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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奉过大年留奉过大年 异乡异乡““云云””团圆团圆ⅡⅡ
不一样的年味

莼湖中心小学302班小记者 鲍佳琦
回家过年，是人们每年的期盼和向往。2020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戴口罩、常消毒、不出门，成了

去年过年的标配，但谁也没能安心过好庚子大年。今

年过年，疫情的影响仍旧存在，“就地过年”已成为了辛

丑年过年的新标识。因此我们一家也留在了奉化过

年，这也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二次在外地过年。

过年的前一天，我们接到姨婆的电话，让我们去他

们家过年，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盼望着新年赶快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我们到达姨婆

家了，走进姨婆家，映入眼帘的是一大桌好吃的菜。我

向姨婆姨丈爷问了好，姨婆就招呼我们吃午饭了。姨

婆好热情，又是给我倒饮料，又是给我夹菜，吃得我肚

子圆鼓鼓的。

吃完晚饭，我们一大家子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

欢晚会，时不时响起一阵阵笑声，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虽在异乡，我依然能够感觉到过年的“年味”以及家人

们的思念。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走亲访友，该拜年的拜年，直

到正月初四拜年才全部结束。想想在奉化过年也要体

验一下奉化风情，于是我们就去了奉化溪口风景区，那

里真的是山美水美，空气清新，到了那里仿佛去了人间

仙境一般。我们一家人还去看了电影，去了新华书店，

在玩的同时也不忘学习一点知识，为下学期做准备。

从去年过年不出门，到今年就地过年，历经不一样

的过年方式，既有不一样的体验，也找到了年的味道。

感谢生活，让我们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年！期待春暖花

开时，我再与家乡亲人拥抱！ 指导老师 梁宁宁

第一次在奉化过年
莼湖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唐云哲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一阵阵鞭炮声让我从梦中

醒来，睁开眼睛，才想起今天已经过年了。揉揉眼睛，

正要起床，发现妈妈已经站在我的床前，把准备好的新

衣服扔给我说:“过年啦，把新衣服穿上吧！”我穿好衣

裤下楼发现小伙伴们已经在外面等了我很久了。

洗漱完毕，刚好要和小伙伴们出去玩，被妈妈叫住

了。妈妈说:“今天过年啦，咱们一起体验一下过年的

味道吧！”妈妈边说着，边从火炉上端下热腾腾的糯米

倒在锅里面。接着，爸爸找来了工具，开始打起了年

糕。打了一会儿，我发现爸爸额头冒出了汗珠，我对爸

爸说:“给我试试吧。”接过爸爸递给我的工具，我也像

模像样地打了起来。打年糕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

一会儿我就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最后看到打好的年糕，

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打完年糕，我们就分头行事了。爸爸妈妈准备美

食，而我的工作是写春联。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把春联

写好，这时候爸爸妈妈的美食也准备得差不多了，于是

我和爸爸一起把春联贴在门上，看着春联上工工整整

的字迹，我的心里又增添了几分成就感。

贴完春联，门口来了两位客人，爸爸妈妈把他们迎

进家门。原来是本地的阿公阿婆，为我们送来了他们

自制的特色小吃“豆酥糖”。年夜饭是在我家吃的，爸

爸妈妈邀请了很多客人一起分享美食。一大桌子人一

起吃年夜饭，热热闹闹，让我感受到在外面过年也很温

馨热闹，一下子让我忘记了在外地过年的那种孤独感。

吃完年夜饭，拿上爸爸妈妈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各

种烟花爆竹，叫上几个小伙伴，在院子里面开开心心地

玩了起来。不禁让我想起了在家过年的日子也是这么

快乐，看着绚丽的烟花，我还想起了远在老家的爷爷奶

奶、哥哥姐姐们，我想，此刻的他们应该也很开心吧！

指导老师 袁鑫辉

年味奉化
岳林中心小学604班小记者 刘子浩

年，本该与亲人欢聚一堂，在欢乐中喜迎新春。可今

年因为疫情，阻隔了身在奉化的我和河南老家的亲人。

今儿个是除夕，要是换做以前，我早就跟着爷爷，领

着弟弟在外头“噼里啪啦”放鞭炮了。现在奉化好多地方

禁烟火，放炮？别想啦！

无奈，我只能闷在家中。咦？一股诱人的醇香勾着

我的馋虫，是从厨房传来的。看着正忙活着的妈妈，嗅着

蒸锅里神秘的香味，我心生疑惑，问：“妈，这是啥呀？这

么香！”“米馒头，我的几个朋友教我的。有的奉化人过年

就吃这个。”看来妈妈也下了功夫。奉化的美食确实与老

家有所不同。看着妈妈调好面糊，用勺子一勺勺舀起来，

整齐地倒扣在笼布上，盖上锅盖，就等着出锅了。一套动

作行云流水。在锅中的“小白胖子”散发着年的专属香

气。我望着锅中一个个“小白胖子”咽了口唾沫，偷尝一

口，嗯，真好吃！

不仅是米馒头，蒸好的年糕就更妙了！黏而不腻，百

吃不厌。这个特殊的，带有奉化味儿的年，就在美食的带

领下开始了。虽不能与亲人团聚，我们可以用视频的方

式拜年。望着屏幕上的爷爷奶奶，久违的思念化作问候

从心底传出，泪花闪闪是他乡相隔的海，这拜年的方式像

连接着我们的桥。我心中除了欣喜外，还有些惊讶。这

个奉化味儿的年还加了点现代元素。

初一走亲访友，在奉化的几年，我们的朋友愈发多

了。还是用视频电话的拜年方式将我们彼此间的祝福传

达。这个特殊的奉化年，在异地美食和习俗的包围下，

过得特别开心。这不仅是一次异地他乡的春节，还能感

受他乡文化。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年啊！

指导老师 董洁

难忘的春节
江口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宁海搏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奉化过年，这里虽然不能像在老

家一样打爆竹、放烟花，但也是年味十足。我们全家度过

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春节，比如去吃火锅、去购物、去溪口

游玩、去登山……

因为疫情，我没有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和外公外

婆。不能和他们一起欢度春节，这让我有些遗憾，希望疫

情早日结束，来年可以回家过年。

春节
新城实验小学402班小记者 宋艺熏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春节。受疫情影响，我们一

家选择就地过年，所以我们今年就在奉化过年了。

往年我们都是提着大包小包回家，然后到亲戚家

去拜年，爸爸妈妈总是很忙的样子。今年当然就闲下

来了，所以爸爸就更有空闲的时间在家陪伴我们了。

我最最开心的是除夕那一天，奶奶准备了一大桌

好吃的菜，都是我爱吃的，我的肚子吃成了圆圆的大西

瓜，待我们吃饱喝足了之后，迎来了最最惊喜的环节

——放烟花。

只见爸爸拿出了一个小盒子小心地点燃，啊，怎么

只是一点小小的火花？我转过身刚要走的时候，就听

到了“噼噼啪啪”的声音，我转过头，哇！好漂亮的烟

花，它的火花如孔雀开屏一般，不过很快就燃没了。这

时爷爷搬出来一个大箱子，点燃，顿时，一个个光点从

箱子的小长筒里蹦出来，直冲云霄，飞到天空中的一霎

那，“嘭”，绽开了五颜六色的花朵，真是美极了！我和

妈妈啧啧赞叹，而弟弟却被响声吓哭了，直往爸爸的怀

里钻。我们都被弟弟逗得哈哈大笑，这一个春节就这

样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

就地过年，牛年快乐
居敬小学402班小记者 陈钰图

在爆竹声中迎来了除夕，我特别兴奋，因为这是我第

一次没回老家，留在奉化过年。

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准备年夜饭。“厨神”老爸亲

自下厨，精心烧制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鲳鱼、一碟香

气扑鼻的五香牛肉、一盘外焦里嫩的油炸豆腐……最后

还烧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们一家三口一边聊着

天，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年夜饭，把菜都吃了个精光。爸爸

看着一桌“光盘”，嘴角一扬，得意地说：“哈哈，看来我的

厨艺不错嘛！都光盘了！”看着老爸的嘚瑟劲儿，顿时笑

声充斥了整个房间。

过年怎么能少了春节联欢晚会呢！精彩纷呈的春晚

开始了：你瞧：那身轻如燕的舞者们在舞台上跳得多优美

啊！我看着他们舞蹈，就好像身临其境一般。我最喜欢

的相声、小品，那些可就更精彩了，说、学、逗、唱，样样俱

全，一个个“包袱”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我笑得嘴巴都

合不拢了，差点儿从沙发上掉下来！

时间过得真快，跨年的钟声敲响了，窗外响彻云霄的

鞭炮声，好像在祝福着奉化人民牛年快乐，牛气十足！就

地过年，别有一番滋味！ 指导老师 陈佩珍

春节
溪口中心小学105班小记者 江昊骏

盼望着，盼望着，期待已久的春节终于来了！溪口镇

上处处张灯结彩。过春节最重要的就是年夜饭，而这怎

么能少得了饺子呢。

“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因为疫情，我们一家没能回

到老家，与亲人团聚。但是在这吉祥的日子里，我们就在

溪口这个第二故乡，包饺子来庆祝。学着妈妈的样子，我

拿来一张圆圆的饺子皮，先用勺子把肉馅铺在饺子皮中

间，再用手指沾一点水，均匀地涂在饺子皮边缘，最后对

折捏紧。瞧，一个可爱无比的饺子就完成了。

虽然我包的饺子不算好看，但却美味无比，因为这小

小的饺子里包含了我们浓浓的祝福。祝福家人健康平

安，幸福快乐！ 指导老师 陈静慧

做纸扇子
溪口中心小学102班小记者 沈恩玉

马上要过新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忙个不停，有的在大

扫除，有的在贴对联，有的在挂灯笼，一片红红火火的景

象。

我们家也不例外，忙碌了一上午后，妈妈说：“我们来

做一些纸扇子装扮一下家吧。”我拍手叫好，我们说干就

干，马上找来了一堆大红色的彩纸忙活起来。没过多久，

桌面上折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扇子。接下来我们就要精心

搭配了，我们把大小不一的扇子贴在墙上，旁边再贴上一

些小花，单调的白墙立刻就变得喜气洋洋了。我们把花

瓶里干枯的树枝拿出来，粘上几片红扇子，干枯的树枝顿

时开出了红艳艳的“花朵”。“哇！好美呀！”我惊叹着。

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说：“新年快乐，宝贝！”“新年快

乐！”我感觉纸扇子正祝福我们呢！

指导老师 马君娜

过新年牛起来
溪口中心小学502班小记者 江昊阳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这辞旧迎新

的日子里，在这没有硝烟的战“疫”时刻，我们一家响应号

召，选择就地过年。

“街街饰彩家家掸，扫尽桃符换对联”门框上的这副

旧对联被清理干净后，只见爸爸用刷子蘸了点浆糊，在对

联的背面龙飞凤舞了几笔，拎起鲜红的对联就往门框上

比对。“再上一点，左，再左一点，哦！不对，是右。”经过一

番折腾，“碧树红楼相掩映，黄牛骏马共迎春”这副对联终

于整齐上墙，带来了节日的喜庆。

当最后一缕阳光逝去时，家家户户欢声笑语，原来都

在准备年夜饭。今天的晚饭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爸爸是主厨，妈妈是助手，我和弟弟负责包饺子。忙碌了

一个小时后，饭桌上出现了各种美味佳肴，有红烧鱼、红

烧鸡肉、炸薯条，当然还有象征着过年大团圆的饺子。

经过一番“大酒大肉”之后，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看

起了春节联欢晚会，期待着新年的到来。今年的春晚依

旧有小品、唱歌跳舞、武术，还有融入我们中国元素的时

装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字叫《牛起来》的歌舞，

新的一年“扭”起来！牛起来！这舞蹈好燃啊！

“旧年钟声入新年，爆竹阵阵岁经添。”当大家都沉浸

在欢乐中时，浑然不知新年正悄悄来临。“咚、咚——”家

里的大钟把我们的思绪拉了回来。“新年来啦！”爸爸在门

口点燃了大烟花，一个个小火花冲向无边无际的天空，把

漆黑的天幕映得分外妖娆。白烟随着微风把一份份祝福

送到千家万户，它带着幸福，带着欢乐，祝愿我们的祖国

更加繁荣昌盛。 指导老师 曹羽飞

欢喜溪口年
溪口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毛昱杰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许多

外来务工的叔叔、阿姨积极响应国家“倡导就地过年”的

号召，留奉过年。今年我和爸爸妈妈也留在溪口过年，感

受不一样的年味。

正月初一，一大早我们徒步到了雪窦山景区，爸爸妈

妈带着我在雪窦寺弥勒大佛下新春祈福，新的一年为家

人祈福安康。而说到热闹非凡，我觉得莫过于家门口的

蒋氏故居了，远远望去真是人山人海。我们先来看看武

岭门的“喜鼓迎宾”吧！鼓声传递到人们的心中，古朴典

雅，纯正健美。真是声势浩大，非同凡响啊！接着我们来

到三里长街，这里喜舞笙歌，还有民国风的歌舞表演，我

爸爸给我讲了其中一个著名的“康康舞”，据说从问世至

今已有 150个年头了。还有旗袍秀，妈妈说旗袍作为中

华民族的传统服饰，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文化韵味。此外

还有财神、布袋和尚在派发新春福袋，我很幸运获得了一

个大红包，可真开心啊！我们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小丑

和魔术表演，活泼机灵的小丑表演了各种有趣的节目，我

特别崇拜变魔术的叔叔，既神奇又有趣。

蒋氏故居的三里长街真是让人流连忘返，意犹未

尽。新年的第一天可真开心呀！ 指导老师 邬盈盈

难忘的留奉新年
武岭小学203班小记者 胡芯语

又是一个新年到。这是一个特殊的新年，受疫情影

响，我们全家都不能回老家，要留在奉化过年。我们一家

三口选择去弟弟家过大年。

吃完年夜饭，外婆从冰箱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面团

和拌好的饺子馅，大家围在一起边包饺子，边看春晚。这

是我第一次包饺子。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一块外婆

擀好的皮，用筷子夹起一小团馅料放在面皮的中间，再把

它们对折，用手把面皮的边边捏在一起，掐出美丽的花

边，一个饺子就做好了。吃着饺子，我想起了老家的清明

果。虽然包法相似，但是颜色和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清

明果的面团里和了一种叫“野艾”的野菜，所以颜色是青

绿色的，非常好看。馅料用腊肉、猪肠、冬笋等和野艾拌

好，有的加入了豆腐，有的加入了萝卜干，两种馅会用不

同的包法区分开来。一般萝卜馅会捏上好看的花边。一

口下去，很有嚼劲，馅料咸香满口，好吃极了。

我希望疫情快点结束，这样，在外地生活的人们就可

以回家团圆啦！ 指导老师 李敏

家乡的年味，思念的味道
武岭小学203班小记者 王紫涵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念是一种妙

不可言的东西，它有很多种味道。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种

无法抹去的味道——腊肉。每到过年，菜桌上准能见着

它。别看它黑不溜秋，但尝起来，味道可不一般哦！你想

知道这么美味的腊肉是如何做成的吗？那就让我来告诉

你吧！

首先，取新鲜的猪肉，给它洗个冷水澡。再给它喝上

二两白酒，使它醉醺醺的，把它放入盆中，依次加入食盐、

十三香、花椒粉、生抽、老抽和油。接下来，给它做一个舒

服的按摩，让它睡上两天两夜。两天之后，用一个钩子挂

起来，让它享受一天的日光浴。趁它不注意，把它放入烤

箱中，再用小火慢慢烤它。渐渐地，它外衣的颜色由白色

变成了焦黄色。美味的腊肉就这样完成了。

妈妈把腊肉切成片蒸熟后，它颜色金黄鲜亮，内里红

白分明，勾起人的食欲。在贵州食品特产中的地位绝对

不低于任何一样小吃。我夹起一片，放入口中嚼了嚼，瘦

而不柴，香而不腻，味道美极了。

这时，我想起了远在老家的爷爷和奶奶亲手腌制的

腊肉。我的眼泪填满了眼眶。爷爷奶奶，明年春节，我们

一定回来看你们！ 指导老师 李敏

写给爷爷的一封信
西坞中心小学401班小记者 赵英杰

亲爱的爷爷:
您好！
好久不见，您还好吗？今年由于疫情，我们还是不能

回老家看望您，我特别想您，希望您和奶奶一切安好！等
疫情结束，我们一定会回去看您的。

还记得以前每年春节，我都和您一起贴对联，贴年画
和扔摔炮，让我难以忘怀。那“嘭嘭嘭”的炮声，承载了我
们多少快乐和幸福，让我很是想念。今年春节，是我留在
奉化过的第二个年，也让我静下心来感受到了属于这座
城市独特的魅力。热乎乎的牛肉干面，香喷喷的生煎包
子，甜到心底的汤圆，让我的味蕾得到了充分满足。新建
漫山遍野的梅花，溪口蒋氏故居浓厚的文化底蕴，让我的
视野得到了拓展。爷爷，等下次放假了，我们一定会带您
和奶奶来这里看看走走，相信您也一定会爱上这里。

最后，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
您不用操心。我还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您，过几天您就会
收到。爷爷，别忘了把它贴在大门上，这代表我给您最深
的祝福。

祝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您的孙子赵英杰
2021年2月8日

指导老师 吴凯丽

民宿里的春节
方桥中心小学601班小记者 陈朗

又是一年春节到，但今年春节与以往大有出入。以前

的春节，我们总是在故乡一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挂灯笼、贴

对联、收红包。可疫情却把我们分隔在五湖四海，“每逢佳

节倍思亲”，这份思念越发地深了。回老家是不可能了，于

是我们约上好友，来到大隐镇一家民宿里。

第二天早上醒来，看时钟已是 9时。灿烂的阳光落

在门外的一大片野草上，这时候吃早餐还不算太晚。厨

房里热火朝天忙碌着的是“大厨”们，等到所有饭菜端上

饭桌时，老家的味道也来了，是饺子！

它晶莹剔透的外皮里是猪肉、玉米、胡萝卜和芹菜的

派对，猪肉的香，玉米的甜，胡萝卜的脆和芹菜的浓，让我

们这些远在外地的游子也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晚上 11时，我们这一群“夜猫”迎来了民宿之旅的最

后一个活动，用手带动易拉罐使其笔直地滚到红包上面，

用这种有趣的方式来获得压岁钱。刚开始，我们每个孩

子总是把握不好角度，有的滚到了两个红包的中间、有的

掉下了桌子、还有的一开始就转了个弯，往与红包相反的

方向滚。大人们笑得不亦乐乎，我们大汗淋漓……后来

最先得到红包的还是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他不仅是第一

个拿到压岁钱的孩子，也是获得钱最多的那个“King”，我
确实是自叹不如。

临近归程，我们怀着不舍却快乐的心，离开了这家令

人留恋的民宿，虽然这些民宿美丽又好玩，但是又有哪个

地方可以与故乡相比呢？ 指导老师 沈嘉瑶

不一样的年味儿
方桥中心小学203班小记者 杨茂

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家留在奉化过年。原本，我还

在遗憾无法和家乡的亲人团聚，但妈妈告诉我，如果我们

非要回家过年，会给我们祖国的防疫工作增加负担。听

了妈妈的话，我便号召哥哥姐姐们也一起留在奉化过

年。听到他们决定也留奉过年，我高兴极了，一家人不孤

单了，而且我们还为防疫工作出了一份力！

由于留奉过年，妈妈便置办了许多年货，有妈妈自制

的灌香肠，有爸爸熏的腊肉，还有之前风干的一只鸡和三

条鱼……这些美食真是让我“垂涎三尺”，我已经迫不及

待想要过年了！

正月初一，妈妈起了个大早，忙里忙外。看着妈妈忙

碌的身影，我和姐姐也连忙起了床，给妈妈帮忙，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妈妈让我帮她剥蒜洗葱，接到任务的我立

刻行动起来。陆陆续续有客人拎着拜年包裹来了，大家

互相祝福，热闹极了。作为小主人的我，帮叔叔阿姨端茶

倒水，拿出零食招待他们，陪他们聊天，他们夸我是爸爸

妈妈的好帮手！妈妈做了三大桌的菜，有豆腐炖羊肉，有

蒜薹炒腊肉，有蒸香肠，有鸡爪，还有各色各样的凉菜，味

道好极了！大家欢笑着，热热闹闹一起过了年。

这个春节虽然我们无法回家，但在奉化这个温馨的

大“家”里也拥有了很多感动，祝大家新的一年也平安喜

乐，阖家团圆！ 指导老师 乐娇艳

留奉过年
实验小学202班小记者 柯奕臣

因为疫情，今年我们不能回到江西老家过年了。我

很想念家乡的妹妹，妹妹常在电话那头奶声奶气地说：

“哥哥，回来陪我一起玩吧，晚上还要带我一起睡觉哦！”

还有我亲爱的奶奶，她最疼我啦。我甚至和爸爸说，能让

我们回去待一天也行，我好想念她们。

假如我回到家乡，奶奶爷爷会热烈迎接我。我可以

和妹妹在前院一起玩，可以到后院的小山丘上冒险。我

和爸爸曾在山丘上建起了一个小基地，奶奶告诉我那个

小基地现在还在，可以和小时候的好朋友一起玩木头人、

玩跳房子，去他家的圈里看鸭子和鹅。可以吃奶奶做的

糍粑，还可以到镇上去赶集，奶奶都会给我买好多吃的。

到吃年饭时，我们和小爷爷一大家子一起，说说笑笑，非

常非常热闹。晚上的鞭炮，要一直放到凌晨。

疫情过后，我还是会回去的。

指导老师 王琼芳

吃年夜饭
实验小学203班小记者 王昱骁

放鞭炮、贴春联、备年货……过春节啦！受疫情影

响，我们决定就地过年，感受奉化的年味。奉化的年味

有很多很多，最令人难忘的是吃年夜饭，也叫团圆饭，

一大家子围坐在桌子前，桌上放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妈

妈是大厨，她做了我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也做了爸爸

最爱吃的干锅牛肉，我们吃着美食，互相祝福，欢声笑

语传遍了整个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