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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奉过大年 异乡“云”团圆
受疫情影响，各地提倡就地过年，不

少非奉籍的小记者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留奉过年。尽管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但

他们依然能感受到喜庆的过年氛围，贴

春联、吃年夜饭、看春晚、放烟花、“云”拜

年、收压岁钱……他们不约而同地做着

相似的事情，欢乐让他们暂忘了身在异

乡的孤独。希望来年他们能回乡过年，

而回味起今年这个“特殊年”也不会留有

遗憾。

舞龙
龙津实验学校207班小记者 蒋宇双

“咚咚锵，咚咚锵……”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一，我刚

到万达广场一楼就被喜庆的锣鼓声吸引住了。“哇，这

里在舞龙呀！”姐姐牵着我飞快地跑了过去。

这条龙可真大。它头上长着一对威风凛凛的大

角，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嘴里含着一颗像宝石一样的大

龙珠，身上金色的鳞片闪闪发光，好威风呀！

舞龙真好看，只见这条大金龙一会儿飞速转动，像

一个漩涡；一会儿上下翻滚，十分灵活，最后还摆了好

多造型，传递出美好的祝愿。

妈妈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舞龙代表着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国家更加

强大，人们平安幸福发大财！

留奉过年“云”团圆
实验小学203班小记者 陈子鸣

以往的除夕夜，我们都是回义乌和爷爷奶奶一起

度过，今年因为疫情，便没有回去。吃年夜饭的时候，

我们很想念爷爷奶奶，于是爸爸点开了视频，和爷爷奶

奶“云”团圆。视频中，看到爷爷奶奶，我们很兴奋，向

他们拜了年，祝他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聊着聊着，我当起了“报菜员”，妈妈油炸的黄金春卷寓

意“招财进宝”，色香味俱全的清蒸鲈鱼也叫年年有

“鱼”，油而不腻的香煎牛排被爸爸称为“牛气冲天”，我

最爱的薯条因为“薯”音同“曙”，就叫它“破晓之光”，还

有爆炒腰果、韭黄炒蛋……我们一边品尝着美味佳肴，

一边看着爷爷奶奶笑容满面，开心地聊着天，这个“云”

团圆的除夕夜别具风味。

我希望疫情快快结束，大家能真正地团圆。

指导老师 郑静

走进新的一年
岳林中心小学501班小记者 史鼎言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告别 2020，我们迎来了崭新的

2021。当一发发烟花飞入云霄，在天空中留下美丽的剪

影时，身处异乡的我不禁想起了远在故地的亲人，想起了

家乡过年时那热闹的场景。可是无情的疫情把我们分隔

两地，使我们不能团聚。不过，这也让我体验了一次奉化

的年味。

在奉化，虽然不能像在老家一样串门，但场面也是热

闹非凡。一过小年，家家户户就挂上了灯笼、贴上了春

联，到处红红火火。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远处

响起的鞭炮声给这幅“年画”又添上了秀丽的一笔。

最近，我还参加了“写春联，送春联”活动。当我拿起

毛笔用遒劲的笔画写好一副春联时，分外高兴；当我把春

联送到别人手中，看到他们高高竖起的大拇指时，心里有

说不出的得意。这一副副火红的春联给节日增添了一道

靓丽风景，让我对奉化又多了一份爱意。

但异乡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家乡啊！想起奶奶做的

圆子、外婆包的饺子、外公的手擀面，还有村子里小伙伴

的嬉笑打闹……这让我更加思念家乡、思念远方的亲人

了。窗外又响起了鞭炮声，身在异乡的我感受到了特殊

的年味，在这个年味中我不知不觉又长大了一岁……

我在奉化贴春联
江口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万舒逸

今年由于疫情，我们一家没回重庆老家过年。虽然

没能回去，但过年贴春联并没有落下。

农历腊月廿九是我们去江口赶集的日子。我早早醒

来，见爸爸还在睡懒觉，便急匆匆地叫道：“爸爸、爸爸！

快点起来，我们去赶集买春联了，您看我们前后邻居都贴

了，再不起来春联就卖光啦！”爸爸听到我的喊声，一个漂

亮的翻身，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出发！

集市上人山人海，可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赶集

呢！看，有我喜欢的糖葫芦。再看，还有彩色小风车。我

们边看边来到卖春联的摊位前，爸爸对我说：“你选一个

吧，爸爸听你的。”我心里暗自高兴，指着一个有小鱼图案

的春联，说：“我们就要这个吧。”

到家了，我急忙拆开春联，这时爸爸说：“慢！你先看

一下，这春联上的字都认识吗？”我盯着春联看了一会，摇

了摇头，说：“认不全。”爸爸拉着我的手，一边指一边说：

“我来教你。自己挑的春联，自己不认识可不行！”学会春

联上的字后，爸爸又教了我春联怎么区分左右。虽然还

是听不太明白，但我想以后我会懂的。

开始贴了！我帮忙将春联按在门上，爸爸拿着胶布

粘，边粘边说：“要按好哈，要是贴斜了可就不好看了。”贴

横批时，由于比较高，爸爸让我站远一点看有没有放正，

我指着爸爸一本正经地说：“左边高了，右边再高一点，

嗯，正了。”爸爸贴好后，也一起来看，看完夸我指挥得不

错，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虽然这次没能回老家，但我们一家人都在奉化，过年

的味道并没有少，心里一样开心。我想，明年回到老家，

也要和家人一起贴春联。

番茄炒蛋
龙津实验学校401班小记者 臧航睿

今年是个特殊的春节，因为疫情，我们一家三口决定

留在奉化过年，待在家，少出门，过一个宅在家的安全

年。虽然在家，但是我身边也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少有趣

的事呢！最让我自豪的就是跟着妈妈学了好几样拿手好

菜哦！

一天，我完成了功课，看见妈妈正在厨房煮饭，于是

兴奋地问：“妈妈，我现在长大了，可以跟您学煮菜么？”妈

妈翻动着锅铲，开心地回答：“当然可以啊，只是要注意安

全哦！”我点点头，心里想着：自己才刚开始学习，就选择

最简单的也是我的最爱——番茄炒蛋吧。打定主意，我

告诉妈妈自己的想法。妈妈给我讲了一下操作步骤和注

意事项，然后站在一边，让我自己尝试。我系上围裙，打

开冰箱，取出番茄和鸡蛋。然后，拿出一个干净的空碗，

把两个鸡蛋依次打进去，用筷子充分搅拌。接着，把可爱

的番茄清洗干净，再用小刀将它们切成薄片。食材准备

好了，就开始正式炒了哦！

起先，我有点紧张也有点害怕。妈妈告诉我，别怕，

她就在旁边，让我相信自己。还告诉我，倒油前先要把锅

烧热，否则锅里的油容易溅出来。记住妈妈的话，我小心

地打开火，把锅烧热，慢慢地倒上油，过了一会儿，把鸡蛋

液倒进去，等会儿，翻炒几下，再将番茄片加入其中，继续

翻炒，撒点盐，等炒出红色的汁，关火装盘。一道美味的

番茄炒蛋就炒好了哦！

我吃着自己做的番茄炒蛋，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比平

时吃的要香。这就是独特的成就感吧，虽然很小，但是也

能让我开心自豪很久很久呢！朋友们，下次有机会来我

家，要试试我的手艺哦！

欢乐和美便是好年
南浦小学601班小记者 李凯宁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时序交替，匆匆又是一

年新春到。往年春节，我们欢聚在故乡青砖红瓦的家里，

听爸爸讲着家族的历史；依偎在妈妈身边，跟她讲一年来

的趣事。屋内传出本地方言的说话声和清脆的笑声。

得知今年要就地过年的消息，我的心情瞬间变得低

落起来。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儿子，过年

最重要的是快乐，爸爸妈妈陪你在奉化，我们的第二故

乡，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爸爸果然不是哄我，今年在

奉化过年，我的快乐一点儿也没少。

我的故乡在北方，在我的记忆里有很多关于故乡的

“雪之乐”。妈妈说，今年还是能满足我对冰雪的渴望。

春节期间，我们一起来到了梅山湾冰雪大世界。

滑滑梯我玩过，这回来玩冰上滑道，还是头一次。场

馆里人潮涌动、流光溢彩，大家有说有笑地排着队，一派

祥和喜庆。终于轮到我了，我坐在滑雪板上，一手抓住把

手，一手握往冰砌的栏杆。准备就绪后，工作人员用力一

推，我就“嗖”地滑了出去。也许是平衡不好，滑下来的时

候转了个圈儿，这着实让我的心悬了起来。最终，我又恢

复平衡，徐徐滑到了终点。

刚离开滑道，就有个雪球飞进了我的衣领，那“透心

凉”的感觉让我身体一颤。回头一看，又一个雪球扣在我

脸上，原来是爸爸。我胡乱抓了一把雪，做了一个不蓬松

的雪团，也抛了过去，没打中，反而又吃了一口雪。这不

禁令我想起曾经与表弟打雪仗的时光，现在却只能在电

话里和他问好……

闹了一会儿，我们又去玩了欢乐的“八爪鱼”，转来转

去，仿佛乐开了花。我们还去了“雪上迷宫”，绕了半天，

又回到了起点……

老街古镇，古韵悠扬。农历正月初五，我们来到南塘

老街游玩。虽然限流了，但还是热闹非凡，年味一点儿也

没少。里面有两条祥龙摇头摆尾，追着一颗珠子，我居然

看到了书上写的“双龙戏珠”！两个龙头仿佛被施了法术，

一直紧紧跟着珠子，动作节拍丝毫不凌乱。龙身摇来摇

去，沿着街巷迤逦而行，龙爪也有规律地摆着，威严又祥

和。之后，我们还参加了做年糕、品尝糍粑等民俗活动。

今年，我们在离家 1000多公里的奉化过了一个不寻

常的春节，一家人扫房、贴春联、贴“福”字，依然很幸福；

穿新衣、吃年糕、逛街市，其乐无穷。无论身在何方，只要

欢乐和美，就是让我们的心软软的、暖暖的好年！

指导老师 竺燕翔

留奉过年
龙津实验学校302班小记者 游晴涵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来了过年。因为疫情，不能

回老家过年了，只能留在奉化，不过我还是非常期盼这个

牛年的到来。

除夕那天一大早，我醒了过来，拉开窗帘，向下一望，

发现小区张灯结彩，再定睛一看，发现树枝开满了“桃

花”，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不过，这里是“桃花”开。妈妈说，这是为了增

添过年氛围，小区物业叔叔阿姨们特意挂上去装点的。

我在想，那我该为过年准备些什么呢？

我想到美术老师教我们剪“福”字。于是，我拿出工

具，开始了剪“福”字之旅……1小时后，各种各样的“福”

字呈现在我面前，我挑了自己最满意的几张贴了起来。爸

爸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春联，贴在了大门口，家里立刻有

了过年的气息。妈妈开始忙里忙外准备我们的年夜饭。

晚上，妈妈把热腾腾的火锅摆到了桌上……一切准

备就绪，年夜饭开始了，妈妈说：“火锅代表着红红火火。”

我们一家人举杯共饮，希望牛年一切顺利。饭后，我给远

方的亲人送去了新年祝福，希望他们新年快乐、身体健

康。外公外婆收到祝福直夸我懂事。收完爸妈给的压岁

钱，我开始放期待已久的烟花——“仙女棒”，点燃瞬间，

顿时金花四射，好看极了！在美丽的烟花中，2020就这

样结束了。

今年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年，我非常开心，希望疫情早

日结束，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像烟花一样灿烂。

不一样的年
实验小学403班小记者 洪子腾

这个寒假，原本要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

吃吃冰糖葫芦、会会亲友，但是因为疫情，计划实现不

了，我非常失落。

突然，一个好消息传来，学校要为家在外地的 5名
学生举行“留奉过大年”活动，通知名单里我的名字赫

然在列。我喜出望外，高兴得一晚上没怎么睡着觉。

第二天一早，我催着爸爸把我送到学校，下车后便

一溜烟跑到德育处，只见老师和同学已经等在那里

了。老师首先向我们赠送了礼物，然后带我们去写春

联。一开始，我感觉自己毛笔字写得不够好，不敢写。

老师发现后，立即鼓励我大胆地写。这一瞬间，我突然

有了自信，写了一副春联，结果发现写得还不错，比平

时好多了，当场得到了书法老师的表扬。

接着，老师带我们去滕头村玩。一路上，我们说说

笑笑，不知不觉就进了仿古城墙的大门。我们在那里

荡秋千、滑彩虹滑道……放飞自我，玩得不亦乐乎。

最期昐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要提前吃“年夜饭”

了。老师把我们安排到“印象奉化”的一家餐厅。这顿

“年夜饭”很特别，家庭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老师就是我

们的家长。同学们纷纷感谢老师、祝福老师。老师很

感动，由衷地感叹我们懂事了。在欢声笑语中，我们

“一家人”吃了个痛快。

这个年过得真特别、真有意思，让我终生难忘！我

要感恩老师、感谢学校，把这份关爱永远烙在记忆里！

指导老师 李金娜

不一样的春节
溪口中心小学205班小记者 陈方斐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又是一年新春

到，大街小巷真热闹。原本又是一个家家户户团圆的日

子，但是因为疫情，我和妈妈决定留奉过年，由爸爸做代

表回江西爷爷奶奶家拜年。

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这个年过得并不冷清。

除夕那天，妈妈说：“爸爸不在家，你就是家里的男子汉，

必须要有担当。”说完，给了我一副对联，让我贴起来。晚

上，妈妈烧了一顿美味丰盛的年夜饭，我们一起看了春节

联欢晚会。妈妈还悄悄将压岁钱放在我枕头底下。我们

用微信视频给长辈“云”拜年。已经两年没有回外婆家

了，我的外婆家在湖北，去年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看望他们了。

尽管这个新年不能和亲人团聚，但是，爸爸妈妈的朋

友们得知我和妈妈留奉过年，纷纷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

一起过年，打电话约我们聚会。所以，这个年我们过得并

不孤单。愿下一个新年，我们能和亲人相聚团圆。

别样的年夜饭
宁波求真学校203班小记者 罗雅杰

2021年的农历新年，在我的期盼中终于来临，这

是一个不一样的新年。每年春节，我都和爸爸妈妈一

起回老家湖北看望爷爷奶奶，可是今年由于疫情，我们

选择了就地过新年。

除夕早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床就去菜场买菜。

啊！菜场里人山人海，耳边传来阵阵吆喝声、说话声，

热闹极了！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干货水果，五花八门

的海鲜，有又大又肥的螃蟹、又白又胖的虾、扁扁的鲳

鱼、形状各异的贝壳，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鱼类……我

们挑挑这个、选选那个，眼花缭乱，最后终于买好了我

喜欢吃的海鲜。

回到家，爸爸妈妈就进厨房开始忙碌起来。我和

姐姐吃着水果、看着电视，不知不觉年夜饭做好了。看

着餐桌上的食物：清蒸桂鱼、红烧螃蟹、葱油花甲、花螺

焖鸡……我们一边跟爷爷奶奶视频，一边吃着丰盛的

年夜饭，我开心极了！

这是一顿别样的年夜饭！虽然没回老家，但我一

样感觉到了家的温馨！ 指导老师 李卸君

年味，在心里
畸山小学503班小记者 周雅萱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我的家乡在遥远的陕西，陕西人如今

仍把春节叫作过年。今年由于疫情，政府提倡留奉过年，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号召，退掉机票，留在了奉化。

这里的年和我们家乡的年十分相似，只是有些地方

不能放烟花。往年除夕夜我都守岁，今年照旧，通宵不

睡，看春节联欢晚会、包饺子、放鞭炮，期待新的一年吉祥

如意。在新年零点之前，我把门上的春联拿了下来，把新

写的贴上去，增添了喜庆气氛。之后，我给妈妈拜了一个

平安又幸福的年。终于，新年的钟声敲响，开始放鞭炮，

“嗖嗖”烟花喷上天空，“啪”的一声，一个金色光点如同离

弦之箭，飞上天空绽开了笑脸。按照我们陕西的习俗，过

了零点要吃饺子，因为正是子时，取其新旧交替、子时来

临之意。所以，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吃夜宵啦！

虽然有点思念远方的亲人，但是通讯网络发达，我们

可以网络拜年，奉化的年也让我过得很开心。

指导老师 周欢

把年味搬进我家
畸山小学503班小记者 王雅婷

年味，在我看来，是温暖、幸福的，是喜气洋洋的，还

是家人团聚的时节。前几年，我们都回贵州老家过年，在

年味浓浓的村庄里，在红火喜庆的装饰里，大家相聚一

起，大人欢坐一堂，小孩欢呼雀跃，这是平日里的过年。

今年不回老家的我们，决定把年味搬进家里。

过年，肯定要除旧迎新嘛，要让家里干干净净的，我

们完成了几次大扫除，还要贴对联呢！我特意把“福”倒

过来贴，寓意着“福到了”。

过年了，还得穿新衣。我的红色外套真不错，仿佛我

把福挂身上了。除夕前几天，家里忙得连觉都睡不好。

除夕前一天，家里的东西已经堆积成山。接下来是整理

时间，我和妈妈一起，摆放的摆放，装饰的装饰，家里焕然

一新。

除夕当天，饭桌上有一大桌子好吃的，入乡随俗，海

鲜必不可少，还有爷爷和外公的酒，爸爸妈妈和姑姑姑父

的果汁，奶奶和外婆的可乐，我和弟弟的牛奶。每人高举

手中的饮品，围成一个圆，这个圆叫作“团聚”。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晚饭后，我们

手里的“仙女棒”在燃烧，一个接一个的鞭炮，也在它绽放

的时候完成了它美丽的心愿。

年过了，岁长了，可年味没少，统统被我收藏在了家

里呢！

指导老师 周欢

美好的过年
畸山小学503班小记者 陈欣灵

过年，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词语。对上班族

来说，是跟家人团圆的日子；对学生党来说，是暂停繁忙

的学业、开始嗨的节日。总的来说，过年，肯定是一年中

最快乐最美好的日子。

过年，那肯定少不了压岁钱啊！还有被我们小孩子

背得滚瓜烂熟的“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不给红包，打成熊

猫”，这句闪耀着金子光芒的口诀，嗯，想想都流口水。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是谁专属的声音啊？

那肯定是烟花一家和爆竹一家啊，它们可是过年必不可

少的！尽管那些大型烟花常常吓得我屁滚尿流，但那长

棒子烟花甚得我喜爱，用火点燃，一簇火花就闪烁起来

了，一挥，就像仙女下凡一般，手持烟花翩翩起舞。在烟

雾缭绕中转几圈，恭喜你，已经是“仙女国”一员啦！

虽然我们一家来自江西，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还有姑姑叔叔他们一大家子，都在奉化定居。奉化，

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所以，尽管我们今年不能回老

家过年，依然收获了无限的快乐与祝福。

过年，真是一个与众不同、快乐与幸福共存的日子！

指导老师 周欢

幸福过大年
畸山小学503班小记者 侯心怡

每年过年，我们都要穿上新衣服，家家户户贴上对

联、挂上喜庆的灯笼，准备迎接下一年。

过年的时候，家里会来许多亲戚，聚在一起吃饭，吃

的是团圆饭。饭桌上有许多菜，有红烧肉、烤猪蹄、红烧

羊蹄……我们吃得肚子都大了一圈。

过年其实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啦，因为过年可以收到

红包，我今年收到不少呢！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和别人

聊聊天儿，也会感到很幸福。晚上，烟花在空中变成一朵

花的形状，美丽极啦！

今年春节，我去了滕头和四明山玩。滕头景区人山

人海，特别是玩彩虹滑道的地方，挤都挤不进去。美食街

也是人头攒动。不过滕头的风景很美，我还坐了小火车，

小火车慢慢悠悠地跑着，我就看着窗外的风景。那边有

梅树，梅花可真美，非常俊俏，而且不畏寒冷。

四明山的冬景也毫不逊色，从远处眺望，那风景美极

啦！往下一看，有许多山，还有小村庄呢！看完之后，我

们继续出发，到了四明山森林公园，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

树和花，还有小河流。不过，进去后还是像爬山一样爬上

去，站得高看得远。森林公园看完了，我们就去地质公园

啦！地质公园也非常美，那里有小小的玻璃桥，往下望

去，有小村庄，还有许多梅树。那里还有望远镜，我用上

望远镜后，看不清的全看见了。那里几乎都是小草坪，还

有香榧树，树上有香榧果实，不过不能乱摘，因为这是公

家的。

过年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不管身处何方，都可

以感受年的气息。过完年再去别的地方玩玩，放松心情

也是非常好的。祝大家新年快乐、牛气冲天！

指导老师 周欢

不一样的年
锦溪小学306班小记者 刘家豪

因为疫情，今年过年我们不能回老家了，只好就地过

年。

学校很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留奉大礼包。嘿！礼包

里正好有春联，除夕可以用上。

除夕贴春联的时候，我自告奋勇，想要贴那张最大的

“福”字，我把“福”字放在门上，左右对了对，问：“哥！正

不正？”“正！”我拿着胶带把那个大“福”字贴好，看着端端

正正的“福”字，我心里乐开了花。

今年的年夜饭很不一样，我们家和邻居家一起过

年。餐桌上除了佳肴以外，还有两道特殊的菜：一盘是邻

居阿姨准备的米馒头，一盘是我妈包的饺子。

这个年既有奉化味，又有遥远家乡河南的味道，真是

一个不一样的年！

指导老师 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