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快乐
宁波市白鹤小学202班
薛佳祺(证号1005271) 指导老师 卢惠意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除了贴福字、
打年糕、放鞭炮、看春晚、吃汤圆等这些传统的
活动，今年的春节，多数的家庭取消了出行的计
划，也不回老家，大家留甬过年，在网上“云团
聚”。让我们一起看看小记者是怎样过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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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头“牛”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508班
刘一源(证号1006732)
指导老师 应莉莉

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吃苦、耐劳、奉
献等精神品质，所以颇受中国百姓的喜爱，
2021年，我也想做一头“牛”，一头受人欢迎
的“牛”。

我要做一头耕春牛。被誉为“中国琴童”
的郎朗，其实他的成功并非偶然，他三岁时开
始学习乐理、指法等基本功，上学后，每天早
晨6点准时练琴一小时，中午再练一小时，放
学后还要练一小时，正是靠着这样的勤奋，才
成就了今天的郎朗。2021年，我要像郎朗那
样，每天把萨克斯基本功练习好，争取考过6
级。

我要做一头孺子牛，记得鲁迅先生在《自
嘲》中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自己的人生
追求，正是靠着这种追求，鲁迅先生以笔为
刀，以文为剑，通过思想救国，成为中国近代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2021年，我
也要像伟人那样，作为班级的一分子，努力发
出自己的一分光。

浓浓的年味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509班
何梓悠(证号1006744)
指导老师 章海颖

喜庆的气息随着鞭炮声在空中弥漫开
来，大街小巷洋溢着人们的欢笑声，年味来
了。

贴对联可是外公的专利。一大早，外公先
是打浆糊，接着把自己昨晚写好的春联贴在
门上。春联一贴，浓浓的年味儿也出来了，我
们全家人笑得合不拢嘴。

妈妈登场包饺子了。她把白菜洗干净切
碎，再把肉剁成肉末，加点儿香料和白菜碎拌
在一起，香味扑鼻的肉馅儿就做好了。接着把
饺子皮铺在手心，用勺子挖了点儿馅放在中
间，沾点水在饺子皮两边，把皮对折，沿边捏
紧，就这样，一只胖乎乎的饺子就在妈妈的手
中诞生了。

一只只火红的灯笼挂在小区的树上，在
风中轻轻摇曳，像身穿红衣的精灵使者，告诉
人们新年即将来到。小区东大门一条大红横
幅高高挂起，带来了喜庆的祝福……

过年的日子过得很快，但这浓浓的年味
儿却在我心中回味着！

大扫除
鄞州蓝青小学305班
蒋伦迪(证号1002830)
指导老师 甘丽

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
清洁房屋，拆洗被褥，古称“扫年”。

年三十的大清早，我们一家就动手了。
第一件事是贴春联，妈妈提前给我科普

了不少知识，据说最好是除夕早上6点到中
午12点之间，撕下旧春联贴上新春联，有除
旧布新、迎祥纳福之意。贴对联时，将上联贴
在门右边，下联贴在门左边。

妈妈在卫生间里忙碌着，只见她拿出作
战神器“大公鸡”清洁剂，先对着卫浴一顿扫
射，宛如要将躲在每个角落的“敌人”杀个片
甲不留，继而拿出抹布仔细擦拭，整个卫生间
瞬间变得干净锃亮，并散发出阵阵清香。

我负责收拾自己的“小天地”。书架上原
先乱七八糟、层层叠叠的书本，被我重新“收
编”后，排成一个整整齐齐的队伍。家里玩具
七零八落，我二话不说，将其各就各位，摆放
得井井有条……

此刻，爸爸站在梯子上，一片一片地摘下
沉甸甸的灯罩，经过一番猛擦洗，不一会儿，
吊灯犹如晶莹的宝石，放出五彩缤纷的亮光，
将客厅映衬得格外温暖又明亮。

经过六个小时的奋战，家里变得焕然
一新。

打年糕
鄞州区云龙镇王笙舲小学601班
张凌业(证号1010594)
指导老师 张亚蓉

我的家乡在宁波，从爷爷奶奶口中得知，
在他们的年代，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有打年
糕的习俗。

打年糕，又名搡年糕。旧时每到农历年
底，村民们都会把糯米送到年糕厂，大家一起
撸起袖子干起来，整个工厂弥漫着白茫茫的
蒸汽，最后糯米磨成粉，打成了年糕，新年走
亲访友送亲戚的礼物就有了。现在年糕厂已
经很少见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保留着做
年糕的场所供人们回忆。

说起打年糕，我和它还有一段故事呢！去
年临近过年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鸣鹤古
镇游玩。走着走着，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糯米
味，寻着香味看去，不远处有几个人穿得单
薄，正在热火朝天地干着什么。我凑过去一
看，发现他们正围着一个大石臼打年糕团。

只见一位大伯拿着木锤狠狠地往下一
打，只听“轰”的一声，年糕团被敲出了一个大
坑。这时，另一位大伯看准时机，趁着木棰在
半空的时候，赶紧将年糕团翻一个面。他的手
刚拿开，木棰又重重地敲了下来……看着木
棰一上一下连续地敲打着年糕团，我感到心
惊肉跳，连忙问妈妈：“那位大伯的手不会被
木棰打到吗？”妈妈说：“傻孩子，两位大伯都
是老师傅了，当然不会伤到手啊！”就这样，两
位老师傅一下接一下地打着年糕团，配合得
天衣无缝，很快年糕团就被打得结结实实。接
着，就可以放到机器里做成年糕了。

十多分钟后，热气腾腾的年糕出炉了！围
观的群众冲上来争着要。我和妈妈也买了一
袋，我也不管烫不烫了，一把将一根年糕塞进
嘴里。顿时，那种软糯香滑的口感令我欲罢不
能。

汤圆乐
宁波市惠贞书院302班
茅哲瑜(证号1013808)
指导老师 毛瑞珍

中午，吃过午饭。外面北风呼啸，食堂里
却温暖如春，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
包汤圆活动。

我们头戴红色厨师帽，身穿“你最牛“字
样的小牛围裙，别提多喜庆了。

我们小组都还是新手，只能依葫芦画瓢
般地照着小斯同学外婆的样子学。先把大面
团摘成一个个小面团，然后把小面团拍成扁
圆形，再把馅搓成球形后，放于皮上。最后用
皮把馅包住，搓成圆形。一个汤圆就做好了。

大家越做越起劲，馅和皮不一会儿就快
用完了。小丁眼尖，拿走了最后的馅和皮。不
一会儿，他大叫起来：“大家看，这是我的巨无
霸双馅汤圆。”我们的目光看了过去。一个如
垒球般硕大的汤圆映入眼帘，大家都被逗得
哈哈大笑。

开吃了，一碗碗热腾腾的汤圆端上来。今
天的汤圆不仅颜色多，种类也多，有紫水晶汤
圆、黄金汤圆、黑水晶汤圆……轻咬一口，汁
缓缓流出，如蜜一般流入人心。皮十分有嚼
劲，却不黏，美味极了。

新春快乐
鄞州区钟公庙实验小学503班
方隶源(证号1011258) 指导老师 全艳丽

“云团聚”
宁波市白鹤小学503班
梁琳璐(证号1005315)
指导老师 黄飞

春节，一个团圆的节日。今年我们不回老家，
留甬过年。请随我一起感受这个特殊的春节吧！

提到春节，吃年夜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
节。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妈妈就出门采购新鲜
食材，吃过午饭，爸爸就开始为年夜饭做准备。
年夜饭的菜肴可谓是色香味俱全，色泽透亮诱
人、香味十足、口感醇香美味，菜名也一个比一
个响亮：花开富贵、步步高升、年年有余……

今年不能回家过春节，我心里有点儿失落，
因为好久没有回去看望爷爷奶奶了，但还好现在
是5G网络时代，虽然无法和爷爷奶奶相聚，但
网络把我们连在一起，亲人间的爱和温暖一直都
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
与爷爷、奶奶、叔叔隔空团圆，举杯共庆春节，相
互传递亲情，表达彼此之间的美好祝福。

“云团聚”让我们留甬过年更加温暖，带给我
们特殊春节最亮的底色和最浓的年味。

过春节
鄞州蓝青小学401班
王迦淇(证号1002873)
指导老师 戴娇娜

春节过完，有很多事值得回味。
除夕的时候，爸爸带我一起贴福字。我问爸

爸：“为什么福要倒着贴呀？”爸爸跟我说起了福
字倒着的由来:“这样人家才会说福到啦！就是
福气都到你家里来了。”

贴完福字，我和哥哥在外面玩扔甩炮。鞭炮
甩在地上，发出噼噼啪啪声，像鼓点一样十分热
闹动听。以前年夜饭都在外面吃，这次在家里吃
了。妈妈煮了一大桌的菜。我们全家热热闹闹地
吃了一个团圆饭。饭后，全家一起坐在沙发上看
春晚。春晚节目很丰富，有优美的舞蹈、动听的
歌声、有趣的相声，还有令人捧腹大笑的小品。

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爸爸和我一起去放
烟花，我们先在河边找到了一个平坦的位置，把
烟花放成一排，爸爸拿出了打火机，点燃了导
火线，只听“嘶”的一声，导火线被点燃，顿
时火光四溅，导火线越烧越短，“轰”的一声，
烟花像火箭一样冲上了天，在天空变成了绽开的
花朵……不一会儿，夜空被点缀得五彩缤纷、绚
丽多彩，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又像一颗颗闪闪
发光的星星。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过年过年过年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