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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对联

春节到了，我把十几个大红灯笼挂在

小区里，为节日营造了氛围。然后，就开始

写对联。

每年家里的对联都是“三我牌”，即“我

撰我写我贴”。但心中祈盼国泰民安，日子

红红火火。

对联都是与家庭有关的内容，突出“自

力更生”，在个性化中图个喜庆和吉利。

第一联：葛门葛事年年好

家教家风日日新

横批：万事如意

第二联：兔诵一家寿康事

龙吟几代福乐诗

横批：紫气东来

第三联：忠孝文明写葛事

仁勤最美传家风

横批：和谐幸福

贴完对子，心中有不尽的感悟。因为

在生活中，人们不用去追求大富大贵，只要

有家有爱，快乐安康就是好日子。

画龙画

每年贺岁，我都亲手涂鸦画生肖，抹上

几笔表心意。

当再次拿起那支“老爷笔”，滴几滴水

洇开干枯的沉墨，在一张用过的 A4 纸背面，

尽情去“创作”的时候，很有一种满足感和

获得感。

其实我根本不会画画，更不懂画理，只

是凭那么一点热度 ，给亲友一些新鲜感 。

从鼠年春节开始，这是我“画”的第 6 个生肖

画儿，自得其乐不亚于一壶老酒带来的醇

香和沉醉。

因为这“烂笔头”和残墨让人有一种新

奇感，捎带着趣味儿给家人和朋友们送上

了真情祝福，仿佛融入到人间春意中，感受

生活的美好。

但人们常说：画龙画虎难画骨。果然未

见其硬度，在柔性中弯曲摆动延伸，是汉字

的草书形状，又有太极的风格，充分显示了

以柔克刚的境界，骨气骨质骨力尽在柔中。

同时，人们也说：龙腾虎跃显神威。作

为民族图腾和象征，其形象总是高大威猛，

气场宏大，力量十足，有些让人望而生怯。

或觉得怒目圆睁，龙须飞动，鳞片闪耀，摇

头摆尾，张牙舞爪才有气势。相反，其应当

也必须有另一种或好多种不同的形象，它

是来到人间的使者，是生命年份的代表，更

具亲和力。

我对过去学到的典故“叶公好龙”“九

龙治水”等印象很深，对民间的“二月二龙

抬头”以及舞龙灯、赛龙舟等活动也有关

注。当然对“龙的传人”“真龙天子”的事儿

也有所了解。

所以，不会画画儿的“画龙”，只好删繁

就简，意境为主，细节为辅，有头有尾，无鳞

无爪 ，能辨能认即可。真可谓“大胆的写

意”，或“胆大的创意”。这已无关紧要，方

家云不屑一顾，外行说不值一提，同道讲不

值一文。但我却敝帚自珍，孤芳自赏自娱

自乐！

百家饭

在历朝历代，百姓的“饭碗”都是大事，

365天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为此而忙碌。

但人们的心目中，把春节这顿年夜饭

看得最重。可以说一年到头集全家之力，

把最香甜的、最可口的、最好吃的、最具特

色的、最有代表性的“精华”都拿出来。那

一桌丰盛的饭菜，不仅仅代表着家人的团

圆 ，亲情的凝聚 ，也寓示着回望劳作的成

果 ，总结一年的收获 ，更是享受节日的快

乐，开启新春的新生活。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代一代人把

年夜饭都赋予了时代的色彩，沉淀成了文

化，融入了人文精神。

今年家里的年夜饭没啥大变化，但却

有了不同的感觉。因为《河北日报》做了

“百家年夜饭 活力中国年”的特别报道，在

全省范围内选择了有特点的家庭、岗位、人

员，记录他们普通又不普通的年夜饭。其

乐融融中感受年味儿里的传统文化和时代

新风，真情满满中尽享节日带来丰富的物

质和精神大餐。

从城市到乡村，从家庭到岗位，从个人

到群体，不同的年夜饭里是红红火火踏踏

实实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日子。这正是新

时代最典型的幸福时刻，也是人民过上好

日子的真实写照。因为小康的生活，是有

品质的生活，是与高质量的发展相匹配的

生活，是我们不断追求的幸福生活。

“百家年夜饭”这个点子，是庆祝建党

百年时我做的选题策划，拟定了“百年百村

百家饭”题目。想通过乡村百姓人家的年

夜饭，看实施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给

农村带来的变化。这是我“三个一百系列”

中的一项。

1999 年我提出“百县百校百基地”的建

议，意为全省 100 多个县与全国 100 多所高

校对接，建 100 多个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

科研基地。此建议经省青联提交省政协成

为提案。

在纪念建国 70周年的时候，我又提出了

“百工百业百品牌”的想法。意在寻找和总

结河北的品牌。因为此前我的提案《用河北

的特色打造河北的品牌》，被有关部门采纳

并写进了省委八届五次会议的报告中。

1 月 20 日，在省政协会上，我见到河北

日报社赵兵社长 ，跟她说了想法和建议 。

她非常认可，很快就做了安排。

当看到《河北日报》联版推出的《百家

年 夜 饭 活 力 中 国 年》专 题 后 ，我 特 别 激

动 ，心 里 暖 暖 的 ，自 己 的 这 个 想 法 实 现

了。这顿“百家饭”真真正正成为龙年春

节的“饕餮盛宴”，写在了史册上，留在了

人民中。

拜年礼

磕头拜年，红包给钱。

每年的春节，吃完团圆饭，晚辈就开始

给长辈拜年。跪拜礼是大礼，也是最有传

统文化的礼节，既有庄重感和仪式感，又有

亲切感和真诚感。

当跪在父母前磕头行礼，送上心中的

祝福的时候，那一刻欢笑中泪眼朦胧，仿佛

一下回到了人之初，再次沉浸在父爱母爱

中，感受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寻找到了自

己的来路，重温昨日的美好时光。

跪着跪着，岁月逝去。

磕着磕着，青春不在。

说着说着，白发增多。

笑着笑着，亲朋挥手。

今年是老妈走后的第二个春节，姐姐

已是家中的“领队”，我们请姐姐坐在沙发

上，晚辈们给姐姐拜年。

我 代 表 哥 哥 嫂 子 妹 妹 妹 夫 给 姐 姐 拜

年，看到姐姐眼圈儿红了，我也动了感情。

姐姐是家中的老大，是我们的带头人，在她

的带领下“葛门葛事”广受赞誉，获得了“全

国最美家庭”“首届新时代中华家风家教典

范”“唐山市文明家庭”等称号。与共和国

同龄的姐姐吃苦受累最多，照顾老爸老妈

付 出 的 最 多 ，为 家 里 大 事 小 事 奉 献 的 最

多。家人们看在眼里，都记在心上。

最后，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妹妹妹夫

拥抱姐姐，表达了新春的祝福。

颁大奖

颁奖是家里过年的大事儿。因为这是

“年度家庭突出贡献”的表彰活动。

以老爸老妈生肖设定的“吉祥玉兔奖”

“如意金马奖”，是对家庭成员一年中努力

奋斗的肯定，也是对老爸老妈深切的怀念。

两尊大奖杯在节日里特别耀眼，每年

这个时候，按性别颁给获奖者，年味儿有了

一种仪式感。家里的颁奖会已经举办了十

几年了，每个人都很看重这个“家庭大奖”。

今年的获奖者是妹夫冯文学和二嫂张

淑荣。

一年来文学兢兢业业，一直坚守在外

甥开的小店里，为了生活忙碌奔波，担起了

家庭责任。他笑着说：“我给儿子打工！”

二 嫂 克 服 困 难 ，任 劳 任 怨 操 持 家 务 。

手术后在身体恢复的过程中，把家事打理

得井井有条，从来不计较得失。让人敬佩！

当姐姐和大嫂把奖杯颁给文学和二嫂

时，屋里响起一阵掌声，大家一片欢笑。然

后颁发了奖品，他们获得了价值 1280 元的

驼绒毛毯。

其实，每个家庭的日子都很平淡，特别

是老爸老妈走了，好像就没了“家”，没了投

奔的地儿了。但那种血脉亲情是难以割舍

的，也是永远断不了的。尤其是好家风的

传承，是家长们言传身教的结果，是一代一

代人共同努力弘扬的过程。

送家酒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宁丢一群，不

落一人。”这是老妈常念叨的老话儿，也是

存在家里的老理儿。

记得小时候，一有好吃的了姐姐让着

弟弟，哥哥留给我们。一家人从未因为吃

的用的争吵过。每到生产队分红了，可以

挤出钱来添件衣裳了，姐姐哥哥们都是推

来让去的，都会替别人着想。那时日子虽

然艰难，但家挺温馨，省吃俭用成了家里的

好传统。

现在每到年节，家里备了东西，按老妈留

下的规矩，姐姐都会分份，全家人一起分享。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让外甥冯杰去了趟

姥家，给二舅三舅送去 10 箱“浭阳春”酒，这

是他们爱喝的家酒，让老哥儿俩慢慢享用。

俩舅比老妈小，都是传统的庄稼人，一

辈子土里刨食儿。二舅今年 88 岁，三舅 86

岁，身板儿都挺硬朗。他俩平时在家干些

简单的农活儿后，就是悠闲自在地享受天

伦时光。

姥爷姥姥共有 3 男 4 女 7 个儿女，老妈

排行在二。她虽然不是老大，但在兄弟妹

妹中挺有“权威”，说话挺占地儿。当年姥

爷被掳到日本当劳工，老妈帮姥姥带着弟

弟 们 艰 难 度 日 。 他 们 对 老 妈 有 深 厚 的 感

情，也非常尊重。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日子越来越好。

早已当了太爷的舅舅，正感受着儿孙满堂、

孝道亲情的幸福和快乐。俗话说“娘亲舅

大”，那种血脉亲情永远是生命之本，是生

活之源！

因为，好日子必从孝老敬亲开始！

看窗口

风渐渐柔和了，地上的冰雪悄悄消失

了，年味儿也越来越淡了。

但小区里的大红灯笼却依然喜庆，列

队在春风中轻轻摇摆，哼着自己无声的节

日小曲儿，悠然自得地为龙年站台，点缀着

百姓的生活。

楼与楼之间，南北阳台被阳光划定了

温差，在楼下刻画出走动的阴影，变化中融

入时光的行程，轮回中散发着清新的味道，

随之时光从眼前坦然流逝。打开思绪的窗

口，便是春暖花开。

此时，大红灯笼便是最美的风景，也是

龙年红红火火的好兆头。从灯笼看窗口，

家家户户艳丽的窗花、鲜花，仿佛映出百姓

的心花，掩饰不住期盼，对美好的日子充满

了希望。

此 刻 ，五 星 红 旗 格 外 醒 目 ，有 了 这 面

旗，百姓心里就有了主心骨儿。因为只要

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

可创造无数奇迹，就会有更好的日子。所

以，节日里窗口国旗飘扬，那就是百姓真挚

的情感表达，就是爱国爱家的实际行动。

百姓的窗口，心灵的窗口！

龙年春节记事龙年春节记事
□ 葛昌秋

2月 24日

元宵节正逢周六，回老家看父母。

八十二岁的父亲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个

圆溜溜的果子，让我猜猜是什么。我盯着

眼前这个果子，大小形状如电灯泡一般 。

这可难不倒我，我当即说：“瓜蒌呗。”

父亲笑了，肯定了我的回答。随后又问

我：“还要吗？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很多。”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去咱家的墙头上？”

记得有一次砍墙边的桑树，树下就有

一颗瓜蒌秧，攀岩着从树底一直到树梢，还

顺势爬上了墙，在墙头安了家，那些果实就

埋伏在厚厚的叶子下面。没学中药的时候

不懂，视而不见，只当是一种普通观赏植

物。学了才知道这瓜蒌处处都是宝，甚至

连根研成粉，还是天花粉呢。那次就给中

医闺蜜捡了一大袋子，她视若珍宝。

父亲遗憾地说：“咱们家的那棵被我砍

了之后就再也没长出来。”

我欣然跟随老爸去采瓜蒌，就在同一条

街上的一户人家。父亲肩上扛着一把长柄

镰刀，这样可以无忧地采集墙头上的果子。

父亲行伍出身，走路一向快速，从不拖

泥带水。而今，却一路拖拖沓沓，嚓嚓嚓

的，鞋底似乎离不开地面了。我命令老爸

抬起脚来，“齐步走，一二一二……”我高声

喊着。父亲也似乎顿时精神了许多，仿佛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但是很吃力，走了几

步，就又恢复常态了。老年性骨关节病不

放过任何人，他笔直的腰杆佝偻了，曾经踢

正步的双腿从膝关节处外翻，像大多数老

人家一样，O 型腿了。我建议父亲不要那么

操劳，而是需要锻炼身体了。

父亲带我到一处院落前。我说得跟人

家说一声吧。父亲说不用，他们早就放出

话儿说不要了。老百姓也不懂这怎么用。

大门被几个饱满的大袋子堵着，我问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父亲说：“应该是玉蜀

骨头吧。”就是玉米芯儿。说明这个前门基

本失去了功能，废而不用了。

从墙头垂下来无数条枯藤，有气无力

在寒风里颤动，藤上聚集着无数干脆的枯

叶，像刘海，像瀑布，像大自然赋予的天然

门 帘 。 而 这 些 枯 叶 后 面 就 躲 着 可 爱 的 瓜

蒌，有的尚且丰满，有的皱缩如核桃、如老

人脸，有的颜色灰黑光滑，有的则枯黄，和

枯叶一个颜色，不仔细辨别，还真被它的保

护色骗了。它们像顽皮的小儿跟我玩着捉

迷藏的游戏。

父 亲 的 长 柄 镰 刀 像 凭 空 接 长 了 的 手

臂 ，对 跑 到 高 高 墙 头 上 的 瓜 蒌 展 开 了 追

捕。父亲指着一枚个头最大的瓜蒌，惋惜

地说：“这个被鸟儿掏空了。”果真只剩下一

个 空 空 的 壳 ，从 墙 头 滚 下 来 落 地 时 发 出

“啪”的一声空响。难不成鸟儿也需要利气

宽胸，润肺化痰？瓜蒌仔还通便呢？不禁

莞尔。有一枚还未吃尽，透过打开的壳，望

见里面残存的绿色果瓤，我凑近闻了一下，

竟然有一种浓郁的水果清香扑面而来。类

似一种非常熟悉的水果味道，却一时叫不

出来名字。

高处的，父亲的镰刀所到之处总会扬

起一片尘烟，枯叶簌簌而落；低处的，我用

剪子就一次性解决了。不一会儿，就战果

累累了。父女俩拎着一大袋不劳而获的果

实回家，很高兴。

今年的春晚，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韵再生新意，我泱泱中华美不胜收，文化自

信油然而生。祖国医学同样历史悠久、博大

精深，不愿意看到那么多瑰宝悄悄遗失。

赶紧给中医闺蜜发信息：还记得那些

瓜蒌吗？ （张新平）

2月 26日

我换岗了。对别人来讲，调岗换工作

稀松平常。可是于我来说，是结束了自己

近十年的“自由生活”啊！意味着自己要从

深山走向闹市，成为一名“社会人”了。“不

好吗？”我反复问自己，可我一直是在追逐

自由，这是我心底最真实的声音啊！久居

深山的我，还能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节奏

啊？ 报 到 之 后 ，我 发 现 是 自 己 多 虑 了 。

科 长 姐 姐 的 微 笑 不 出 音 ，却 传 递 了 我 清

澈 见 底 的 情 感 激 励 ，给 了 我 足 够 的 缓 冲

时间 ；老吴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不厌其烦

地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教 我 业 务 ；高 姐 给 我 介

绍 了 一 堆 办 公 用 品 ，告 诉 了 我 各 种 材 料

的 摆 放 位 置 ；当 我 说 明 自 己 早 晨 来 得 比

较 早 进 不 来 科 室 的 时 候 ，小 关 没 有 任 何

犹 豫 就 掏 出 自 己 的 钥 匙 递 给 了 我 …… 这

一 股 股 暖 流 冲 抵 我 的 心 湖 ，令 我 温 馨 满

满，感激不已。 （孙斌）

2月 27日

今天，我读完了从滦南图书馆借来的

《中国家训精华》一书，书中汇集了我国各

个年代的家训一百余篇，其中典型的几篇

有西周时期的《诫伯禽》、南北朝时期的《颜

氏家训》、唐朝的《柳氏家训》和明朝的《温

氏母训》等等。这些家训，是古人向后代传

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之道的最基本的方

法，它们浅显易懂，形象生动，感人至深。

每篇家训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阅读家训，

犹如与一位位古代的智者在促膝长谈，让

人受益匪浅，回味无穷。 （刘红娟）

2月 28日

回老家路过我的高中数学教师韩佑芝

的故乡丰南区大韩庄时 ，忆起一段往事。

1973年 1月至 1974年 12月，我在滦南县东黄

坨公社民办高中就读。1974年秋的一天，全

校 师 生 停 课 给 西 黄 坨 村 割 青 草 作 牲 畜 饲

料。劳动间隙，我们的数学教师韩佑芝不顾

劳累，坐在地头给我们解答学习中的难题。

这位 30 多岁的女老师用树棍在地上边写划

边讲解边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我急于提

问，竟忘乎所以，伸出一只泥脚，指向老师写

字 的 手 ：“ 老 师 ，我 ……”“ 你 这 是 干 什

么？！”没等我说完，一个同学捅了我一下，

“你怎么对老师这么没礼貌？”韩老师抬起头

看了我一眼，笑着说：“这能怪他吗——你 看

他一手扶着背上的草筐子 ，一手拿镰刀，

不用脚还能用什么？”韩老师不但没有怪

罪，反而给我一个台阶下。此时，我那窘迫

之态才得以缓解。那次冒失之举，成为我

心中的一个“结”。1976 年我参军后，听说

韩老师已经调走了，从此再无音讯。这次

路过大韩庄时，我深情地说了一声：“老师，

对不起”。 （艾立起）

2月 29日

今天早上，我起个大早，穿戴整齐后，倒

了两次车，我来到位于唐家庄的唐山雷锋精

神纪念馆参加活动。此时早已来到馆内的

段思序馆长，正在传达室忙活着插小国旗，

共 50多个，是要分发给来这里参加活动的宏

文中学学生唱歌用的。上午 9点参观活动开

始。我和同学们及其他人员一起跟着段馆

长来到四层的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分三个

展室。段思序馆长向我们讲述了雷锋的故

事。接着，我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雷

锋精神展品。各种雷锋的邮品、雷锋书签、

不同时期的雷锋纪念章、扑克藏品中的雷

锋、不同版本的与雷锋有关的书籍，还有具

有历史价值的各种刊发学雷锋报道的报纸

等，真让我眼界大开，令我更加深了对伟大

的雷锋精神的理解。 （王晓义）

3月 2日

今天我又睡过头了，本来 7 点多已经醒

来了，但觉得还早，而且身体所有的零件都

摊在床上，还没攒起来，一点力气都无，所以

继续睡。突然醒来时天已经亮得明灿灿的，

犹如电影结束，灯光突然大盛。我赶紧起

来，做些健身操，让自己恢复一下体力和智

力。一边吃早点，一遍背诗，我要是有机器

猫的记忆面包就好了，早点吃完，诗也就背

牢了。开始今天信马由缰的学习，其实也不

是胡乱学习，唐末历史我正在补习。安史之

乱后的晚唐乱局，了解过，但不成系统，b 站

有 up 做了解读，甚好，过程讲得很清晰。下

午做两张图片，再看一会儿书，天又暗沉了，

时间过得太快，快得让我恍惚。下楼取快

递，冬末的风还有些冷，今天是八九的最后

一天，但春意的呼吸仍旧没有。 （王璋）

微 生 活

大地回春。又到了美丽的“三八”妇女节。说

妇女节美丽，不光是这个节日因致敬女性而自带美

的属性，还因为，俺这个大老爷们儿居然沾了这一天

的光，心里头也美过。这可不是瞎说，家里有物证。

二十年前的羊毛衫

在我家的衣柜里，有一件过时的羊毛衫，二十多

年来一直没有舍得丢弃——那是 2002 年主持“庆三

八”文艺联欢会，单位给我配的“演出服”。

那时候妻子老梁正在中央美院进修，儿子太小

没人带，只好请保姆。本来两口子工资就不高，多了

这笔开支，这日子一下就显得紧巴起来。当时如果

要置办像羊毛衫这样的“大件儿”，还真得列入“家庭

计划”。

3 月初的一天，接到领导通知，单位要在妇女节

组织一台联欢会，让我准备节目串词，并且担任男主

持。写文案我不犯怵，主持节目也没问题，真正让我

犯愁的是，一时拿不准穿啥衣服上台好？台下坐的

可都是女同胞啊！出于对“半边天”的尊重，咱不得

穿精神点儿？

在工会主席办公室，他打量着我：“你这身西装

不挺好么？”再仔细一看，他话语又有了松动：“嗯！

里面这件毛衣，看着土了点儿。要不，去买件羊毛衫

吧！别超 500。”

中午，在食堂草草扒了口饭，请两位大姐当参

谋，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起去了百货大楼。两位大姐

都是部队转业干部，作风干练，买衣服也痛快：颜

色？选黑色；款式？选圆领；价位？500 多，打完折

460，就是它了！

当我穿着崭新的羊毛衫走上舞台，甭提心里有

多美了。看着台下齐刷刷的目光，我浑身充满了力

量！记得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演职人员合唱《走

进新时代》，我领唱前两句。别看平时唱歌不多，

但我乐感强、不跑调，尤其是穿了新毛衫的缘故吧，

我唱得蛮有感觉的。走下舞台，工会主席直翘大拇

指：“你还别说，小董唱得真是不赖！”

“主席，倒不是我唱得好，说白了，还是这羊毛衫

给力，要不，抽冷子一唱，准张不开嘴！”

此后，这件羊毛衫作为演出服，我穿着它代表单

位还参加了不少活动，效果都出奇地好。因为对它

有感情，也就一直珍藏到现在。

一把电推子

老爱胡须少爱发。因为脱发厉害，十年前，我

就索性留了光头。这样，也正好免去了“地方支援

中央”的那份无奈与尴尬。只是，十天半月就得跑

一回理发店，麻烦得很。

后来实在忍无可忍，2020 年，我让老梁从网上

买了一把电推子，到货的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

还是个礼拜天。我跟老梁说：“从今往后，你就当我

的理发员吧！”我当过兵，理发员是我们部队的“八大

员”之一。

当时，老梁有顾虑，怕理得不好，糟蹋俺形象。

“我都不怕，你怕啥？定成 3 毫米，理就是了！”

我的话，让她放下了思想包袱儿。别看老梁是急脾

气慢性子，却也心灵手巧。理了两回，就摸出了门道

儿。儿子一看他娘理得还行，忙着夸奖：“老梁手艺

不错！继续努力！”

谁不爱听好话呢？！老梁满脸是笑，嘴上却熊儿

子：“再皮！小心我揍你呀！”也就是从“三八”节这天

开始，老梁正式成了我的专职理发员。

在家里让老梁理发，我总结了三点好处：

其一，方便。头发随时长了随时理。光着膀子

往马桶上一坐，三下五除二，理完，拿淋浴头儿一

冲，干净利索。

其二，省时。去理发店理发，排队等候是常事

儿，连来带去，一折腾就是小半天，不胜其烦。现在

好了，几分钟就搞定！

其三，省钱。这是最主要的。呵呵！先前，在理

发店理一次发，要花好几十块。赶上会说话的小妹，

还会缠着你，不是推销洗发水、护发素，就是打着优

惠的幌子让你办会员卡，往往搞得你进退两难。这

下好了，不但理发的这笔开支彻底省下了，连“被推

销”的烦恼都没有了。

老梁理的发不光实惠，质量也不错，理完了让整

个人显得倍儿精神。后来，儿子也主动加入进来：“以

后，我的头发也交给老梁理！”这份信任，让老梁乐得

颠颠儿的。“嗯！看来，这把推子买得值！”老梁说。

时光匆匆、往事历历。这件羊毛衫、这把电推

子，每年如期而至的“三八”妇女节，都会勾起我的回

忆，也让我对“半边天”更加充满敬意，这其中有对母

亲的感恩、有对妻子的感谢，也有对女同志们“巾帼

不让须眉”这种气概和精神的感动。祝愿所有女同

胞们节日快乐，永远美丽！

妇女节的感念
□ 董虎艇

正月二十五是“填仓节”。儿时，二十四晚上，家

家用白面蒸“仓神爷”。这“仓神爷”又白又胖，还用

绿豆镶嵌上鼻子、眼睛、嘴，吃起来别有风味。二十

五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大人们早早起来，从自家灶

坑洞里往外扒柴禾灰，然后用灰在院内撒成大圆圈，

像粮囤的形状。圆圈当中隔三跳五地放上一把五谷

杂粮，再用缠着五色线的砖头把杂粮压住，这就是

“粮仓”“压仓”。然后燃放爆竹庆贺，这就是填仓仪

式。所谓填仓，就是预示今年五谷丰登，把粮囤装得

满满的，祈求上天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

子。其实，填仓节也是提醒农民，春天到了，抓紧时

间打扫粮仓，晾晒种子，修好农具，准备春耕，夺得新

一年的五谷丰收。

填 仓 节
□ 谷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