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的年味
余姚市东城小学503班
陈尔旭（证号2316662）
指导老师 黄伟波

所有节日中，我最盼望的就是
过春节。每到年终腊月，年味就浓
起来了，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过年的
东西。老家的羊肉，是本地特产，也
是人们请客送礼的佳品。

每年寒假，我们一家开车回
老家过年。回到老家，爷爷会带我
去集市上买过年用的对联、灯笼，
还有各种各样的鞭炮；奶奶会教
我包包子，做饺子；姥姥会给我压
岁钱，买新衣服；姥爷就带我参观
他自己种的几十种五彩缤纷的菊
花；小姨夫会教我编程序做小游
戏；舅舅会带我放鞭炮；我还能和
隔壁小伙伴一起放风筝，逛集市。
光是想一想就让我兴奋无比。

大年三十早上，大人们就开
始忙活了，锅里烧着热气腾腾的
开水，用来煮饺子。外婆、妈妈还
有小姨齐上阵，我们这些小孩就
在旁边打下手。不一会儿，餐桌上
就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们
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吃完饭，孩子们就提着先前糊好
的六角纸灯笼，上面画着各种图
案，满村跑着串门。

大年初一，人们早早地吃好饺
子，给长辈亲戚拜年。“过年好”“新
年大吉”的祝福声不绝于耳，我也
收获了很多夸赞和不菲的红包。

我好期待春节快点到来啊！

寻找年味
北仑区华山小学305班
胡子楠（证号2332253）
指导老师 郑瑾

过年了，爸爸妈妈说：“你要
细心寻找年味！”可是，年味在哪
呢？带着疑问，我跟着家人步入了
千年古县城——慈城。

看！人群排得就像一条游龙，
凑近一看，原来这里正在做慈城鼎
鼎有名的年糕饺！年糕团在老师傅
的手中跳起了圆舞曲，捶打、放馅、
揉捏，一气呵成，不一会，一个肚子
圆滚滚、两头尖尖翘起的年糕饺就
诞生了！咸味的榨菜和雪菜，甜味
的黑芝麻和白糖，我各买了一种口
味。咸和甜在我的舌尖跳舞，我的
每一个味蕾都兴奋起来。找到了，
原来年味就在软软糯糯的年糕饺
中！

天上浮动的是什么？原来是
一条威风凛凛的龙高高挂在城墙
边。高昂振奋的龙头，炯炯有神的
龙眼，张扬饱满的龙嘴，仔细看，
里面还有夜明珠呢！有意思的是，
龙身和龙尾是由黄色和红色的灯
笼组合而成的。龙在天上游，人在
地上走。我们是龙的传人，身穿炎
黄子孙的服饰，内心流淌着中国
红的血液。找到了，原来年味就在
黄与红交织而成的游龙中！

我看到古宅外穿着黄衣服的
“年年”和穿着蓝衣服的“高高”，
它们是慈城的吉祥物，合在一起，
就是“年年高高”。它们两个嘴角
上扬，充满了喜悦和幸福。路过的
每个行人都带着灿烂的笑脸——
高高举着风车的小妹妹骑在爸爸
的脖子上，边吹风车边“咯咯”直
笑；穿着汉服的姐姐优雅地捋一捋
云鬓，缓缓地微笑地走过；进城的
老爷爷手里拎着一袋袋年货，满足
地笑了……找到了，原来年味就在
每个人幸福满足的笑脸中！

我喜欢慈城的年味，我爱家
乡的年味！

是故乡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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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古林镇藕池小学502班
张浩宇（证号2303153）
指导老师 洪小波

家乡的气味，能传多远呢？
我觉得可以传161.3公里，那是
宁波到杭州的距离，也是妈妈
与家的距离。因为诸多原因，妈
妈已经许久没有回家了。我知
道她特别想家，特别想吃外婆
做的菜。

马上就到春节了，我们一
起去了外婆家。外公早就等在
大门口，一看到我们下车，就一
把抱住了我，摸摸我的脑袋，比
划着：“优优，都长这么高啦。”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两
个大大的烫着金边的福字，显
得格外的醒目。大门两旁贴着
崭新的对联，上联“天增岁月人
增寿”，下联“春满乾坤福满
门”，横批“喜迎新春”。

桌上早已摆满各种美味的
点心，阵阵香气从厨房传来，原
来是外婆在厨房里炖着东坡
肉，一听这名字，大家应该都会
想到著名诗人苏东坡。相传苏
东坡在杭州做官时，百姓们给
他送来了猪肉和烧酒。苏东坡
下令伙房将其烧好，送给群众
共享。伙房却误以为酒和肉要
一起烧，结果烧出的肉特别香
醇味美，肥而不腻，一时传为佳
话。后人纷纷仿照他的做法，从
此就有了这道以苏东坡为名的

“东坡肉”。
外婆把东坡肉盛在一个褐

色的小盅里，方方正正的，半肥
半瘦，红得透亮，色如玛瑙。我迫
不及待地夹起一块尝尝，软而不
烂，入口即化，咸中带甜，连妈妈
这个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人都
吃了个精光。吃完了一块，一种
强烈的幸福感就包围了我。如果
你来杭州，可千万不要错过东坡
肉这道人间美味哦！

月是故乡明，味是故乡浓。
那里有妈妈最爱的蜜汁糖藕、
西湖龙井虾仁、晶莹剔透的西
湖藕粉、充满历史故事的葱包
桧儿……我想无论走得多远，
故乡的味道，都不会让妈妈觉
得孤单。

春节趣事
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413班
朱语桐（证号2319334）
指导老师 王卓艺

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
重要的一个节日。大街上热闹非
凡，有耍狮子的、舞龙灯的、踩高
跷的，还有扭秧歌的，活动数不
胜数，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而我们家的传统是——做
汤圆。这一天，外婆拿出早已准备
好的面粉和馅料，馅料有咸的、甜
的，有芝麻味的、豆沙味的，还有
鲜肉味的。光这一道道美味的馅
料就已馋得我直流口水。

外婆和妈妈的速度很快，谈
话间就搓出了许多圆圆的汤圆，
看起来好诱人啊！我也卷起衣
袖，抓过一个面团搓了起来。可
手里的面团好像专门跟我作对，
一点都不听话，要么捏破了，要
么扁扁的、方方的，就是不圆。就
在我苦恼万分的时候，妈妈摸了
摸我的头，叫我不要气馁，并手
把手地教我如何搓出又大又圆
的汤圆。在妈妈的帮助下，我终
于成功了。接下来，我越搓越好，
越搓越来劲。

这时，一阵香味从厨房飘了
出来，原来外婆把包好的汤圆先
下锅了。闻着香喷喷的汤圆，我有
点迫不及待了。妈妈耐心地嘱咐
我切不可心急，不然容易烫嘴。

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香喷喷的
汤圆，我们会围坐在一起看春晚。
一首首动听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
舞蹈，一个个有趣的小品……汇
成了春晚美丽的风景线。此时，
一阵阵鞭炮声响起，漫天的烟花
从天空划过，有的像天女散花，
有的像星星点灯，有的像撒下一
张大网，令我不禁想起了王安石
的诗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

小朋友们，吃汤圆、看春晚、
放鞭炮是我家的新年趣事，那你
们新年有什么趣事，可以同我一
起分享吗？

过年的记忆
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504班
胡家瑜（证号2302482）
指导老师 潘春艳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头怪兽
叫“年”，十分凶猛且贪吃，总是
在除夕之夜跑到山下农户家里
偷吃食物。得知“年”怕红色、火
和响声，于是每年春节家家户户
穿红衣服、放鞭炮，用来吓跑

“年”，后来寓意便成了团圆，幸
福。

小时候，过年的记忆是父
母早早准备好了年货、干果；是
把家里里外外都擦一遍，辞旧
迎新；是做好一顿丰盛的年夜
饭，望眼欲穿，期盼客人早早到
来。长大了，过年的记忆是辛辛
苦苦在外拼搏了一年，期盼着
快点回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孩
子。不管路途有多远，春运的车
票有多难买，各种交通工具有
多拥挤，都难以阻挡回家过年
的脚步。

当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欢聚
一堂时，说说小时候的事，说说
现在的事。这已经不是吃饭那么
简单，而是一种回忆，一种团圆。
过年了，我们回家啦！

这就是家的记忆，年的味
道！

我心目中的年味
慈溪市龙山镇实验小学602班
裘毅凡（证号2318843）
指导老师 陈瑜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春节到了，大街小巷，
家家户户都焕然一新，洋溢着
欢乐的笑声，充满了年的味道。
一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连绵
不断地响起。每当过年的时候，
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会兴致勃勃
地跑到院子里，迫不及待地放
早已准备好的鞭炮，而我和弟
弟期盼这一刻已久，激动的内
心都写在了脸上。“啪啪啪”，震
耳欲聋的鞭炮声传来，那浓烈
的硝烟味，既呛人又使人兴奋
不已。

年味是什么？年味，是大街
小巷挂的大红灯笼，是街头巷尾
放不完的烟花爆竹；年味，是餐
桌上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是
新衣新裤口袋里装不下的糖果
和蜜践；年味，是爸爸几经周折
抢到的返乡车票，更是远在他乡
的游子回归故乡的团圆喜庆之
情。

除夕之夜，妈妈都会在厨房
里忙活，时不时传来“磁”的一声
响，一股股香味进入我的鼻子
中。我特喜欢妈妈炸的红薯圆
子，看着一个个金黄的圆子，我
总是馋都不行，便偷偷地夹几个
放在嘴中。那香甜的味道进入我
的口腔中，久久不能消散。妈妈
便会微笑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我
是小馋猫。

过年最重要的那件事莫过
于吃团圆饭了，全家人欢坐在
一起，享受着美味佳肴。因为阖
家团圆，长辈们的脸上都流露
出幸福快乐的笑容。大家各自
讲述着一年中发生的趣事，在
心中暗自许下新年愿望。举杯
欢笑之间，我感受到了无比的
温馨。

岁月无恒，总是不经意间从
指尖溜走，但我相信，生命的花，
唯有香如故。年味总是承载着我
太多的欢乐和欢喜。

大展宏“兔”迎新春
宁海县西店镇中心小学206班
竺书瑶（证号2313532）
指导老师 冯彧

迎新年
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城
实验小学407班
龙歆怡（证号2319095）
指导老师 范松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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