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湖版

家人心中的新年愿望
■实验小学602班 冯天夏

今晚，我翻着日历，惊讶地发现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家人心中的新
年是怎么样的呢？于是我打算问一
问。

我先走到桌旁，看见妹妹正在
画画，就在她耳边轻声地问：“妹妹，
马上就要过年了，你的愿望是什么
呢？”一听到问题，妹妹立刻放下笔，
脸上露出了微笑。她爬上了桌子，
拿出一张中国地图，然后左手点着
海南，右手指着黑龙江，眉飞色舞地

说：“我要去黑龙江和海南，一个在
中国的最北端，一个在中国的最南
端，一个地方最冷，一个地方最热。
所以我们在黑龙江时穿 3件大衣，
在飞往海南的飞机上，我们一件一
件脱下来，最后就剩下短袖啦！如
果去了，我们一定都会很高兴！”妹
妹边说边笑，一边把地图放了回去，
这时妈妈走了过来，我又凑了上去。

“妈妈，新年就要来了，你最想
发生什么事呢？”我好奇地问道。“这

个，这个，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妈
妈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住了。3分
钟后，妈妈搓着手对我说：“我希望
我和爸爸的工作能够更轻松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
你们啦！这样应该能让我们更亲
密。”妈妈停了一下，“要是你能再长
高一些就更好了！”我听完呵呵地笑
了起来。

我掰着手指数了数，“原来就剩
下爸爸了。”我说完，看见爸爸正在

厨房里洗碗，就跑了过去。“爸爸，几
天后就是除夕了，新的一年里你最
想干什么呢？”我问着。爸爸一手拿
着碗，正准备打上洗洁精，说：“我最
想你能顺利地进入理想的中学，希
望我们一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
安。”“原来你和我的愿望一样呀！”
我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我走出厨房，走到沙发旁看起
了书，静静地等待着新年向我们走
来！

这几天，平湖的几条大道上挂
起了鲜艳的红灯笼，提醒着匆匆走
过的行人春节即将临近。我突然想
起了我的家乡——安徽。也许那里
并不繁华，但却让人难以忘怀。

在安徽，节日的气氛十分浓
厚。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在除夕前
赶回家与亲人团聚。往往这时，便
是一家人的团圆时刻，也是一家人
最快乐、最温馨的时候。

大年三十的早上，人们便要开
始忙着贴春联了，而贴春联也是有
讲究的。贴春联，要一家人全在家
才行，少一个人都不能贴。主门上
贴好春联后，就在一些家什上贴，比
如箱子柜子上要贴“满箱衣裳”；院
内外树上要贴“满院春光”“抬头见
喜”“春光明媚”；车子上则贴“出入
平安”或“日行千里”等。

贴好春联，到了晚上便是除夕

夜最隆重的时刻了。和很多地方
一样，除夕的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
盛的一顿。餐桌上一般有十种菜，
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鱼，意为“年年
有余（鱼）”，而最后一道菜便是肉
圆，表示这顿年夜饭已经圆满完
成，也意为“团团圆圆”。闻着菜
香，咽着口水，还不能开动呢！因
为吃饭之前，家里长辈要用红纸包
钱给每个孩子，也就是压岁钱。但
在收压岁钱前，年幼的孩子往往需
给辈分较高的长辈下跪磕头，兴奋
又略有些着急地喊道：“俺给您拜
年啦！”这是以前，而现在呢？不等
拜者弯腰，被拜者就连忙上前扶
起，连声说：“省了，省了。”然后慈
爱地递上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大红
包”，孩子们接过压岁钱后便欢天
喜地盘算着去买一些自己期盼已
久的宝贝。在老老少少的笑声中，

年夜饭终于开动啦！
美美地饱餐后，全家人围在一

起，边嗑瓜子边聊天，仿佛忘记了这
一年的艰辛忙碌；看着一年一次的
《春节联欢晚会》，跟着主持人一起
倒数“三！二！一”！用自己的言行
迎接崭新的一年！零点的钟声一
响，漫天的烟火便照亮了每个人的
脸庞，原本困倦的孩子们此刻如打
了鸡血一般，冲出屋子，将白天买的
烟花拿出来放，一起比一比谁的烟
花更好看。孔明灯有时也在漫天地
飞舞，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愿望，
一闪一闪，飞向夜空。

玩累了，大家就都睡了。而
醒来的第二天清晨——年初一一
大早，便要开门放鞭炮。这天中
午的一餐也同样丰盛。但是，年
初一这天是不能扫地的，不然会
把财气“扫出门”；茶水也要倒在

专备的盆中，不能泼出门，意思是
不把财气“泼”出去。从这一天开
始，家家户户开始了“走亲戚”。
依稀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们拜访
一些平常极少见到的亲戚时，我
便常常躲在大人后面不敢出来，
直到主人家递给我几颗糖，我才
渐渐地放开了一些，现在想来，仍
是感到十分有趣。

过了年初一，那热闹劲儿才过
去了一大半。到了初三，大伙儿还
要“送年”，也就是把“年”送走。在
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吃饺子，欢欢喜
喜地送走旧年，迎来新的一年。

冷风拂面，临近的春节又勾起
了我对家乡的思念。今年因为我的
学习，所以迟迟还没有回到老家。
此刻，我加快了脚步，我必须让一个
更好的自己回到新年的怀抱！

指导老师 张林琳

老家的除夕
■南市学校904班 万海洋

从前
大年夜的乡下
我和妈妈
一起站在阳台看烟花
满天星星的夜空中
响起啪啪啪的声音
开出一朵朵彩色的花
又消失在半空中
新年开始了
我们都长大一岁

现在
我在电视里看烟花
手里拿着烟花棒
转呀转
我又长大了一岁

我又长大一岁了
■崇文小学203班 唐沁蕾

春节快到了，中国最热闹的时候到了。
有年就一定有年味，可能是大扫除、贴春联、
看春晚……而我最难忘的就是饺子了，总能
勾起我心中那浓浓的年味。

每次过年，家里做饺子的桌边就热闹
非凡，切的切，拌的拌，递的递，我也忍不住
加入了这个忙碌的队伍当中。只见奶奶熟
练地在案板上擀着皮，动作快得像阵风，好
像才过了一会儿，一叠饺子皮就擀好了。
我悄悄拿了一张饺子皮，用勺子舀了一大
勺肉馅，偷瞄着妈妈的样子，把饺子皮的两
边一点点捏合起来，不料馅儿像小虫子一
样从饺子侧面钻了出去，肉汁也不住地往
下滴。我赶紧堵住那个开口，可另一边的
褶皱也开始松垮。弄了半天，我都没能包
成一个饺子。

妈妈停下手中的活儿，鼓励我说：“是你
包的方法不对，馅不能放得太多……”妈妈
左手拿着饺子皮，托在手心，右手用勺子舀
了一点儿馅，不多不少正好放在饺子皮中
间。为了让饺子皮粘得更紧，妈妈还接了一
小碗清水。她先在饺子皮外抹了一圈，然后
再开始包起来。妈妈的手指灵活地捏着饺
子皮，一个个褶皱整齐地围成一个优美的弧
度，点缀在饺子上端，下面则是鼓鼓的肉馅，
这个饺子便成形了。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
又漂亮的饺子乖巧地排列在托盘上，玲珑小
巧的样子让人忍不住一口吃了它。

我也能包得有模有样了。在我手下，饺
子皮被我捏成了一把小扇子，褶皱虽然不像
妈妈那么精细，但是也显得娇憨可爱。

我们这儿热火朝天地包着饺子，奶奶
那儿的水也烧开了，饺子可以下锅啦！饺
子们像坐上了滑梯，稳稳地落到锅中，很快
就漂浮在水面上了。水花越翻越大，水快
要溢出锅外了，我喊道：“捞饺子！”奶奶说：

“这样怎么能熟呢，要加三次水，饺子才算
真正熟透呢。”经过三次加水，饺子被煮得
胖乎乎的，个个腆着白肚皮。饺子出锅后，
一家人围在桌前，吃着饺子、聊着天，其乐
融融。

饺子包的不仅仅是肉，还有那浓浓的亲
情。

指导老师 邱 月

饺子
■东湖中学803班 褚思彤

■鼠年福来到 东湖小学文欣校区204班 曹沐阳
指导老师 王晶晶

每次说起节日，想必大多数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春节了吧？的
确，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传统的
节日，每到新年就是我们家家户户
最忙碌但又最热闹的日子。

春节前家家户户开始忙活起来
了，打扫屋子、买年货、贴对联、做传
统美食……而我们家年前的除旧迎
新可有趣了！

小年夜晚上，我们全家人围着
桌子吃饭，爷爷吃完饭后会拿着筷
子边敲打着空碗边高声说道：“新年
喽！开动了！”一听到这句话，大家
就像收到了命令的士兵一样，纷纷
放下手中的碗和筷，拿起了各自的
清洁工具，抹布、扫把、拖把、鸡毛掸
子……大家拿起工具就开始埋头干
活。我问爷爷为什么每一年过年都
要打扫，爷爷对我说：“打扫是为了
扫去前一年的霉运好迎接第二年的
幸运，当然也是为了让屋子变得更
加整洁干净，好抱着一个好心情去
迎接下一年。”我听到之后明白了，

更加卖力地打扫了。
囤年货必然也是过年时很重要

的一件事了。我们一家人老老小小
一起去批发市场买过年走亲戚用的
礼品和“福”字、对联、鞭炮。

当然在我们农村更重要的，就是
做团子和尺糕啦！我作为一个地道
的农村人，做这个我可是熟门熟路
呢！做团子时需要在糯米粉中加入
热水趁热揉均匀后，搓成一个个小球
然后在里面放入馅。我们这里的馅
有萝卜丝的、肉的、糖的……之后把
包好的团子放在已经刷好油的粽叶
上，再在蒸锅上蒸，大概二十分钟后
一锅热腾腾又让人看了就馋的团子
就好了。之后我们会在团子上点上
一点红色的花，寓意着红红火火！看
着那一锅锅热腾腾的团子我的口水
就忍不住流了下来。但是奶奶总会
留一蒸笼收好了，好等到中午祭祖。
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尺糕了，我们在剩
下的糯米粉里加入红糖和白糖提高
颜色和味道，之后在专门做尺糕的模

具里倒入混好的糯米粉，用尺子擀平
分成相等的九份，如果喜欢吃甜的还
可以在上面铺上一层豆沙馅儿之后
再用糯米粉盖上，继续上锅蒸十几分
钟，就可以出锅了。然后也在上面点
上几朵小花，既简单又好吃的传统美
食就做好了。

第二天过年了，家家户户早早地
就起床开始准备中午要祭祖的美食。
我们家里一般都是准备八样吃的。有
猪肉、鱼肉、鸡肉……有些人家还会准
备十样东西，寓意着十全十美。

到了晚上可就是小朋友们最喜
欢的时刻了，因为那时每当我们吃
完饭长辈们都会给小朋友们压岁
钱，小朋友们总是偷偷地拿着压岁
钱，躲在被窝里数着今年的“收
成”。我们还会贴对联挂灯笼，红红
火火地过年。望着那红红火火的对
联，我总会想到一句诗：“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后呢
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春晚了，我们全
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春晚的

开始，主持人的一声：“亲爱的观众
朋友们，过年好！”就是全场最激动
人心的时刻。我们一家人看着小
品、相声、舞蹈、戏曲都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但是每次坚持到最后看完
全程的人总是只有我一个人。之后
的农村夜里，总会断断续续地出现
鞭炮的声音与烟花美丽的色彩，那
烟花五彩缤纷，千姿百态，争奇斗
艳，把新年的夜空点缀成美丽的空
中花园，在广阔的天空中，有的像天
女散花，一簇簇、一群群地冲上天
空；有的像秋菊、月季花，万紫千红，
千姿百态；有的红似血，恰似红梅；
有的白如玉，酷似雪莲……五光十
色的礼花把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望
着天空洒下的滴滴金雨，地面开出的
朵朵银花，我们拍着手跳着、笑着……
我们的笑脸映着火光，显得更加可爱。

充满着年味的我伴随着我的成
长，保留着我们美好的记忆，春节永
远是我最爱的节日。

指导老师 顾待秋

春节记忆
■行知中学七（4）班 李舒怡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每
逢过春节，全国各地的人们就会
贴春联、贴“福”字……你瞧见了
吗？家家户户都是一派张灯结
彩、喜气洋洋的景象！

我们家也不例外。如今我是
大孩子了，妈妈说家里的春节气氛
要一起布置，我早就想帮忙了，可
是以前爸妈都不让我参与，现在终
于有机会了。我开心地拿起一副
春联，涂上胶水，搬了个凳子，整齐
地贴在门的两边。这时爸爸过来
了，夸我春联贴得不错，爸爸手里
拿着“福”字，他将“福”字倒贴在门
上，这样一瞧，春节的气息立马就
有了。姐姐也在屋里忙碌着，她先
拿起几只红灯笼，挂在屋子里，又
把一串串小彩灯挂在墙上，小彩灯
一闪一闪的好漂亮，像一颗颗正在
眨眼的小星星似的。

布置完了，我就开始期待年夜
饭了。记得去年，是妈妈和外婆做
饭，我和爸爸、哥哥、姐姐布置家
里，我们家的“老佛爷”——外公
在看电视，不时地转头看看开心

的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到
吃年夜饭的时候了，一大桌的年
夜饭，象征年年有余的红烧鱼，我
爱吃的螃蟹和虾，妈妈喜欢的鸡
汤，还有好多好多的美食，有些我
都叫不出名字，经过妈妈和外婆
的巧手呈现出各种美味。

等我们开心地吃完年夜饭，
几年前，我最开心的就是和哥哥、
姐姐一起出去放烟花了。哥哥拿
起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线，只听啪
啪啪几声，一条火龙直冲云霄，一
朵朵美丽的“菊花”开放了，它们
五彩缤纷，一会儿变红、变黄，一
会儿变绿、变青，一会儿变蓝、变
紫。一朵朵烟花有的如银龙飞
舞，有的如金花四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这首诗中美好的寓
意和祝福在春节里，我是真切地
感受到了。又是一年春来到，今
年的年夜饭会有什么菜？我又开
始期待了……

指导老师 沈松燕

幸福春节
■百花小学402班 张语棠

■鼠年大吉 实验小学410班 陆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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