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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年俗
■杨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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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坐落在黄河东岸，长城脚下
的山凹里。在周边算不上古村落，也算
得上是年代久远的村子。在我小时候，
踏进腊月的门槛，村里人们就忙里忙
外，加快了生活节奏。一过腊月二十
三，大人们就开始准备年货，整理屋
子。娃娃们也在扳着指头计算过年还
有几天，期待年三十尽快到来。

二十三，大扫除。每到这一天，我
们就会被大人早早儿从热被窝里叫起
来，打扫屋里屋外的卫生。爷爷每到此
时总会说：“今儿各路神仙全上天开会
去了。”母亲说：“今儿谁勤快，来年学习
会更好。”我们兄弟几个主动帮着母亲
做家务，开始泥家刷家。窑洞里上面的
墙用白泥粉刷，下面的围墙和大炕用红
泥泥浆一遍。经过一天的整理，清理了
尘埃，粉刷了墙壁，浆过了大炕，屋子里
如同新家一般亮堂。

我家住在村子西边村口，有时会受
到野生动物的骚扰。有一年腊月二十
三，天蒙蒙亮，爷爷将炉灶炕洞的草灰
掏在箩筐，小声和奶奶说：“我出去筑围
墙，别让娃们乱吼喊。”出于好奇心，我
穿起衣服悄悄地跟在后面。爷爷提着
草灰走出大门，左手提筐，右手抓灰，边
走边撒，绕着宅院，撒出一个大大的圆
圈，将宅院圈在里面，只在大门路口处
留了小口。过后我问爷爷，爷爷瞟了我
一眼，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句：“等你长
大，就懂了。”那年电视演《西游记》，当
看到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师徒三人周围
划了个圈儿，妖精近不得时，我一下子
就想到了爷爷用草灰撒的圆圈。

二十五，做豆腐。前些年，村里人
们多数自己动手做豆腐。右手摇小石

磨，左手加豆瓣，连同水一起倒入磨
内。后来，村集体买回大石磨，提高了
磨豆腐的效率。你家磨罢他家磨，互帮
互助真热闹。

做豆腐是有技术含量的。尤其用
卤水点豆浆时，要掌握好卤水的软硬
度。原始卤水是用碱土水发酵出来
的。从废弃多年的土墙角下扫回碱土，
用滚烫的水泡过后，将水舀入盆里发
酵，发酵好后再烧开杀毒，卤水就制作
完成了。当卤水慢慢洒入翻滚的豆浆
锅里时，活跃的豆浆马上凝聚为豆腐
脑。俗语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
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有人将压
豆腐块时流出的水接回发酵，叫酸浆，
同样可以点制豆腐。

二十六，写春联。过去全是手写春
联，供销社只卖红纸、墨块或墨汁。写
春联时，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便成了香
饽饽。人们拿去红纸让写上吉祥的语
句，村里有一户人家老年得子，视如掌
上明珠。老两口勤俭节约，恨不得一分
钱分成几瓣花。宝贝儿子大手大脚，还
沾染了赌博的习气。有一年众人给编
了一幅对联，年三十贴在了大门上：“吉
祥过日精打细算，如意花钱一扫平川。”
儿子看后有了羞愧之感，从此踏踏实实
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村里人手写春联的爱好一直延续
下来，始终没有失传。近年来，又有不
少年轻人学起了书法。去年过年，我也
参与了村里的写春联活动，一位老者端
量着墨汁未干的字迹说道：“墨香的味
道就是年的韵味儿啊！”

二十七，蒸白馍。在蒸馍前一天，
要将白面发酵，也叫起面。蒸制白馍花
样多，如石榴卷儿、十二属相等，出笼后
在上面点个红点，以示喜庆吉祥。小时
候粮食紧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馍，
而且是上待贵客的上等食品。记得有
一句俗语：“白面馍馍冷吃也好，自找对
象讨吃也好。”正月里走亲戚，也要带上
几个白馍，以表敬意。

二十八，开肉墩。村里人每到进入
深冬，杀下猪羊肉大多选择放在院里背
阴处。将肉垛在一起，苫上胡麻柴，抹
上一层厚厚的泥冻住，为了安全保险，
外面再加盖石块。这种封闭储存法，可
保肉质鲜嫩。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使用
传统肉墩法。过年橇开肉墩，开始制作
各种美食。

二十九，糊窗花。过去，村民居住
的窑洞多为木头做的上顶窗、下三十六
眼窗。人们送孩子上学时常说的一句
话：“好好念书，起码能认得个三十六眼
窗。”意为将来出了社会，能认得上下左

右、人情礼往。糊新窗是把旧窗纸撕下
来，将新麻纸糊上去，把剪好的窗花贴
在窗眼纸上，彰显喜庆。

剪窗花是一门技术活，也是女人们
的专利。每到过年时节，总会有体现时
代特征的新颖花样。有一年，我母亲借
回了新花样和一张报纸，准备拓底样。
只见母亲双手举起报纸，在头顶上顶一
下，好似做礼拜。以前就看到过奶奶剪
有字的纸时，也有同样的举动。我向母
亲请教，母亲慢慢解释道：“这字里面
呀，有文曲星。你们要多读书多识字，
多敬重它们。”

三十中午大团圆。一家人欢聚一
堂，欢天喜地分享美食，总结过去、展望
未来。主食为“翻身烙饼”，即烙糖饼，
为来年翻身大发之意。吃“翻身烙饼”
已成为本地每家每户的传统习俗。

三十下午垒旺火。三十下午，男人
垒旺火，挂灯笼；女人煮猪头，包饺子。
村里的旺火多为柴禾，把干树梢捆一大
捆立于院中，贴上“旺气冲天”的红联。
待“接神”（迎接新年）时点燃。再将灯
笼高挂在院里和大门外，进入黄昏时亮
起。过去手工制作的灯笼有冰冻灯笼
和纸糊灯笼，里面放一盏小油灯。到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电灯已取代了油
灯。

大年三十熬一夜。三十晚上不展
铺盖，大人小孩和和气气熬年夜。这天
夜里，孩子们欢天喜地跑大年，三五一
伙、七八一群，东家进西家出，热闹非
凡。小时候村里孩子多，常有喜闹之
声。老人们为了让娃娃们安静守规矩，
常讲一些神话的故事：大意是有谁做了
伤害他人的或违法乱纪之事，就会得到
惩罚。孩子们便乖乖地自我约束。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接
神”时辰已到。旺火点着了，熊熊燃起，
照得整院明亮通红，也映红了人们的脸
庞。再往火上浇上一勺食油，火苗瞬间
冲向天空，与空中礼花共舞。“火上浇
油”“旺气冲天”，更显鸿运之气势！

用筷子挑上几个石榴卷，来旺火上
烤热，众人掰着吃，意为要像石榴一样
共享幸福生活。然后将旺火的火块接
回家中炉灶，意为将“神”接回。炉火通
红，开始煮饺子，吃“接神饺子”愿“与神
共享，国泰民安”，饺子里包上几个蹦子
（硬币）或红枣瓣等，意为“财源广进”。

小小灯笼照亮了院里院外，全村灯
火通明。站在高处俯视，如同繁星下凡
一般。

大年初一拜大年。小孩子们早上
起来给爷爷奶奶或长辈拜年。首先要
问候：“过年好！”学着传统礼仪，鞠躬作

拜。
初二上午迎喜神。上午，全村人聚

集一起，敲锣打鼓喜气洋洋，走出村口，
迎接新年的鸿运。在一平整地面举行
仪式：“敬天、敬地、敬人。”祝愿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你我互相恭
贺，好语连连。

初三媳妇回娘家。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过罢年媳妇要回娘家。这天，向
生产队借一头驴，在驴背上备上花被
褥。媳妇骑上毛驴抱着孩子，丈夫牵上
驴就出发了。今天的新农村，宽广的油
路连村入户，家家有了小轿车。走时在
门外响几声炮，以示一路平安。

初三人人要忌针。“初三、十三、二
十三，搓麻捻线贼来攀。”传说这几日做
针线，会遭人诬告。每逢这几日，家里
是不动针线的。也不知是真是假，不
过，女人们整天家务繁忙，正月天放下
手中活，出去散散心也是应该的。

初五俗称破五日。这天人们一般
不出远门，在家清扫室内外过年以来留
下的垃圾。过了初五，就解除了各种规
矩讲究等等。

初六出门一路顺。俗话说：“常人
出门三六九”。从初六起，人们带着大
年余热，又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孩子们
收拾书本做上学准备，大人们踏上返岗
之路，各行各业大多各就各位。不过，
留在村里的人们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气
氛之中。

“过了大年，相互拜年”。人们常常
聚在一起，互请互贺，亲情更浓、友情更
深。同时请来“秧歌”班子，唱上几天村
戏。大年一过天气暖和，戏院里便成了
老者们畅谈古今中外、天地人和的场所。

近日，文友王瑨给我发来《年画集锦》的微
信，一幅幅制美的年画，让我大开眼界，感慨良
多的同时，也勾起了我镌刻在脑海里的美好记
忆。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也没
有锣鼓喧天的舞狮和秧歌表演，更没有五彩缤
纷的新年灯展，倒是集市上花花绿绿的张张年
画令人倍感年节的温馨。

临近过年，我总会缠着父亲到集市上选择
自己喜爱的年画。每次走进卖画棚，扬着冻红
的脸观赏那散发着墨香的年画，心里便充满一
种活泼的欣喜。穿着双脸棉鞋，戴着毡帽的男
人们和穿着碎花大襟袄，罩着红头巾的女人们
观赏着，评点比较着，吵吵闹闹购买着年画。
卖画人取画卷画，笑模悠悠地打发着买画的
人，同时不停地介绍着:要买年画还是杨柳青年
画最地道。买张鲤鱼跳龙门，明年定会喜气
升。那几年画棚的画真多。“贵妃醉酒”“西施
浣纱”“貂婵拜月”“昭君出塞”，四美画下笔传
神而着色古雅，令人顿生怀古之幽情。雄峙的
长城要塞，枫林如海;无垠的塞北草原，羊群如
云;银装素裹的祁连山，朔漠驼铃;黄河入海，浩

淼天际;泰山日出，赤焰喷薄，那风景顿给人一
种身临其境之感。鸣春的黄莺，报晓的金鸡，
戏水的鸳鸯，开屏的孔雀，象窃窃私语的熊猫
……动物飞禽的年画更是栩栩如生，令人爱不
释手。

贴年画马虎不得，如果贴歪了或者顺序贴
倒了，就会招来挑剔的目光。为了把年画贴得
端正，父亲总会亲自站在高处贴，我和母亲在
下面看。有时，父亲干脆拿出千斤坠来吊线。
老屋因为有了新年画，立即焕然一新了，看着
就亮堂，有时连邻居看了都赞不绝口。

贴好了年画，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找小伙
伴，向他们炫耀。

我喜欢年画，因为它"红火喜庆”。其手法
夸张，亮丽多彩，线条明快，别看它简洁朴素，
却十分红火喜庆。无论是自己粉刷的平房白
壁，还是冬暖夏凉的黄土窑洞，或者是大门的
门神、院里的天地灶膛，只要把五颜六色的年
画、花纸一贴，立即充满了年的气氛。二是因
为它“能接地气”。它的内容是现实的，但又
超越现实，它从早期的自然图腾和神祇崇拜，
逐渐演绎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
装饰环境的节日风俗，它寄托着平民百姓的
思想情感和对美好生话的向往，成为乡间百
姓生活的一种精神安抚。三是它“明白实

用”。年画的题材也非常广泛，有戏文故事、
人情风俗，美人、娃娃、吉庆寓意、男耕女织、
风景花鸟等等。许多优秀的年画，着眼于表
现人民生活、表达了人民对真、善、美的歌颂，
对假、丑、恶的抨击。在年画的实用上，有中
堂画、门画、影壁画、门头画、窗画、条屏画、灶
龛画、桌裙画等。

那个年代生活困窘，年画寄予了乡亲们祈
求人寿年丰、大吉大利的企盼。它在不知不觉
中成了生活的一份情趣，不仅孩子喜欢到处去
看年画，就是大人串门也会凝神驻足去欣赏。

睡大炕的时候，我的头上有过两幅年画，
一个是水浒的一百单八将，不知何人手笔，造
型栩栩如生;一个是古装人物的八大锤。翻开
眼，就能看到，水浒人物的诨名都是那时候背
的，一边背一边忘，到现在又剩下没几个了。
八大锤是《说岳》里的事，画的是岳云、狄雷、何
元庆、严成方，手持双锤，英姿勃发，这两幅画
很能鼓舞少年，因此到年末，总是舍不得撕掉。

如今，走在繁华的集市中，早已无法领略
童年时买年画、贴年画的喜悦了。但我却永远
难以忘怀年画以及与年画有关的点滴岁月，永
远淡忘不出的依旧是年画的余韵，永远难以忘
怀的仍是那一份朴素的喜庆与饱含在年画里
的那一丝丝温暖。

时光真如“忽看电掣金蛇过”，转眼间农
历蛇年就要来到了，该说一说蛇了。在所有
的动物里，我最不喜欢蛇了，因为我最害怕行
如鬼魅巨毒无比的蛇。其实，好多人也都不
会喜欢蛇的，所以在十二属相里人们一般不
说自己属蛇，而是说属小龙。

在我们土默川平原上很少有蛇的踪迹，
所以小的时候我并没有见过蛇。有时在野地
看到蜥蜴飞快地爬行，就以它来想象蛇的样
子，因为我们那一带农村管蜥蜴叫“蛇狮
子”。最早听到蛇的故事还是小时候在炕上，
母亲给我讲《白蛇传》的故事，母亲讲到有千
年修行的白蛇的时候，讲述着她仁义善良的
性格和举动，特别是舍身盗草救夫对爱情是
多么坚贞；讲到小青，也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担
当的蛇精，是一个性格耿直不失良善的蛇精，
倒是许仙有意无意“出卖”了白娘子，有点人
不如蛇的感觉。

后来我读《聊斋志异》的《蛇人》，发现蒲
松龄将人与蛇之间的真挚情感写得人情味十
足，比神话了的《白蛇传》还刻画生动。《蛇
人》描写了一位弄蛇人与两条青蛇之间超然
于人世间的情谊，弄蛇人把灵蛇二青放归山
林之后，长大的二青逐渐从山中路途出来追
逐行人，弄蛇人与其相遇后告诫它，二青再未
出来为害行人。耍蛇人把自己养的另一条小
青蛇也放归山林，二条蛇恋恋不舍地离开主
人。蒲松龄感叹蛇还“恋恋有故人之意”，而
且能听进人话不再害人，有些人反而对朋友
或有恩的人会落井下石，对忠言劝谏的人会
反目成仇。看来有的人毒辣起来真是比蛇还
毒，这不是一个人的感受。

上了小学之后，接触到了几个关于蛇的

成语，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杯弓蛇
影，客人误将映在酒杯里的弓影当作了蛇，疑
神疑鬼以为自己喝下了小蛇在肚里蠕动，因
此而一病不起。后来主人在原处置酒，告诉
客人误将弯弓当成杯中小蛇，客人恍然大悟
随之病愈。这一故事说明谁都怕蛇，但人不
能疑神疑鬼，一定要弄清事情的真相来解疑
释惑。还有“画蛇添足”这个成语我是在小学
课堂上学会的，老师告诫我们不要做无用功，
否则就会弄巧成拙。

其实村里的人们也经常以一些带有蛇的
谚语或歇后语来说事明理。比如“人心不足蛇
吞象”这句谚语，村里的人们常常提起，用来
告诫人们要知足常乐，不可过分贪心。还有一
句谚语叫“打蛇打七寸”，乡下的人们也经常
说起这句话，告诫人们说话办事一定要抓住要
害。小的时候我最爱听的一句歇后语是“蛇跑
兔子窜——各有各的打算”，在生活中每个人
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前奔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愿望和梦想，这才构成了大千世界的精彩。

乡下人还经常以蛇来形容女子。比如用
“水蛇腰”来比喻狐媚的女子，形象地描摹出
了女子婀娜多姿的身段。把面容姣好心底歹
毒的女子比作“蛇蝎美人”,像妲己、吕雉等女
子就被归入此类。宋代理学家邵雍认为天有
阴阳二气，“阴毒产蛇蝎，阳和生莺凰”，确实
是有一些道理。邵雍还说不善之人是“蛇蝎
其情，豺狼其性”，善良之人是“金玉其性，芝
兰其情”，也是非常贴切的。

我小的时候听到的常常是龙蛇并提或互
相比较。老人们常常讲“这个孩子到底是成
条龙呀，还是成一条蛇狮子呀”，对于望子成
龙的家长们来说，当然希望孩子成为一条遨

游天际的龙，而不是在地上匍匐爬行的蛇。
其实在先秦诗歌中就有《龙蛇歌》，讲的是五
条蛇辅助一条龙腾飞的故事，诗里充满了神
秘的意象。成龙成蛇在史籍中就有许多记
载，隋末群雄崛起，王世充就评价李密“天资
明决，为龙为蛇，不可测也。”但李密把一把好
牌打得稀烂，终究也没有成龙，《太平御览》引

《隋书》说：“炀帝大业末年，翟让初见李密，
衣在格上，密腰带化为赤蛇，让心异之，竟为
密所杀。”言下大概就是李密是赤蛇所化。

小的时候听“汉高祖斩蛇起义”的事情觉
得他挺英雄的，后来读书渐多才明白那不过
是编史书的人编出的鬼话，就像明唐寅《高祖
斩蛇图》里写的“真人受命整干枢，失鹿狂秦
不足诛。四海横行无立草，妖蛇那得阻前
驱。”编史的人总得编出个受命真人，翻阅《太
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籍，这样的故事实在
是太多了，姑妄听之，不要当真就是了。《南
史·宋纪上》就记载宋武帝刘裕“见大蛇长数
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新洲），里闻有杵
臼声，往觇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中捣
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
傅之。’”这个故事也是编出来的神话，寄奴是
刘裕小名，高中课本里辛弃疾的词“人道寄奴
曾住”的“寄奴”就是指他。

在文坛艺苑之上，人们形容书法好是笔
走龙蛇，这个比喻特别好，笔走龙蛇好就好在
是灵动自然的姿态。蛇年到了，我们对待人
生的态度也应该如笔走龙蛇，既灵动又自然，
不去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活得自然真实就好。就像魏武帝曹操所抒发
的“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对生活要永远“壮心不已”。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转瞬间，一年光
阴悄然溜走，蛇年春节迈着匆匆步履日夜兼程。

“腊月年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腊月，一
个多姿多情的月份，一个被春联和年货染红的月
份，一个被熙熙人流煮沸的月份。推开腊月的门
扉，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

有人将腊月比作形容词，是非常形象准确
的。忙碌、丰富、红火、温暖，是腊月的主基调。一
过腊八，浓浓甜甜的腊香就开始弥漫。家家户户
整理房子、打扫卫生、买衣服、煮肉食、炸茶食、包
饺子、蒸年糕、买对联、挂灯笼……人们夜以继日
地忙碌，皆向吉祥如意、阖家欢喜的幸福年聚拢，
都是为除夕夜守岁做铺垫的。因为，守岁才是最
古典庄重、内涵丰盈的仪式。

守岁是过年的核心，既是对即将逝去旧岁的
喟叹和怀恋，更是对将要来临新年的希冀和憧
憬。守护光阴，辞旧迎新；家家团圆，岁岁温情。
这是守岁的主题，更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优秀
传统。

“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守”字
是一个温暖的字眼。除夕夜守岁，带给人们的是
这样真切的感受：即将过去的一年中，时光的沙漏
滴落了太多的故事和情感，也记载着人们奋斗的
艰辛与欢乐；新年即刻到来，迎接人们的依然是旭
日东升，节气迭代。

除夕之夜，守一家亲情。一切皆已准备就绪，
忙年基本结束，人们终于闲坐下来，游子也风尘仆
仆赶回家中。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吃着丰盛的
年夜饭，品着醇香的美酒；聊着一年的收获，有欣
喜和怀恋，也有遗憾和忐忑；有过往的沉疴与忧
伤，更多的是期待来年风调雨顺，诸事称心。言谈
吐语间，欢乐多多，幸福满满。灯火璀璨的屋宇，
一家人包饺子，看春晚，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脸上
荡漾着幸福的涟漪，人人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享
受着最温馨的时光。

一个“守”字，将长长的夜，守成温暖的年。多
彩的大小荧屏，滚动传递着大吉大利、顺风顺意等
美好祝福，亲情友情在这万家守岁的不眠之夜集
聚发酵沸腾。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长期以
来，这幅上乘之作的传统春联，表达了华夏儿女对
新春佳节最美好的祝愿。但因年龄和时代的差
异，人们迎接新春的心境是迥然不同的。对孩童
来说，“除夕更阑人不睡”“小儿呼叫走长街”的兴
奋情态活泼可掬。对老者而言，“白发添新岁，清
雅减旧朋”已成为常态，生命的余额在逐年消耗之
时，老朋旧友也相继离去。白居易在《除夜》中就
有“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的喟叹。
较之于现代盛世长寿老人逐年增加的欣喜，“火销
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的古人，就已感到
岁暮向晚，浮生如寄了。

除夕之夜，守一颗初心。对人民公仆来说，这
一夜意义非凡。守得住初心，扛得起使命，恪守为
民服务的宗旨，不为金钱所惑，不为权色所迷，不

为私欲所动，这是每一位公仆应长期坚守的圭
臬。只有这样，才能做清正廉洁的好公仆，当爱民
如子的父母官，留干事创业的好名声；才能坦然回
报父母之养育，欣然相敬爱妻于鸿案，严然率领儿
女以前行。自己心无旁骛，父母心无挂碍，妻儿心
情愉悦。才能在初夕之夜相守于父母妻儿，相聚
于通宵达旦，相享于天伦之乐，以尽为儿为夫为父
之责。守，是家人之间温暖而深情的守护，更是彼
此给予的慰藉和幸福。

唐代诗人孟浩然在《田家元日》中写道：“昨夜
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
丰。”作者在大年初一时想到自己已四十岁了，虽
然没有官职但仍忧虑着百姓。他看到田野里农夫
扛着锄头和牧童一起劳作的情景，听到他们说这
一年是个丰收年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样心系黎
民百姓的情怀难能可贵。

除夕之夜，守一份责任。阖家团圆守岁之时，
有不少人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用他们的青春热
血和无悔选择，书写着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的盛世
华章。

人民子弟兵，顶风冒雪坚守在祖国的边疆，为
全国人民过一个平安喜乐、吉祥如意的春节保驾
护航。他们也牵念着亲人，但为了祖国的领土安
若泰山，为了纯洁的领空星光灿烂，为了浩瀚的大
海风平浪静，日夜值守在哨所，将保家卫国、居安
思危的神圣天职写在灯火璀璨的星空。

全国十几万电力工人舍小家为大家，为了亿
万家庭幸福团圆，为了神州大地祥和安宁，辞别父
母妻儿，用专注的神情，输送普天同庆的欢乐，让
辞旧迎新的礼花，在天南地北绽放升腾。

消防员、医护人员、人民警察……他们迎着凛
冽的寒风，冒着飘舞的雪花，守护着人民的安康和
社会的稳定，为全国人民送去节日的大礼。

除夕之夜，守一种精神。“今宵冬律尽，来朝丽
景新。”当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人们走出家门，
燃放爆竹，举国欢庆，神州大地到处是火树银花，
流光溢彩。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新年，喜悦之情流
淌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新的一年，有新憧憬，新希望，新收获。伟大
的祖国如昂首嘶鸣的骏马，驰骋于世界舞台。民
族复兴梦想的实现，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
奋斗。道虽远，行则将至。在前进的征途上，还会
遇到狂风巨浪，还会面临激流险滩。但只要有红
旗指引，有先进思想武装；只要万众同心，奋楫笃
行，就一定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谱
写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奇迹。

旧岁已逝，新年莅临。守望一夜光阴，是为了
蓄势待发；致敬踔厉奋发，是为了稇载而归。让我
们牵手新年瑞雪，狂书阴山南北朋心合力；曼舞金
樽哈达，高歌沃野草原党坚势盛。于除夕之夜坚
守一分温馨，一分清醒，一份勇毅，一份力量。春
风有信，已温暖万家灯火；光阴交叠，正催生树绿
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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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归日暖龙蛇动——蛇年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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