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伊始，市融媒体中心发起了“小记者‘年味’征集”活动。期间，收到不少小记者的投稿作品。从今天起，本报将

陆续刊登部分优秀作品，不仅有作文，还有书法、绘画等。这个春节，有哪些温暖、快乐、有趣的瞬间让小记者印象深刻？

在他们的记忆中“年味”是怎样的？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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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年初四，我要去外婆家拜年啦！
吃过晚饭，我和豆豆弟弟在外婆家的门前扔摔

炮。“噼、啪、噼、啪……”一个一个摔炮接二连三地被
“甩”到了地上。后来，我们觉得一个一个扔太费时
间了，而且声音也不太响，便把两包以上的摔炮都倒
在手心里，然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扔出去，“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声音特别响亮，好玩极了！天越来越
暗，月亮婆婆也出来了，我们的摔炮都摔出了橙黄色
的火花，太好看了！我突然有个奇特的想法，便对豆
豆弟弟说：“要不我们把一包摔炮放在地上，然后踩
爆它们，好不好？”他拍手叫好。于是我们把摔炮放
在地上，用尽全力一踩，“砰！”声音更响了，真有趣！

摔炮扔完了，接下来就到了放“仙女棒”的时候
了。大人们拿来了打火机，点燃了亮晶晶的“仙女
棒”。哇，太壮观了，简直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
我的两只手各拿了一根“仙女棒”，用它们在空中比
划了一个爱心，画完的爱心还有余光呢！闭上眼睛，
我的脑中浮现出了爱心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该回去了，可是我还恋恋不舍地回想着刚刚扔
摔炮和放“仙女棒”的画面。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

一件有趣的事
□朱棣文小学 三（10）班 吴若何

福，可以是阖家团圆的幸福；福，可以是享受美味
的口福；福，可以是他人给予的祝福……春节来临之
际，大家都忙着写福字、贴福字，希望能沾到福气，来
年好运连连。

寒假里，我参加了市博物馆“元代的江南”书法主
题研学活动，其中的虎福挂件制作活动，让我感受到
了了年味，更加憧憬春节的到来。

这一天，我们早早地到了教室，看见桌面上放着
所需的材料：几支毛笔、几张红纸。老师先是向我们
介绍了制作虎福挂件的方法和步骤：写福字、画老虎、
做装饰、挂穗子。不一会儿，老师的讲解结束了。认
真严谨的同学在那绞尽脑汁想创意，活泼外向的同学
兴致勃勃地向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调皮捣蛋的同学
则是笑嘻嘻地跳到老师面前问制作虎福挂件难不难
呀？老师笑着说：“自己动手体验就知道了。”

话不多说，开始动工。首先在红纸上练习，大家按
照老师的要求把红纸摊开弄平，提笔蘸墨，在砚台的侧边
舔掉多余的墨。然后小心翼翼地在红纸上写下福字，将
适当的地方改成小老虎，最后进行装饰，一个福字就完
成了。我们小组的同学个个心灵手巧，写的福字有隶书
的、楷书的、篆书的……每个福字都端庄秀美。

突然，一阵笑声打破了安静，我扭头一看，原来是
“刘老鼠”同学出洋相了。只见他左手摊开红纸，右手
拿着的毛笔蘸了满满的墨，在笔尖碰到红纸的瞬间，
墨汁渗透了纸面。因为墨太多，他写下去的每一笔都
渐渐地晕染开来，以至于他的字看起来像长了几根十
分不均匀的尾巴。大家亲切地称他的字为“鬼画
符”。笑声在教室里飘荡开来，年味离我们更近了。

轮到我露一手了。第一步写福字，蘸墨时吸取
“刘老鼠”的教训，墨量适当。刚开始写时，手还有点

抖。俗话说熟能生巧，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我的运
笔变得自如了。第二步画老虎，我把福字的右半部分
进行美化，最上面的一横用数字2022来代替，下面的

“口”改成了一只可爱的小老虎，最后的“田”字改画了
一个金元宝。这样虎福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第三
步做装饰，我在虎福的下面写下了“新年快乐”四个
字，最后在上下两个孔中串上穗子，我的虎福挂件大
功告成了。

虎福挂件制作好了，我开始欣赏其他同学的作
品。我们组长的作品很独特，上面不仅写了“冬奥加
油”，还画了一只冰墩墩呢！第一组组长给作品装饰
了各种字体的福字，整个挂件看上去很有艺术感。

随着一声“耶”，老师给我们拍照留念。大家高举
手中的虎福挂件，跳了起来，幸福的笑容在脸上洋溢
着，年味儿扑面而来。

制作虎福挂件
□朱棣文小学 六（7）班 李睿琪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一家早早地起了床，妈妈
说：“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起去登高
吧！”我高兴地欢呼起来。于是，我们就出发啦！

爸爸开车带我们来到了常熟虞山。别看是大年
初一，来登高的人还真不少呢！我们经过一片幽静
的竹林，这时，眼前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山顶：一条是
铺着台阶的石板路，另一条是铺满落叶的崎岖山
路。显然，第一条路对于我来说更容易，但我想挑战
一下自己，所以选择了第二条路线。虽然山路崎岖，
但是更能让我享受爬山的乐趣。

这条路铺满了厚厚的落叶，每踩一下，都能听到
树叶发出美妙的“沙沙”声，也正是因为路面有这么
厚的树叶，增加了我们爬山的难度。我小心翼翼地
一步一步往上爬。突然，我踩到了一块藏在树叶底
下的硬东西，应该是块石头，我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摔倒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有1000只小兔子在
我的胸口奔跑。幸好我眼疾手快，连忙抓住了一旁
的粗树干，才没有摔下去。我大声呼喊：“爸爸，我摔
了一跤，快来帮我一把！”爸爸听到后，迅速大步走过
来，扶我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爸爸告诉我：“爬山的
时候，要注意让身体微微向前倾，降低重心，这样才
能保持平衡，不容易摔倒。”于是，我站了起来，虽然
屁股还有点疼，不过没关系。我拍了拍膝盖上的泥
巴，按照爸爸教我的方法继续向山顶进发。这时，妈
妈帮我找来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树棍给我做“第三条
腿”。就这样，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爬完
了整段崎岖山路，到达了山顶。此刻的我已疲惫不
堪，但是看到山下的景色，房屋如同一块块积木，汽
车如同一只只蚂蚁，河流如同柔美的丝带，我兴奋极
了。这时，我诗兴大发，竟吟诵起了《望岳》的诗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刻的我，已经忘记了
爬山路上的艰辛，屁股一点都不疼了。这一切都是
值得的！

就这样，我们顺利完成了“新年登高”。希望我
在新的一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更多，节节高！

新年登高
□经贸小学 三（9）班 李云泽

放寒假咯，我高兴极了，这意味着春节也快到
了。按照传统，每年春节我们都是在乡下老宅度过
的，我可以见到许久未见的爷爷、奶奶和太奶奶，可
以去菜地里摘菜喂鸡，而最令我开心的是可以在院
子里放烟花和炮仗。

爷爷骑着摩托车带我去街上的专卖店挑选烟
花。烟花的品种可真多啊，有又细又长的“孙悟空”、
有又矮又粗的“飞毛腿”、有让人遐想的“孔雀开屏”，
还有名字古怪的“芝麻开门”……让我眼花缭乱！我们
买了六根“飞毛腿”、一个“星光满地”和一盒“小旋风”，
还有十盒“仙女棒”，我已经等不及到除夕那天了！

“十、九、八……三、二、一！”随着春晚主持人的
倒数，新年的钟声敲响了！远处不断传来阵阵炮仗
声，各种各样的烟花接连在天空中绽放。电视里人
们的欢呼声一声高过一声，我和妹妹飞快地奔向前
院，从袋子里拿出烟花，小心翼翼地立在地上，待爸
爸点燃导线后，我立马拉着妹妹跑开了。导线烧完
后，安静了几秒钟，时间仿佛都静止了，随着滋滋的
声音响起，烟花筒里有星星点点的火光出现，瞬间又
像小小的喷泉往外喷着一簇簇的金光。最后，烟花
好像铆足了劲一样，“嘭嘭”向着天空喷射出长长的
火花，在天空炸开成一朵、两朵、三朵……无数朵璀
璨的星光！真的是太美了！

意犹未尽的我们又让爸爸放了其他的烟花，有
的烟花像大炮，轰的一声，吓得妹妹躲在我身后；有
的像在跳舞，快速旋转的同时甩出长长的尾巴，我们
都来不及数到底转了多少圈；还有的噼里啪啦喷射
出五彩缤纷的火花，好不热闹啊！

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我
们在热闹欢腾的鞭炮声中欢聚一堂，除旧迎新；我们
在热气腾腾的年夜饭中，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稻谷满
仓；我们在锣鼓喧天的欢笑声中，祝福新的一年像绚
烂的烟花一样美丽精彩！

放烟花
□朱棣文小学 四（5）班 支惜媛

我的家乡是江南的一座小城，这里的人差不多
从小年夜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

小年夜那天，家家户户都开始蒸年糕和腌咸肉，
很多老宅的烟囱里飘出缕缕青烟，弥漫在这座小城
的上空。整座小城氤氲一片，这是年的味道。除此
之外，家家户户在自家的大门和玻璃窗上贴上春联
和窗花，红红艳艳，喜庆一片，整座城都充盈着过年
的浓郁气息。

转眼，大年夜到了。一清早，大人们忙着准备年
货和年夜饭的吃食，孩子们在家里兴奋地跟前跟后，
厨房、客厅、院子里穿梭不停，探头看看吃食，摸摸鞭
炮，就等天黑年夜饭开始。晚上，全家三代同堂或四
代同堂，围坐在一张桌子上，边吃年夜饭边看春节联
欢晚会，大家乐呵呵地谈论着美味的佳肴，谈论着精
彩的节目，谈论着新年新计划……一幅喜笑颜开的
景象，好不热闹。饭后，小孩子们围着大人讨要红
包，讨到后赶紧把红包放好藏好，生怕大人拿走，喜
滋滋乐呵呵地躲在角落里数着一张张红钞票，乐趣
无穷。直到深夜12点，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年的

氛围达到了高潮。一个小时后，守岁的气息才慢慢
散去。

大年初一，我们家餐桌上的早饭必定是汤圆，寓
意团团圆圆。两个甜的芝麻馅，两个咸的鲜肉馅，是
我的新年早餐标准。吃过早饭，全家老小给亲戚朋
友拜年，热闹无比。

大年初五接财神。从大年初五凌晨十二点开
始，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断，五彩缤纷的烟花四处
升腾，接财神爷可不能怠慢了。孩子们最爱放鞭
炮，胆大的主动去放，胆小的缩在墙角，紧紧捂住耳
朵好奇地张望着，好像放的不是鞭炮，而是一头大
怪兽。

不久，农历十五元宵节到了。街上、巷子里、广
场上、商场里，到处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花灯，上面还
有灯谜，等待着聪明的小孩来解谜。晚上，许多牵着
兔子灯的孩子在街上漫步，一派喜庆欢乐的景象。

过了元宵，年基本就结束了。立春已至，人们都
各干各的，井然有序。家乡虽是小城，但过年分外热
闹。

家乡的年俗
□实验小学 六（5）班 俞乐祺

一放假，我就变成了爷爷的小尾巴，每天
都缠着爷爷讲故事。

爷爷的脑袋里有许多故事，我最喜欢的
就是年兽的故事。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只
叫作“年”的猛兽，每年除夕都要到村子里捕
食，村民们十分害怕。后来，人们发现“年”害
怕红色、火和鞭炮声，所以除夕这天，人们就
在家门口挂上红木板，在路上燃烧火堆，还放
鞭炮发出巨大的声响。“年”被吓住了，躲在山
洞里不敢出来了。

午夜，钟声响了。新的一年到来啦！我
拉着爸爸到院子里放烟花。我既兴奋又害
怕，双手紧紧地捂着耳朵。就在这时，“嘭、
嘭、嘭”巨大的声响随之而来，只见一个火苗
往天空飞去，把漆黑的夜晚照亮了。烟花
声、笑声响成一片，像一段快乐的交响乐，连
天上的星星仿佛都在跳舞！我看着划过的
烟花，把它当作流星，许下了我新年的第一
个愿望：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能取得更
好的成绩。

过年
□实验小学 三(2)班 江珮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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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
2021年不知不觉溜走了，2022年悄悄地来
临。

除夕，我和爸爸妈妈兴高采烈地来到外
公外婆家过年。还没走到家门口，我就被红
红火火的景象吸引住了。只见街道上挂满了
红色的大灯笼，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贴着火红
的“福”字，路边的小贩正叫卖着晶莹诱人的
冰糖葫芦，就连行人的脸也被太阳照得红彤
彤的。

一到外公外婆家，我们便各自忙活了起
来。我找来剪刀和胶带，将胶带剪成一小段
一小段，并递给贴春联的爸爸，外公则在旁边
给我们把关有没有贴歪。原本冰冷的大门贴
上大红的春联后，顿时显得熠熠生辉。而此
时，妈妈正忙着帮外婆准备过年的饭菜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全家人其乐融
融地围着圆桌，一边吃着丰盛美味的年夜饭，
一边看着精彩的春晚。外公笑眯眯地拿出一
个大红包递给我，让我好好学习。我祝福外
公外婆新年快乐，长命百岁。突然，寂静的天
空一下子明亮起来，一道道拖着长尾巴的光
冲上天空，噼啪声中，一朵朵绚丽的烟花盛开
在漆黑的夜空。紧接着，一阵响亮的鞭炮声
钻进我的耳朵，随后又是一阵欢笑声。

我立刻放下碗筷，急匆匆地跑出门，原来
邻居家的小伙伴们早已三三两两地集中在乡
下空地上，每个人的手上拿着五颜六色的烟
花棒，正等待着大人们将它们一一点燃。快
瞧！色彩斑斓的烟花在夜空绽放，时而像天女
散花、时而像孔雀开屏、时而像瀑布倾泻……
把夜空点缀成鲜花的世界。看他们玩得那么
开心，我的手也开始痒痒了，缠着爸爸拿出早
早就准备好的烟花和鞭炮。我从里面拿出一
个鞭炮，放在空地点燃，一团红色的火光从鞭
炮里喷发而出，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
我连忙捂起耳朵。不一会儿，种类各异的烟
花纷纷冲向云霄，七彩转盘、彩蝶飞舞、永恒
之星、吉祥如意……个个绚丽多彩，让我眼花
缭乱。

在热闹的爆竹声和美丽的烟花秀中，我
们送走了难忘的旧岁，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过年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贴春联、吃年夜
饭、放鞭炮、守岁……在一片热闹和喜庆中，
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过新年
□城厢镇第一小学 五（2）班 姬然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大年
初二，浏河古镇张灯
结彩，一派祥和。

□朱棣文小学
四（5）班 支惜媛

⬅这个春节假
期，我能帮大人分担
家务了。

□市实验小学
四（2）班 朱清菡

⬆虎年到，和大
人一起包饺子。

□朱棣文小学
六（7）班 钟心瑶

假期小能手

寻找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