
人们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侵害，所
以用压岁钱压祟驱邪。春节拜年
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
放 进 红 包 赠 送 给 晚 辈, 因‘ 岁 ’与

‘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
平平安安度过一岁⋯⋯”2 月 8 日，
农历腊月廿三，柏乡县实验小学四
年级（一）班的教室里，班主任张士

红正在给学生们讲压岁钱的来历。
张士红说，古代长辈给晚辈压

岁钱的传统民俗，今天依然盛行。
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收
入不断提高，小朋友们的压岁钱也
节节攀升。如何合理使用压岁钱，
不光要靠父母教育，学校也应该正
确引导。“寒假马上开始，召开这次
班会，想让孩子们学会合理使用自

己的压岁钱，不要随意花掉。”
除了给孩子讲解压岁钱的来历

和变迁，张士红还给学生和家长留
了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列一份压
岁钱清单，写明收入和支出。“这个
作业需要家长配合一起完成。等到
开学的时候我们会开展评比，看看
哪位同学的明细列得最好，压岁钱
花得最有意义。”

“的确应该让孩子们从小有个正
确的消费观。”“让孩子们学理财，很不
错！”张士红把这份作业发到了家长微
信群里，得到了很多家长的支持。

老师用心良苦，家长也别出心
裁。这不，2 月 19 日，大年初四这
天，柏乡县实验小学六（一）班的白
锐涵就捧着姨妈送的“压岁书”爱不
释手。白锐涵的姨妈说，往年春节
都是给小孩发压岁钱，孩子年龄小
不知道怎么支配，今年想换个方式，
就买了一些图书给孩子，用精神“食
粮”当压岁钱，这种方式很新鲜，也
丰富了孩子的假期生活。

收到姨妈送的书，白锐涵也很

受触动，他告诉记者，“今年我要拿
出一部分压岁钱买自己喜欢看的
书，我觉得比买零食吃更有意义。”

“压岁钱的使用，可以更好地
培 养 孩 子 的 财 商 。”张 士 红 说 ，
比 如 ，家 长 可 以 和 孩 子 们 商 量
哪 部 分 钱 是 你 的 ，计 算 一 下 每
年 大 概 能 存 多 少 ，这 样 积 累 下
一 大 笔 钱 可 以 用 来 干 嘛 。 总
之 ，孩 子 正 确 使 用 压 岁 钱 应
该 在 家 长 的 指 导 和 监 督 之
下 ，即 使 孩 子 花 掉 了 也 要
能 报 出“ 账 目 ”，让 孩 子 体
会 攒 钱 的 不 易 ，“ 且 花
且珍惜”。

柏乡县实验小学

引导学生管好用好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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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冰洋）“现在，我
宣布葛家第八届‘家庭颁奖会’正式
开始。”2 月 15 日，农历大年三十，在
唐山市高新区惠仁楼小区，葛素英一
家每年一次的“家庭颁奖会”正热热
闹闹地进行，虽然场地不大，参加成
员也都是自家人，但这场“颁奖会”还
是让人耳目一新。

“‘颁奖会’是我们家过春节的‘保
留节目’，已经坚持8个年头了。”葛素
英告诉记者，2010 年春节，全家决定
举办“家庭颁奖会”，借着春节全家团
聚的时机，回顾过去一年，展望新的一
年，并且奖励表现优异的家庭成员。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家庭颁

奖会”上，全家人一起学习了党的十九
大报告，并要求家里的党员要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表彰先进是“颁奖会”的“重头
戏”，奖项名称根据父母的生肖设定，
为“家庭年度突出贡献吉祥玉兔奖、
如意金马奖”，全体家庭成员依据每
个人一年来对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
的大小评出获奖者，奖品虽然不贵
重，但重在鼓励大家向先进看齐，积
极营造向上的好家风。

葛素英和哥哥葛昌秋分别获得
今年的“如意金马奖”和“吉祥玉兔
奖”。“孝老爱亲是我们家的传统，照
顾好母亲是儿女的义务，其实大家做

得都挺好，这也是咱们的好家风，希
望这种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葛
素英说道。

葛素英母亲马翠兰说：“现在一
大家子聚在一起不容易，我们想通过

‘家庭颁奖会’让家里的老少在欢笑
中拉近距离，感受家庭的温暖，也为
年轻人树立起好榜样，让好家风一代
一代传下去。”

“去年我们家被评为河北省
最美家庭，今年又被评为全
国最美家庭，这是全家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
传承好家风的结果。”马
翠兰自豪地说。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
日子，也是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

节日期间，本报记者
走进我省部分农村、社
区、医院等基层一线，探
寻年俗中的文明内涵，观
察传统美德的传承，见证
坚守岗位人员的奉献，体
味浓浓的别样年味。

年夜饭、串亲戚、拜
新年、派红包⋯⋯传统年
俗仪式感十足，承续千年
而不衰。燕赵大地，游子
归家，亲人团聚，朋友相
会，表达亲情，畅叙友情，
抒发乡情，其乐融融，喜
气洋洋，孝老爱亲、注重
家风等传统美德得以传
承光大。当传统与现代
碰撞时，旧年俗擦出了新
火花：迁安周官营村春晚
自编自演十年，喜庆热
闹、新风扑面；压岁钱变
身“压岁书”，为孩子们送
上精神食粮，给社会带来
清新之风⋯⋯年俗还是
那个年俗，但被赋予了新
的形式和内涵，情谊依
旧，喜气依旧，年味更足。

千家万户的团聚，离
不 开 一 些 人 的 默 默 付
出。在医院、车站等公共
场所，以及许多鲜为人知
的角落，在举国欢庆、万
家团圆的每分每秒，很多
人仍然坚守岗位，过着不
一样的春节。在医院，医
护人员在病房守岁，与住
院病人同吃年夜饭，互致
祝福；在客运站，站务员
坚守工作岗位，用细心耐
心的服务温暖乘客的回
家路⋯⋯文明不休假，奉
献最美丽。节日期间坚
守岗位的人们用自己的
辛劳，为群众送去了温
暖，给社会带来了温馨，
年味也因此更加浓郁。

本报讯（记者刘冰洋）新春佳节，
当别人合家团聚吃着饺子看着电视
时，石家庄市白佛客运站站务员边亚
茹却告别家人、走出家门，准备开始
一天的工作。作为一名在车站工作
15 年的员工，边亚茹早已习惯了节
假日的工作状态。

大年三十上午，白佛客运站仍旧
人来人往。从旅客进出站点那一刻，
边亚茹和其他同事就开始忙个不停，
帮忙购票、搬运行李、维持秩序、讲解
乘车线路⋯⋯面对春运回乡高峰，他
们用心用情用力为旅客营造着舒心
的出行环境。

见到边亚茹时，她好不容易回到
了服务台，拿起水杯正准备喝一口，却
发现杯子里没有水。“太忙了，一直没
顾上倒。”边亚茹拿着空杯有些不好意
思。她用稍显沙哑的声音告诉记者，

“春运乘客多，需要帮助的事情也特别
多，顾不上喝水是常有的事。”

正说着，两位旅客带着孩子，
拖着沉重的两大包行李，走进了候
车大厅，孩子哭闹不停。边亚茹赶
紧放下水杯上前询问情况，并帮着
搬起了行李，把他们带进了客运站的
重点旅客候车室。“你们一人照顾孩
子，一人跟我来买票。”边亚茹给孩子
倒好水，又领着旅客去买好车票。

“谢谢啊，我正发愁到哪儿给孩
子找口水喝呢。”孩子妈妈接过水杯，

“这下连买票都帮着办好了，可以好
好休息一下了。”

“这是我的工作！”被记者问起大
年三十还要值班的事，边亚茹捋了捋
头发，“看着旅客能够开开心心地回
家过年，我觉得都值了。”

边亚茹和爱人都是客运站的职

工 ，春
节期间都要加班，因此，不
能陪孩子过节成了夫妻俩
最内疚的事。“有一年大年
初一，孩子发高烧，我和爱
人都在值班，孩子奶奶和叔叔把她送
到了医院。”说着说着，边亚茹眼眶红
了，“没时间和家人过节，想想真是挺
对不住他们的。但我就是干这个工作
的，没啥可抱怨的。孩子现在长大了、
懂事了，对我的工作很理解，这让我感
到很欣慰。”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春节期间，
不少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他们的除夕
怎么过，年夜饭怎么吃⋯⋯2 月 15
日，记者走访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省中医院等，倾听医务人员的除
夕故事。

下午 6 时许，在河北医大一院急
诊外科，骨科医生林雷刚刚处理完两
名手外伤患者。“那两个患者都是在
家准备年夜饭时，不小心被刀伤了手
指，病情不是很严重，治疗后已回家
了。”林雷到医生办公室领了饺子和
苹果，准备吃年夜饭。

和家人一起过除夕，对林雷来说
是一种奢望。“我明天回衡水老家。”
林雷笑着说，他已记不清是第几次除
夕值班了，自做了医生后，除夕夜基
本都在医院，“幸亏家里有弟弟妹妹
陪父母！”

为让医护人员和患者感受到除
夕夜的温暖，很多医院都给值班医护

人员和患者准备了年夜饭。在河北
医大一院，下午 5 时许，院长赵增仁、
院党委书记史中立就分别带着院领
导班子成员，到医院各临床、医技等
科室，看望在岗医护人员，给大家送
来了年夜饭。在省中医院，医院也给
医护人员和患者准备了饺子和温馨
的祝福，让所有在医院过节的人都能
吃上饺子。

已近晚上 7 时，忙了一天的河
北医大一院心内一科主治医生马芳
芳终于有时间吃饭了。“这是医院
领导给我们送来的年夜饭，可好吃
了。”马芳芳夹着一个饺子塞进嘴
里，笑着说，虽然患者比平时少，但
科里还住着 10 多个，他们的病情都
比 较 严 重 ，不 能 有 半 点 松 懈 和 马
虎。“除夕夜，我的任务是照顾好病
人。”马芳芳说，等吃完饭，安顿好
所有病人后，她会通过视频给父母
拜个年，看看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

3 岁儿子。
由 于 不 能 和 家 人 过

除夕，河北医大一院神经内
一科主治医生孟丽忙完后拿
出了提前定好的美食，正准
备和同事分享，但值班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赵县一名病
人 将 很 快 转 至 科 里 。 孟 丽
问 清 情 况 ， 匆 匆 吃 了 两
口，转身就去忙了。“神经
内 科 住 的 都 是 重 症 病 人 ，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
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治疗
和护理。”

“除夕夜，我们医院急诊
科共接诊了 143 名患者。”邢
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时间
庆祝新年，在接诊间隙才能轮
换着吃饭，而他们的年夜饭是
盒装方便面。

医护工作者

除夕夜救死扶伤不“缺席”

全国最美家庭葛素英家庭

“家庭颁奖会”传承好家风

白佛客运站站务员边亚茹

热心细心服务温暖回家路

［核心提示］ 最美
家风

坚守
奉献

热心
服务

2 月 15 日，衡水公交公司
一名司机在等待乘客上下车。

2 月 16 日，省公安边防
总队黄骅边防检查站的官
兵在黄骅港综合港区散货
码头检查外籍船员证件。

以上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2 月 14 日，在邢台市桥西
区葛家庄村，志愿者和困难群
众一起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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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素英（右一）一家合影。 葛昌秋摄
②2 月 15 日晚（除夕夜），邯郸市第二医院内一科医护人员一

起吃工作餐。 李湛祺摄
③大年三十上午，在白佛客运站，站务员边亚茹坚守岗位，为

旅客服务。 记者 刘冰洋摄
④2月14日，在周官营村“春晚”上，孩子们表演节目。

李瑛摄
⑤2 月 21 日，柏乡县实验小学六（一）班学生白锐涵用自己的

压岁钱到书店买书。 记者 尹翠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