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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跃安

我 的 家 乡 春 节 娱
乐 活 动 多 种 多 样 ，最 受
欢 迎 的 大 概 非 扭 秧 歌
莫 属 。

扭 秧 歌 不 需 专 业 舞
台 ，在 大 街 上 找 一 块 能
容 纳 数 百 上 千 人 的 空
地 ，就 能 当 作“ 露 天 剧
场 ”。 这 种 娱 乐 活 动 最
大 的 优 势 就 是 敞 开 大
门 ，不 用 报 名 ，全 凭 自
愿，男女老幼皆宜，如果
不 怯 场 ，人 人 随 时 可 上
阵。

秧 歌 场 上 ，人 们 可
随心所欲扮演自己喜爱
的角色，有的男扮女装，
有 的 女 扮 男 装 ，有 的 则
独 出 心 裁 扮 演 丑 角 ，故
意 穿 着 奇 装 异 服 ，脸 上
抹得红一块、绿一块、黑
一块、紫一块，无论装扮
还 是 动 作 都 极 度 夸 张 ，
目 的 就 是 标 新 立 异 ，吸
引观众眼球。

《 西 游 记 》热 播 那
年，我们村俩小伙子特意
买来道具，装扮成孙悟空
和猪八戒，一个腰缠虎皮
裙、手舞金箍棒，一个挺
着大肚子、晃动扇风耳、
扛着九齿钉耙，表演各种
滑稽动作，让观众忍俊不
禁，一上场就成为全场瞩
目的焦点。

扭 秧 歌 更 得 有 乐 队
助 兴—— 吹 唢 呐 的 为 主
角 ，一 般 都 是 掏 钱 聘 请
的 民 间 艺 人 ，三 四 个 足
矣 ；打 鼓 、敲 锣 的 为 配
角 ，锣 鼓 手 通 常 由 本 村
村民免费担任。扭秧歌
充满艺术感，美不胜收，
张 弛 有 度 ，节 奏 由 慢 到
快 ，欢 快 奔 放 ，场 面 热
烈 。 唢 呐 、锣 鼓 和 表 演
者 浑 然 一 体 ，每 每 扭 到
高 潮 就 戛 然 而 止 ，到 此
算扭一场。吹唢呐的艺
人 能 暂 时 歇 一 会 ，锣 鼓
手 却 不 能 有 片 刻 停 歇 ，
仍 不 知 疲 倦 地 敲 打 ，以
便演员伴着锣鼓的节奏
绕场休整。待唢呐声响
起 ，又 一 场 表 演 拉 开 帷
幕，如此循环往复，一场
接一场地扭。

看 ，锣 鼓 喧 天 唢 呐
震 耳 ，“ 草 根 演 员 ”各 显
神 通 ，观 众 各 个 喜 笑 颜
开 ，洋 溢 着 一 派 喜 庆 祥
和的节日气象。如此欢
快 热 烈 的 氛 围 ，很 能 激
发人们的参与热情。有
一 件 事 我 印 象 非 常 深

刻。小孩子们扭秧歌不
讲 究 ，喜 欢 混 在 秧 歌 场
嘻嘻哈哈凑热闹。我发
现小朋友可如此随便上
场 自 由 发 挥 ，就 加 入 他
们 的 行 列 。 谁 知 ，刚 进
场 就 被 爸 爸 发 现 ，当 即
遭 到 严 厉 批 评 ，说 想 扭
就 好 好 扭 ，不 能 凑 合 。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
次不认真扭秧歌。现在
想 想 ，这 件 看 起 来 微 不
足道的小事对我触动很
大，从那以后，我更加养
成 了 踏 实 做 人 、认 真 做
事 的 习 惯 ，干 啥 事 都 不
凑合，干，就认真干。

秧 歌 场 不 仅 是 农 民
春 节 娱 乐 的 剧 场 ，更 是
青年男女展现才艺谈婚
论 嫁 的 舞 台 ，有 不 少 人
在 秧 歌 场 一 扭 定 终 身 ，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
话。

岁 月 悠 悠 ，历 历 如
昨，普普通通的秧歌场，
带 有 浓 郁 的 乡 土 气 息 ，
迸 发 着 辞 旧 迎 新 的 豪
情，书写着励精图治的传
奇。天长日久，我发现扭
秧歌亦如人生，因为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同
的是，大家扮演不同的角
色，有人在场内，有人在
场外；有人当演员，有人
当观众；有时陷入低谷，
有时攀上高峰。

这 一 民 间 娱 乐 活 动
哪年兴起，不知道；谁发
明 的 ，不 知 道 。 这 对 乡
亲 们 来 说 都 不 重 要 ，重
要的是它以不可争辩的
现实成为农村春节不可
或缺的娱乐盛宴。多少
年 多 少 代 ，备 受 农 民 青
睐 的 大 秧 歌 代 代 相 传 ，
长 盛 不 衰 ，乡 亲 们 从 小
扭 到 老 ，扭 了 一 年 又 一
年，换了一茬又一茬，至
今 依 然 扎 根 民 间 沃 土 ，
红 遍 冀 东 。 铿 锵 的 锣
鼓，悦耳的唢呐，欢天喜
地 载 歌 载 舞 的 人 群 ，构
成了一副多姿多彩喜庆
欢快的迎春图。

时 代 在 进 步 ，生 活
在 提 高 ，乡 亲 们 的 春 节
娱 乐 生 活 日 益 丰 富 多
彩 ，但 扭 秧 歌 这 一 传 统
民俗仍大受欢迎。吹起
高 亢 嘹 亮 的 唢 呐 ，敲 打
欢 庆 丰 收 的 锣 鼓 ，乡 亲
们 年 年 扭 起 秧 歌 贺 新
春，企盼岁岁风调雨顺、
家和业兴、国泰民安。

（作者单位：唐山市
曹妃甸区公安局）

□ 刘奂明

爆竹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迎
新春。

2019 年 的 春 节 即 将 来 临 。 每
年 的 这 一 天 ，全 世 界 的 华 人 都 会
沉 浸 在 喜 庆 的 节 日 氛 围 中 ，向 亲
人 、朋 友 送 上 最 真 挚 、美 好 的 祝
福 。 当 然 ，更 少 不 了 祝 福 我 们 伟
大的祖国。

说起过年，中国人最讲求的就
是 一 个 氛 围 ，也 就 是 俗 语 中 的“ 年
味 儿 ”，而 年 味 儿 最 浓 的 ，就 要 属
大 年 三 十 儿 的“ 年 夜 饭 ”了 。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和 社 会 的 进 步 ，“ 年 夜
饭 ”早 已 不 仅 仅 限 于 吃 饺 子 ，而 是
变 成 了 包 含 饺 子 在 内 的 一 桌 美 食
大餐。“年夜饭”从单纯的吃饺子，
到“ 美 食 大 餐 ”，是 如 今 老 百 姓 幸
福 生 活 的 真 实 写 照 ，是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党 的 惠 民 政 策 和 人 们
奔 向 小 康 的 具 体 体 现 ，也 是 对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年 来 巨 大 变 化 的
一种见证。

我 的 老 家 在 迁 西 县 一 个 小 山
村。小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还
没有吹到那里，整个迁西县都很穷，
山村里的人更穷，有的人编了一个
顺口溜：迁西县，黑瓦房，鸡屁股门
子 当 银 行 ，白 薯 干 子 当 细 粮 。 所
以 ，当 时 的 人 们 把 过 年 不 叫 过 年 ，
而叫“年关”。因为买不起年货，谁
家也过不起一个像样的年，有的人
家 甚 至 连 一 顿 饺 子 都 吃 不 上 。 即
使 能 吃 上 饺 子 的 ，也 不 是 肉 馅 儿
的，都是大白菜加上日常攒下来的

炼过油后的肉梭子。当然，在吃年
夜饭之前，家家户户都要象征性地
放上几响鞭炮。

1983 年春节，央视举办了第一
届春晚，但对于我们那里来说，比较
富裕的家里也只有手电筒和收音机
两样“家用电器”，想要看上电视，
根本就是一种奢望。后来，村委会
购买了一台 20 寸的“熊猫牌”彩电，
村里人才偶尔能看上电视。听老人
说，电视机买来的时候还闹了大笑
话，有个上了岁数的村民指着电视
机问：“这个盒子也没有门儿啊？那
么多小人儿是从哪里进去的？”引得
人们哈哈大笑。

1988 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
十年。虽 然 对 我 们 那 里 的 村 子 来
说 ，改 革 开 放 刚 刚 起 步 ，对 农 村 落
后的面貌影响不大，但也渐渐出现
了变化，衣食住行都得到了相应的
改 善 ，起 码 能 够 住 得 好 、吃 得 饱 、
穿 得 暖 了 。 自 然 ，“ 年 夜 饭 ”也 不
再 和 以 前 一 样 ，家 家 户 户 都 能 够
吃 上 香 喷 喷 的 肉 馅 儿 饺 子 了 ，条
件 好 一 点 的 ，餐 桌 上 也 有 了 鸡 、
鸭 、鱼 肉 。 而 且 ，小 到 9 寸 的 黑 白
电 视 、大 到 21 寸 的 彩 色 电 视 也 走
入了大部分农户的家中，为春节加
了一道特殊的大餐——“看春晚”。
热热闹闹地放上几挂鞭炮，然后倒
在热热乎乎的炕头上，吃着美味的

“年夜饭”、看着精彩的“春晚”，让
群 众 真 切 尝 到 了 改 革 开 放 带 来的
甜头。

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
村里的人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逐渐加

深，思想开始活了起来，人们不再桎
梏于“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
炕头”的思想，也不再甘心于“面朝
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看天吃饭”
的命运。年轻力壮的劳力有的利用
承包的山地种起了果树、有的干起
了个体、有的外出打工……村里的
生活得到了真正的改善，娱乐生活
也 真 正 丰 富 了 起 来 。 在 交 通 工 具
上，虽然人们普遍没有告别自行车，
但手扶拖拉机、两轮摩托车也是比
较 常 见 了 ，小 轿 车 也 偶 尔 会 见 到 。
而 说 到 年 夜 饭 ，则 又 有 了 新 的 变
化 。 首 先 是 在 饭 前 有 了“ 开 胃
菜 ”—— 放 鞭 炮 。 人 们 手 里 有 了
钱 ，日 子 过 得 越 来 越 红 火 ，都 喜 欢
用 鞭 炮 来 表 达 心 中 的 喜 悦 。 第 二
是饭中又有了新的美食，饺子当然
必 不 可 少 ，鸡 鸭 鱼 肉 也 很 常 见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很 多 人 家 的 餐 桌 上 都
有了对虾、带鱼等海产品。第三就
是饭后的各种小吃了，栗子、瓜子、
花 生 、糖 块 等 等 ，总 能 让 人 吃 了 还
想吃。

2008 年 ，中 国 的“ 奥 运 之 年 ”，
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再次
看自己的家乡，原来贫穷落后的小
山村早已不见，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新农村”。公
路又宽又平，房屋宽敞明亮，人们笑
逐颜开，老百姓的生活出现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平常的人家都有了大
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好
一点的家庭还安装了互联网电脑、
空调，购置了私家车。话题回到年
夜饭上，以前有的就不说了，光新出

现的就能摆满一整张大餐桌。地里
长的、树上挂的、山里出的、天上飞
的 、水 里 游 的 ，无 论 北 方 的 、南 方
的，只要是好吃的、人们爱吃的，都
能吃到，而且都是新鲜的。值得一
提的是，这样的“年夜大餐”，并不
是 只 有 在 过 年 的 时 候 才 能 吃 到 。
手里有了钱的老百姓，平时想吃了
也 会 摆 上 一 桌 打 打 牙 祭 。 原 因 无
它，只因改革开放让老百姓真正富
起来了。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 个
年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农村老百姓的生活也同样进
入了新的时代。以前过年的时候，
村里人都想着办法弄些好吃的，整
一桌像样的年夜饭，但却要啥没啥，
只能有啥吃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物
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以说想吃啥
有啥，但人们却不知道年夜饭该吃
啥才好了。过去，一家人聚在一起
在家里吃年夜饭，现在好多人都是
把几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到酒店
吃年夜饭。有的更是带上一家人外
出 旅 游 ，把 年 夜 饭 吃 到 了“ 全 国 各
地”，甚至吃到了“国外”。这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来源于什么？毋庸置
疑，来源于改革开放，来源于国家的
惠民政策。

“民以食为天”，对于老百姓来
说，用年夜饭来佐证改革开放 40 年
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没有比这更贴
切的了，改革开放将继续带领中国
人民向更大的辉煌迈进！

（作者单位：滦南县公安局）

春运乘车莫着急

平安出行是第一

购票辨明车站名

以免走错误行程

旅客朋友返程忙

行李物品贴身放

无论路途多漫长

看管放好最重要

易燃易爆等物品

铁路规定禁携带

査危仪器很厉害

没有机会可隐藏

如遇证件有遗失

铁警在旁莫慌张

请到票厅制证口

临时证件帮您忙

如若财物有丢失

第一时间先报警

民警尽责找线索

定能帮您把贼逮

春运途中有铁警

全力保障您出行

无论风霜与雨雪

不分假日与平常

新春佳节已临近

北站铁警祝福您

喜气洋洋迎新春

平安祥和过大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又是一年腊
月 到 ，春 节 正 迈 着 欢 快 的 步 伐 徐 徐 走
来，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海中就会浮
现出走进腊月的那年那月。

乡村的腊月是欢乐的。清晨，一声
声由远及近的鸡鸣声啼破了冬天的宁
静，阳光缓缓洒落在田野、村庄、院落，
慢慢驱走禁锢了一宿的寒意。微风伴
着喜鹊的歌唱，把白杨树那矍铄的枝头
轻轻摇动。散养的小狗互相追逐打闹，
把 地 上 的 积 雪 踩 了 又 踩 ，留 下 朵 朵 足
迹。牛羊开始此起彼伏地啼叫，它们急
不可耐地催促主人早些递上食料。我
们这些放了寒假的“熊孩子”也不闲着，
干的“捣蛋”事儿有很多，其中一项就是
夜晚捉麻雀。麻雀在冬天都住进燕子
南飞后留下的鸟巢。我和小伙伴白天

“踩好点儿”，晚上悄悄爬上住着麻雀的
屋檐，打开手电筒，照进鸟巢，属于“夜
盲”动物的麻雀突然看到光亮，便惊慌
失措，失去防备能力，于是整巢被擒。
麻 雀 气 性 很 大 ，不 吃 不 喝 直 至 绝 世 而
亡。仁慈的母亲大声呵斥着让我们放

生，在放飞前，我们会在每只麻雀的脚
踝上系一根红线，母亲不再阻止我们，
只是叮嘱我们红绳不要系得太紧，以免
给小麻雀造成伤害。我们心里期待着
有朝一日，有缘看到这些系着红绳的小
生灵，那是何等的兴奋啊！在母亲潜移
默化的教导中，我幼小的心田已然播下
了爱的种子。

乡村的腊月是温馨的。北风呼啸
着横扫大地，呜呜作响的寒风撞击门窗
的声音，就像被激怒了的魑魅魍魉要迫
不及待地破门窗而入似的。悬挂在门
口厚厚的棉布门帘是一道阻挡寒气的
屏障，不管室外多么寒冷，家里永远洋
溢着温馨。厨房是母亲的独享舞台，系
上红色围裙的母亲，连脸上的皱纹都充
满了专注，那粗糙结实的大手灵活地切
洗烹饪，变出一道道精美的菜肴。每当
这时，我便会在旁边期待地看着，不住

地把口水往肚子里咽，望着那忙碌的红
色身影，心中充满了期待。干柴烧沸了
大灶上的铁锅，水蒸气按捺不住地从锅
盖的缝隙里喷涌出来，温暖又湿润，充
斥着整个屋子。不一会儿，刚出锅的菜
肴就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撩拨着我的味
蕾。锅里可能是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的
炖得烂熟的大骨头，可能是刚起锅被母
亲点上红胭脂的馒头，也可能是如小鱼
般在锅里翻滚的水饺。锅盖揭开，水蒸
气形成“蘑菇云”，瞬间把屋子变成仙境
般云雾缭绕。母亲的脸在腾腾热气中渐
渐模糊，但围在身上的那抹红，却依然
耀眼，像一朵花，开在氤氲雾气里，开在
幸福的亲情里，开在我年少的记忆里。

乡村的腊月是升腾的。新年的味
道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开始的，
赶年集、备年货、扫房子、蒸馒头、做豆
腐等等这些亘古不变的习俗薪火相传，

各家各户乐此不疲……在这样的忙碌
中，除夕到了，穿上刚添置的新衣服，穿
上有母亲纳的那双结实漂亮的千层鞋
底儿的鞋，兜里揣上两把糖块和瓜子，
蹦蹦跳跳跑去找小伙伴们玩耍。新桃
换旧符的农家小院春色满园，悬挂在大
门口的大红灯笼喜气盈门，父亲将一挂
挂“大地红”悬挂在树杈上，在“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中，母亲和姐姐们端上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水饺，端上全家人亲手
准备的乡土味道浓溢的年夜大餐，而在
舌尖上的年味中，吸引我的莫过于那个
包着硬币的饺子，这曾经是我讨得来年
最佳运气的首选。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糖果、看春晚守岁，而我却总是嘴里
还 含 着 糖 块 ，就 枕 着 母 亲 的 胳 膊 酣 睡
……放在新衣服里面的压岁钱，陪我度
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岁 月 洗 尽 铅 华 ，斑 驳 了 时 光 的 容
颜。儿时在乡村里度过的腊月幸福而
又欢腾，连同父母的爱一起牢牢刻在我
的记忆中，带给我无限的幸福和欢乐，
任岁月流逝，不减分毫。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高新
区分局兴安派出所）

腊 月 情 缘
□ 郭军峰

从“年夜饭”看改革开放
四十年巨大变化

作为一名平凡的铁路民警，
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公安处
石家庄北站派出所的民警王馨
亲身经历了多次春运安保工作，
为了提醒旅客安全出行、平安到
家，她创作了这首顺口溜《春运
平安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
广大旅客进行安全提醒，确保旅
客出行平安！

春运平安行
王馨

（作者单位：北京铁路公安局
石家庄公安处石家庄北站派出所）

喜庆秧歌
闹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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