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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纳福贴春联，红红火火过大年。由本报与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联合举

办的“我们的节日——小记者童眼看春节”征文征画活动得到了众多宁波晚

报小记者积极响应，他们化身年味探索者，有的走向大江南北，感受各地不一

样的年俗；有的深入乡村，探寻或久远、或新颖的年味以及家乡新变化。

2018年2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卢华君 实习编辑/王林

照排/余佳维

2018年2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卢华君 实习编辑/王林

照排/余佳维
小记者小记者 A06、07AA0606、、0707

交通银行杯“我们的节日——小记者童眼看春节”征文征画优秀作品选登交通银行杯“我们的节日——小记者童眼看春节”征文征画优秀作品选登

迎春纳福贴春联
鄞州区江东中心小学华光校区504班 忻鼎超(证号810025)

过年贴春联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之一。当大红喜气的春
联和福字贴上门窗的时候，我最盼望的春节终于拉开序幕了。

以前，我家的过年春联都是买现成的。今年，妈妈提议由
我来写福字和春联。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
我和妈妈在“文房四宝”店，精心挑选好了五言、七言的春联纸
和福字纸。然后，我一头扎进电脑，耐心地搜索适合我写的春
联临摹帖。最后，我铺好毛毡，给砚台倒上墨。慢慢地将毛笔
蘸满墨，小心翼翼地提起笔，准备在春联纸上写了。妈妈在一
边提醒：“很久没写了，先在宣纸上练练再写吧！”于是，我先在
草稿纸上练手，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信心慢慢回来了。我一
边给自己打气，一边放开手脚深吸一口气，慢慢俯身稳稳地落
笔，开始在春联纸上写：“春至百花香满地，时来万事喜临门”

“花开富贵喜，运转乾坤高”。我一鼓作气写完两幅，妈妈在一
边打趣：“哟！不错，还没全部还给老师。今年我们家的门可就
更喜庆了。”

等写好的春联和福字墨迹干透，妈妈满面春风地说：“迎春纳
福贴春联喽！”我自豪地帮妈妈递这个递那个，欢欢喜喜地把透着
墨香的春联和福字贴上了门。

大红的春联表达了我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我热切地盼望
着热热闹闹的春节赶紧到来。 指导老师 吴红云

奶奶家的“红”院子
鄞州区华泰小学教育集团西校区503班 庄言（证号800131）

逢到过年，我的家乡便会变得红红火火，总是有喜气洋洋
的样子浮现在眼前。

我爷爷奶奶的家在石塘，他们有一个院子，在这个院子里
一共住着九户人家。九户人家门上都贴上了一幅幅金红镶嵌
的对联，远远望去就好像红纸上点缀着许多黄金。院子里更是
美不胜收，一片片红红绿绿。君子兰绽着大大的绿叶子；海棠
伸展着细细的小枝；杜鹃则把笑脸全绽开了……

在院子的右侧，是一个小小的通道，现在也变了样。电线
下面挂起了一串又一串红色。走近一看，便是一串串的大红灯
笼，每次进出都使人赏心悦目。

“慢一点！”原来是爷爷要挂灯笼了！只见奶奶扶住爷爷的梯
子，爷爷爬到梯子的最顶上，左手握着一个大灯笼，右手握着一卷
绿麻绳，给灯笼打了一个结，往空调架上一挂，便吊在上面了。接
着，爷爷又站在梯子的顶端，在我们家的门口也挂了一盏灯笼。

到了晚上，两只灯笼点亮了灯，慢慢地旋转着，路人经过的时
候，都不住地抬头望着，时不时发出“啧啧”声；灯笼的光芒映照在
旁边的墙上，五颜六色，显现出许多小狗的影子；院子里的老爷爷
老奶奶也搬来椅子，坐在底下赏灯笼……

“砰砰砰！”炮仗也燃放起来了，院子里一片五彩绚丽，春节
也在这热闹的气氛中悄悄到来了。 指导老师 陈雅君

抢红包
慈溪市慈吉小学502班 罗晨馨（证号816430）

吃饺子、放鞭炮、拿压岁钱都是传统的过年习
俗，除了这些你们知道现在还流行什么吗？哈哈，没
错，就是抢红包。

除夕夜，我们家的两个“低头族”一吃完年夜饭
就开始忙着捣鼓手机了。只见妈妈躺在床上，一会
儿高兴地大叫：“哇！我抢到了一个超大的红包！”一
会儿又垂头丧气地埋怨道：“哎！手气真差，只抢到2
分钱！”我好奇地跑到妈妈身旁，定睛一看，原来她在
微信群里抢红包呢！叮咚一声，群里冒出一个红包，

“快抢，快抢！”我连忙提醒妈妈，说时迟，那时快，妈
妈早已点开了红包，“哈！5.95元，老妈你真厉害！”
我不禁赞叹道。妈妈还陶醉在抢到大红包的喜悦当
中，群里又来了好几个红包，妈妈赶紧抢！抢！抢！
1.68元，2.15元，3.89元纷纷落入她的“零钱包”，真
是太好玩了！“老妈，让我帮你抢一次吧！”妈妈很不
放心地把手机递给我：“反应要快哦！”我拿着手机，
像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似的，心里也不由得紧张
起来，我一边等红包，一边在心里念叨：“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一定要让我抢到一个大红包呀！”不一会
儿，果然又跳出了一个红包，我飞速地点开它，哈哈，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了2.26元，我的运气也不错
哦！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边看春晚，边抢红包，房间
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抢红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妈
妈说，微信红包虽然金额很小，但每个红包都承载着
人与人之间满满的祝福。 指导老师 宓开云

在西安过春节
慈溪实验中学初一（4）班 张佳煊（证号816048）

春节已经来到，我们也迎来了最喜庆的时刻。
登上了西安的巍巍城墙，在和煦的春风中，缓缓

走过长廊。这里，正在举办西安城墙新春灯会。长
廊里挂着数不尽的灯笼，无数红布条在飘荡。走近
一看，令我十分感动。它们无不是些祈求平安、幸福
的美好祝愿，祝愿家人、祝愿亲友、祝愿祖国。红布
条上散发出来的浓浓亲情包围着我。我也开始为家
人们祝愿，愿他们安康、幸福。

夜色笼罩着大地，整个城墙看起来更美了。大
红花散发着金光，花团锦簇。花开得灿烂，照亮了一
方土地。花儿的旁边正立着几只大元宝。两只大红
灯笼正在它们上边“飞”着，并与我问好。瞧。年兽
好像也与人们重归于好，咧开了嘴笑着一起庆祝我
们的春节。灯火摇曳下，竟是有些视线模糊，只听得
周围人的欢笑声。

来到城墙边，我看到河水在潺潺地流着。而此
刻，这河水倒映着斑斓的灯火，以及古老的西安城
墙。凝望着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城墙的古老魅
力。它好像一位巨人，从沉睡中醒来，慈祥地望着欢
庆的人儿。深入骨髓的，是它见证过的漫漫历史和
中国人民对它的崇敬、感情的寄托。

在遥远的西安，在这个特别的节日，我格外想念我
的亲人。 指导老师 陈佰祥

“管理”压岁钱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107班

沈若岩（证号816550）

每年过年都很开心，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长
辈们还会给我好多压岁钱。

我现在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在爸爸妈妈
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尝试自己“管理”自己的压
岁钱啦！

今年我共收到了8000元压岁钱，我把这笔钱分
成5部分来使用：交4000元给爸爸投资理财，爸爸
说：以后每年都交4000元，按照5%的年收益，到高
中毕业还有12年，我能连本带利拿到63668元，这
都足够我交大学四年的学费了。抽出1400元交一
年两学期的午餐费。抽出1200元，给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每人购买200元左右的小礼物，
表达孝心。抽出800元用于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
图书和旧书还可以捐给家庭困难的小朋友。还剩
600元就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买新衣服和好吃的吧。

这就是我对压岁钱的“规划”了，你们觉得怎么
样？

指导老师 陆一闻

压岁钱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408班 王子凌（证号817476）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过年啦！外
面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和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围坐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吃
着年夜饭。和往年一样，我收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压
岁包，不一样的是，妈妈今年居然没有“没收”我的
压岁钱，我的压岁钱让我自己来管理。

压岁钱怎么花呢？我可是第一次手里攥着这
么多钱。我拿出一个小本子，开始我的“理财计划”
了。

小时候，我的钱都是存“爸爸银行”，爸爸说，存
一年，会给我很多“利息”。压岁钱也算是一笔巨资
了，这一次，我要让爸爸带我去银行，把钱先存起
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取用，非常方便呢。

记得暑假的时候，我在妈妈的微信朋友圈看到
了几张照片，那是一个叫云南宁蒗的地方，照片中
的小朋友穿着又脏又旧的衣服，他们的房子连张床
也没有。看着那些照片，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去看
看他们。我要用压岁钱，买些文具、课外书，还有衣
服和被子寄过去，让远在宁蒗的小朋友在新的一年
里能够收到我最真挚的祝福，希望他们在崭新的一
年里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我要给爷爷买几瓶钙片，让爷爷受伤的骨头早
日康复；我要给奶奶买可以治好糖尿病的药，让奶
奶和我一样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还要给爸爸买
足球鞋，给妈妈买羽毛球拍，让爸爸妈妈多运动，不
再总是捧着手机。快开学了，我要给老师买润喉
糖，这样老师就不会经常嗓子疼了……

转眼，我的记账本上已经写了满满一页，你有
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赶快告诉我，我也可以帮助
你哦！

指导老师 罗冲

今年，我在农村的外婆家过年，发现这里焕
然一新。以前的村庄臭气熏天，垃圾随处可见，
如今山清水秀，干净整洁。这不由得让我大吃
一惊，心中充满了惊喜和疑问。

我迫不及待地出门逛村庄，去一探究竟。
我发现原来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没有了雨
天泥泞的烦恼。当我走到村头的养猪场时，令
我惊讶的是这里不但没有了猪粪，而且连养猪
场都是静悄悄的。我走近一看，里面居然一头
猪都没有！我走到溪边，溪中没有一点垃圾，取
而代之的是清澈的溪水，鹅卵石在水底闪闪发
光，鱼儿在水中欢畅地游泳，成群的鸭子在小溪
中嬉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带着满腹疑问回到外婆家，发现外婆忙
着打扫卫生，清理出许多垃圾。她一看到我，就
叫我帮她一起去扔垃圾。我拿起垃圾，习惯性

地走到河边去倒，不料被外婆制止了。我不解
地问外婆：“外婆，咱们以前不都是把垃圾往河
边倒的吗？”外婆愣了一下，笑呵呵地说：“现在
有专门的垃圾堆放处，我们不能乱扔垃圾了，这
样的行为会污染环境。”我怔怔地看着外婆，万
万没有想到外婆竟有这样的变化。我开始问外
婆养猪场为什么不养猪了。外婆说：“现在我们
要保护家园，建设新农村。养猪场污染严重早
就关闭了……”说话间，有人来叫外婆去河流下
游捡垃圾，说还有工钱，外婆就急忙去了。

我望着外婆远去的背影，忽然就解开了疑
惑：农村的新气象都来源于村民思想的转变和
积极的行动。原来行动的力量这么惊人！我也
要从我做起，用行动去改变环境。

现在，青山绿水已不再是一个梦。
指导老师 张敏珉

爆竹声中一岁除
北仑区小港中心学校205班

张馨悦（证号820475）

◆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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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转眼间来
到我们身旁，又一扇岁月的大门即将
打开。我想说一声：你好，新年！

新年，总是给人带来活力和希望。
瞧，大街上，火红的灯笼高挂在商铺门
口；家家户户门上贴着工整的春联。喜
庆的氛围萦绕在每个人身边。大家都
希望新的一年能充满好运和欢乐。

新年，在成年人的眼里，是团圆的
味道。菜已上桌，酒已斟满，彼此送上
温情的祝福。打开电视，里面熟悉的

声音唤起我们的回忆。屋外的春风抹
去了以往的忧愁和烦恼。

新年，在孩子们的眼里，是快乐的
味道。有了烟花的点缀，孩子们玩得
更加开心，更为夜空增添几分美丽。

“嗞嗞”，点燃了导火线，“啪啪——”，
烟花争先恐后地飞向天空，用最美的
色彩在天空竞相开放,象征着新的一年
美好的生活像鲜花一样灿烂。

年味，就是这样：热闹，喜庆，充满
快乐和希望！

鄞州区金家漕小学602班 赵翌晨（证号806695） 指导老师 周青青

“年”的味道
◆新话题◆

●临近过年，大家都放假了。我
晒着太阳嘴里嘟囔着：“好无聊，好无
聊。”这时，妈妈走过来说：“走，带你寻
找妈妈小时候年味去。”

我和妈妈去院子里采了一些金
橘，洗净搁置在一边。把竹签子洗干
净，将金橘一个个串在一起。找出平
底锅，点火加热，热完锅放入一碗红糖
和一碗清水，用筷子不停地搅拌，直到

糖水看起来像蜂蜜一样时，再把串好
的金橘串，放入糖浆中滚几圈，直到每
一个金橘上都裹满了糖浆，起锅插在
泡沫盒上，放在通风口晾凉。半小时
后，自制的冰糖葫芦做好了。把做好
冰糖葫芦分给了邻居家的小朋友，受
到大家欢迎。

看妈妈吃着酸酸甜甜的冰糖葫
芦，感觉像一个小朋友。

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城实验小学501班 沈一童（证号816884)
指导老师 覃祖新

●年味在年夜饭。年夜饭是过年
最隆重的“仪式”。一家人围坐在饭桌
旁，吃的就是团团圆圆。以前平时没
什么好吃的，过年时杀猪宰鸡，把大鱼
大肉放在桌上。现在的年夜饭讲究的
是荤素搭配，吃的是营养。还有人把
年夜饭办在饭店里，也有人把进口美
味带上桌。大家谈的是收获，聊的是
未来，带来的是对新年的祝福。

年味在爆竹。放鞭炮是我们小朋
友最喜欢的过年方式。这里放一个

“冲天响”，那里来个“炫天花”，满地都
是鞭炮的残骸，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不
干。要快乐，更要文明。我们会把安
全放在第一位，在固定的燃放点放烟
花。我们懂得欣赏烟花的五彩斑斓，
更注重对环境的保护。

年味在“春晚”。一年一度的春节联
欢晚会是全国人民的“大餐”。它凝聚了
祖国妈妈日新月异发展的成就。特技和
灯光效应如变换的魔术令人目不暇接，歌
舞类宏达的场面让人惊叹不已，相声、小

品就如同发生在身边的感人故事，武术、
鉴宝节目深藏着中华文化的底蕴。这一
切都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强大的中国。

年味在红包。“压岁钱”是长辈们对
我们的祝福，以前我们会用它买些小零
食解解馋，几天就花完了。现在压岁钱
的数额变大了，我可要好好想想怎么
花？我把一部分用来买书、买文具，把
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自己的“未来基
金”。近年来盛行的微信、QQ红包越
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集福”抢红包成
了人们热门的话题。我们不仅继承了
古人对“五福”的理解，并赋予新时代的
意义：爱国、富强、和谐、友善、敬业。

年味在“旅游”。过年总少不了走
亲访友，正月里给长辈们拜年的习俗
还真少不了。现在更多的人还趁着春
节假期将脚步迈得更远：去一年难得
一见的亲人家拜年，去看看祖国各地
新年的习俗。有人甚至还出国旅游，
将中国式幸福感带遍全球。

新年，到处都是年味。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校区212班 沈明峻（证号835049）
指导老师 沈志苗

◆新气象◆

随着耳边传来的鞭炮声，年味越来越浓
了！今年我们在龙观金溪村的奶奶家过年，和
城里比起来，乡村的年味儿更浓：贴春联、包汤
圆、放鞭炮、挂灯笼、舞龙灯、走亲戚……贴春联
和挂灯笼是爷爷的专利。春节临近，爷爷就会
贴好春联，在院子里挂上喜庆的大红灯笼。

年三十，跨进奶奶家院子，浓浓的香味迫不
及待地钻进我鼻子。奶奶正在张罗着年夜饭。
江浙一带的年夜饭还是很讲究，有着独特的年
俗文化。如包汤圆，寓意“团团圆圆”；吃鸡寓意

“吉利”；吃鱼就是“年年有余”……待饭菜摆上
桌，我们一家人就一起吃年夜饭。很多食材都
是奶奶纯手工做的，那味道堪称一绝。在城里
很难觅到如此美味佳肴，我有滋有味地吃着。

饭后，一家人去了章水和鄞江散步。乡村
除了浓浓的年味，我还发现了乡村的变化！大
众、本田、雪佛兰、北京现代……在乡下，很多家

庭的大门口或院中都停放有一至二辆私家车，
这些私家车成为农村春节新景象。原来，随着
农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村民的交通工具也
在悄然改变。走进章水，她的美让我惊讶！浓
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因此也称章水为“最红章
水”。新修的路，两边铺有跑步道，在灯光的照
射下，道路干净整洁，让人感觉很愉悦！

回家，打开电视，发现无线网络信号满格，
想看什么电视都可以搜到。我对爷爷说：“真是
太棒了！”爷爷告诉我，无线上网已成为农村生
活的新时尚，村中很多家庭配置了电脑和无线
路由器。

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它是中国传
统的节日，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更让我欣喜
的是看到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更
加美好！

指导老师 王燕波

大红的灯笼挂起来，喜庆的春联贴起来，新
年到，新年到！盼望已久的新年终于来到了！
我眼中的新年是什么样的呢？

以前在我眼中，新年无非是大家一起吃顿
年夜饭，放几个鞭炮，闹得很晚才各自回家。还
得上朋友圈儿发表一下自己是怎么过年的。可
今年就不一样了，不信，你瞧——

今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少了，刺鼻的硝烟
味儿淡了，人们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更多了。
博物馆、书城、图书馆这些文化场所随处可见人
们的踪影。虽然朋友圈儿里一如既往的热闹，
但与以往相比，年，少了一份硝烟味，多了一缕
书香味。

以前在我眼中，大家过年聚在一起，气氛也
十分冷淡。大家都顾自低头刷手机，老人烧菜，
小孩吃，留下一大桌的剩菜剩饭。但今年我家
过年氛围浓了起来。亲戚们不再一味地玩手
机，而是各展身手露绝活，你烧鱼我炖肉，你擦

桌我洗碗，大家谈论着去年的新鲜事，展望着明
年的好日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年，少了一份冷漠，多了一份温馨和亲情。

以前在我眼中，春节旅游是件闹心的事，不
仅火车票难买，车站、车厢里也十分拥挤。可现
在开通了高铁、城际列车，出行变得十分方便。
我们进入了火车站，自助买票轻松便捷，检票进
站秩序井然。我本来担心车厢里会十分拥挤，
可车厢內整洁有序，旅客们都安静地做着自己
的事情，列车的速度也非常快，从余姚通往宁波
只用了半个小时。要是自驾游，撇开堵车不说，
还得拼命找停车位。城际列车使过年出行更加
便捷。年，少了一份拥挤，多了一份悠闲自在。

随着我一年一年长大，我眼中的新年也一
年一个样，飞快地改变。童眼看新年，我看到的
是都市飞快的发展、成长。希望我眼中的新年
能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指导老师 周萍

农村新气象 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世纪苑校区604班
严若清（证号825221）

童眼看新年 余姚市花园小学503班
谢睿纯（证号808557）

乡村的变化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507班
林添浩（证号815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