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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羽瞳（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五年3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今年，我们
和湖南老乡们留晋过年，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窗
外，电子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屋内，我们举杯畅饮，谈
天说地……

今年春节，注定让人难忘。经过一番商量，我们全家
和湖南老乡们决定响应政府号召，留在晋江过大年。就
地过年，也得有年味，大家约定在大年三十晚上，在一起
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

这一天，我和爸爸小心翼翼地把红红的对联粘上门
框，将大红的灯笼挂上门楣，感觉年仿佛一下子近了许
多。妈妈呢，一大早就在厨房里忙活开了，她和了白面，
准备蒸馍。那馍，有圆的，有长的，有包菜馅或豆馅的，一
看就让人垂涎三尺。爷爷从超市买回年货，水果、瓜子、
花生之类的食品……

夜幕在一阵期待中降临。我们凑在一起，将洗剥得
干干净净的鸡鸭鱼肉等放进沸腾的锅里。当锅再次沸腾
时，爸爸揭开锅盖的一刹那，鸡鸭鱼肉散发着香气，瞬间
勾住大家肚子里的馋虫……酒足饭饱之后，大人们的话
渐渐多了。

刘叔叔欠了欠身子，乐呵呵地说：“为了鼓励我们留
晋过年，厂里为大家发放工资奖励，并发放过年‘礼包’，
我也领了一份……”

“我们厂不仅给我们备足年货，过年留厂参与生产
的，一人还补贴 800元、工价翻倍呢！”李阿姨接过话，喜
滋滋地说。

我爸听了，不禁感慨道：“今年许多工厂、公司在保证
春节假期多倍薪酬的基础上，还尽可能地为员工提供多
项福利待遇，让我们这些‘新晋江人’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真好！”

“哈哈……”爸爸的话音刚落，屋子里响起了欢快的笑
声。

大人们的话语，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们的笑容告
诉我：晋江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它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善
待着每一个“新晋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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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过年

“离家三里远，别是一乡风。”我们的祖
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
惯。今年，留晋过年的我就体验了闽南人
特有的一种风俗，它就是——跳火群。

跳火群，对于我这个地地道道的重庆
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今年邻居家约我们
一起跳火群，我特地上网查了查相关资料：
跳火群是闽南地区的传统年俗之一，又称
跳火盘，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辟邪除灾、迎
祥纳福的美好愿望。邻居还用闽南话告诉
我，在跳的时候，要一边念叨着“跳入来，新
年发大财；跳出去，无忧也无虑；跳过东，粮
食吃不空；跳过西，钱银满厝内”。我虽听
得似懂非懂，但是也无比期待除夕赶快到
来。

除夕这一天终于到了，我无比兴奋，不
为别的，就为了晚上邻居家的跳火群。时
间好像在故意跟我较劲，过得特别慢。等
到了晚上，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不管是大
楼还是小屋，都点亮了灯火，街上的路灯也
显得格外明亮。来到邻居家，庭院中放置
着一堆干稻草，小孩子们在房门口玩耍，大
人们在客厅里聊天，老人们在房子外面溜
达，热闹极了。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来到庭院中，准备
迎接跳火群。大人们按下打火机，伴随着

“咔嚓”的声响，干稻草随之燃烧起来，越烧越
旺，我们的勇气也越发增强了。我们排成列
队，终于迎来了“神圣”的跳火群。当第一个
人跳过去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喊起了那个

“口号”：“跳入来，新年发大财……”轮到我
了，我激动极了，只听见我的心猛烈地跳动
着，大家把口号改成了加油声：“加油，跳过
去；加油，跳过去。”我看着那堆火，等了那么
久，为的就是这一刻，“呀——”随着我的呐
喊声，我起身一跳。那一刻，我仿佛在天空
中飞翔，太阳烤着我的屁股，热烘烘的。只
有一两秒的时光，我冲出浓烟。虽然时间
短，但是我也知足了。

夜深了，火渐渐熄灭。我看着完全熄
灭的火，久久不肯离去。虽然火灭了，一年
一度的跳火群结束了，但是这种习俗在我
的心中却燃烧着，永不熄灭。

别样的新年，热情好客的晋江人给了
我们别样的幸福，让我们的新年别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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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我会跟随爸爸妈妈回四
川成都老家过年。但今年，作为

“新晋江人”的我们留在了妈妈的
家乡——晋江过大年。

大年三十早上，我和弟弟早早地
起床，穿好新衣服后就兴高采烈地去
给长辈们拜年了。我们手拉着手来
到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面前，双手作
揖，祝福老人家们新年快乐；长辈们
笑呵呵地从衣兜里掏出红包，也祝我
和弟弟健康快乐成长、学业有成。

午饭后，大人们开始为辞旧迎
新各种忙碌：爷爷、外公和舅舅在粘
着糨糊贴春联、挂灯笼，家里一下子
变得崭新而喜气洋洋；奶奶和爸爸
妈妈在厨房里做着年夜饭，阵阵香

气从厨房里飘来……
当夜幕降临时，在灯火的辉映

下，我们一家老小一个挨着一个，欢
欢喜喜地围坐在饭桌上，享受着一
家团圆的快乐。我左盯右瞧这一桌
的美味佳肴，哇——金黄的炸鸡翅、
醋肉，弹牙诱人的海蛎煎，有香有色
的炒米粉……我的口水一下子都溢
了出来。这时，外公说：“大家赶紧
吃吧，待会儿还要跳火群呢！”外公
话音刚落，我二话不说，立马狼吞虎
咽地吃了起来。

饱餐之后开始跳火群。跳火群
是闽南人过大年的特色习俗，寓意着
跳过火堆，身上的坏运气也将一并消
失。只见爸爸搬来外婆准备好的藤

草，放在大门口，用打火机点燃。火
苗“噌噌”地燃烧起来，火舌旺盛地向
上窜。外公往前一跨，直接跃过火
群。爷爷、爸爸、舅舅也依次跟着跳
了起来。外婆则在一旁虔诚地小声
念着：“年兜晚，跳火群，好事来，坏事
走，红红火火旺一年。”在一旁的弟弟
开心地猛鼓掌，我也鼓起勇气，趁着
火势变小时纵身跃过火堆，没想到这
跳火群也太有意思了。

今年的过年，虽不像以前在老
家时围坐一桌吃挂面，品腊肠腊肉，
赶集市备年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年味！今年，我们
一家在晋江过了一个幸福快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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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快乐年

今年寒假，为了减小疫情防控
压力，我们一家响应号召——留在
晋江过年。

虽然不能回家和爷爷奶奶一起
过年，心里有难以言喻的遗憾，但是
爷爷奶奶给我们捎来了家乡“年
味”——腊肉和香肠，那是他们满满
的慈爱。泉州市总工会也推出了

“年货寄回家，孝敬咱爸妈”的网上
抽奖活动，我们把有着闽南特色的
年货和留晋过年的游子们的“拳拳
孝心”寄回了爷爷奶奶家。我们还
和爷爷奶奶视频聊天，网络“云拜
年”传递祝福和思念。只要我们的
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我随父母来晋江六年了，这里
有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这里也
是我的“家”。在“家”过年，让我非
常的新奇也特别的期待。小年以
后，爸妈带着我和姐姐走街串巷，
置办年货，所到之处张灯结彩。红
彤彤的一片，喜气洋洋的，年味十
足。

除夕上午，我们一家人开始张
罗着贴春联，贴“福”字，忙得热火
朝天。下午，爸妈工作的百宏集团
给留厂过年的员工贴心地准备了

“年夜饭”红包，让我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

晚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后，
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看春晚，和亲
人朋友网络聊天，话家常，送祝
福。当然，最最开心的莫过于爷
爷、奶奶、叔叔、舅舅等用微信给我
和姐姐发压岁红包的时刻，让已经

“囊中羞涩”的我又体验了一把“小
土豪”的感觉。美好的时光就这样
流淌着……

伴随着电视里春晚主持人的
“五、四、三、二、一……”倒数声，新
年的钟声敲响了。窗外，爆竹声声，
烟花绚烂，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新的一
年，万象更新，而这个特别的“年”却
温暖得让人难以忘怀……

指导老师_施丽菜

温
暖
的
﹃
晋
江
年
﹄

陈嘉源（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五年1班）

在2021这个特殊的大年，新冠肺炎疫情未解除，不少
人选择就地过年。我们虽然无法回到家乡和家人团圆，但
躺在盘子上的腊肉把我们的心紧紧地粘在了一起……

灯光一如我的心情暗淡，望着眼前妈妈精心准备的
美味佳肴，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没能品尝奶奶的厨艺，
没能感受堂弟那热情的拥抱，这可是过年的一大遗憾。

“腊肉！”突然，从桌子的角落飘来熟悉的味道。我扑
上去，迫不及待地提起筷子，夹起一片，放入嘴中，突然，
一阵沁人心脾的味道弥漫在嘴里，真好吃！我又细细品
尝着那人间美味，嘴角洋溢着兴奋，心海中荡起快乐的涟
漪。

“这是奶奶寄来的腊肉。”妈妈那温柔的声音在耳畔
响起，啊，果然是奶奶的杰作！这不是千里送鹅毛吗？我
品味着，眼前浮现着奶奶和蔼可亲的脸庞。那一刻，我仿
佛感觉奶奶就陪在身边。暗淡的灯变得明亮耀眼，幸福
伴着兴奋在心中涌动着、激荡着。

“嘀嘀嘀！”一旁的手机响起视频通话的铃声。是奶
奶！我激动地按下接听键。

“腊肉好吃吗？”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一下子显现在
手机屏幕上，眉宇间流露着慈爱。

“好吃！”我满心欢喜，一脸享受地回答道。
“等疫情消除，你回到家，奶奶做更多的腊肉给你

吃。”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对着我承诺着。
“好咧，记得哦。”我真为有这样心灵手巧的奶奶而自

豪。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视频里不停地说着、聊着、笑

着，客厅里充满温馨，弥漫着浓浓的亲情气息。虽然身隔
千里，但我们的心却连得更紧了。

是啊，没有回家，在晋江，一样的腊肉，一样的亲情，
一样的温馨，更浓的年味。

我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着，筷子在幸福的餐桌上纷
飞，在晋江的这顿年夜饭变得更美味了！

在这个特殊的一年里，疫情无情，但人间有爱，虽
然家人无法团聚，但彼此思念的心永远不变！腊肉蕴
含的沉甸甸的情感像一道精心准备的盛宴，不仅有年
味，更夹杂着亲情的味道，只有经历过并且用心的人才
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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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寄来的腊肉

我喜欢春节，喜欢它的爆竹，喜
欢回家乡玩，喜欢拜年收红包。今
年春节，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
定留在晋江过年。

“妈，我们今年就不回去了……什
么？好，好，那就这样，拜拜，嗯……”
爸爸正在向奶奶打电话。“我们真的要
留在晋江过年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对。”我欢呼雀跃，这还是我第一次留
晋江过年呢！心中有点小期待。

虽在晋江过年，但在家乡的年
味却一点儿也不能少，奶奶陆续寄
来了牛肉干、腊肉、香肠等必不可少
的年货。在年廿九，爸爸带我们疯
狂大购物，买了一大堆我爱吃的零
食。

最有趣的莫过于贴窗花了，妈
妈买了一大堆窗花，“存”在家里。
大年三十一大早，我们就开始贴窗

花了。我把毛巾浸湿、拧干，又跑到
卧室把窗户抹了一遍，叫道：“妈妈，
抹好了！”妈妈拿来窗花，用手把窗
花按在玻璃上，把它抚平，让它吸干
水分，吸在上面，“我也来，我也来！”
我见了，也跃跃欲试。

只见我有模有样地贴上“2021”
这四个字，哇！首战告捷！妹妹见到
我和妈妈在干活了，心里痒痒，过来

“打酱油”，她向妈妈要了两个“金元
宝”，把金元宝贴在了牛的眼睛上，牛
成了财迷眼，我和妈妈哈哈大笑起
来，贴好窗花贴对联，忙得不亦乐乎！

妈妈辛苦了一下午，做了一桌
子年夜饭，有水饺、炸鸡翅、鱼、红烧
猪蹄……席间，爸爸电话连线爷爷、
奶奶、大伯一家，隔着手机我们一大
家子的人仿佛像往年一样聚在一
起。我们和大伯一家向爷爷奶奶敬

酒，爷爷说：“党和国家为了抗疫投
入大量人力财力，很多人为了抗疫
大过年的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正是有他们的坚守，我们才能安详、
幸福地过年。你们虽然不能回来，
但是看到你们这样健健康康、平平
安安的，我跟你娘都很开心。你们
放心，我们能照顾好自己，你们也安
心就地过年，咱不给国家添乱就是
为祖国做贡献，别惦记我们老两口，
我们过得可好了……”吃完年夜饭，
我们又一起看春晚、吃零食，一家人
幸福美满，其乐融融……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
节，没有回家、没有爆竹、没有走亲
访友，可我们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
量，在这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是
多么的欢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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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年味在晋江

杨子墨（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六年5班）

寒假未至，我便怀着回老家过年与亲戚团聚的憧
憬，盼着新年快点儿来到。记忆里的年味，大伙儿欢聚
一堂，开怀的笑容中气氛升温，年夜饭上的温馨历历在
目；和淘气的小伙伴们嬉戏打闹，一起点燃手中的烟
花，绽放出夜里最美的绚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邻里
之间亲切问候，家家户户洋溢着喜庆和美满……但在
这特殊的一年里，我和父母只能决定留在晋江过大年。

除夕夜，窗外烟花绚烂，但……“今年您老人家要
好好照顾自己，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啊！”挂上电话，
爸妈依然担忧着。因为回不了老家，不能陪伴年迈的
奶奶，让爸妈心里始终有一丝遗憾。“爸、妈，你们瞧！”
我掏出手机，打开多方视频通话，一一接通、投屏。一
番操作，电视上出现了多个对话框。

“表姐，新年好！”“堂弟，你们吃饺子吗？”“叔叔，别
挡住奶奶了！”……一番寒暄后，我抽空向爸妈解释了
我的“秘密武器”——“云聚餐”，通过大屏与远在千里
之外的亲人进行一场聚餐。“还有这么新颖的过年方式
啊！”“快快快，教教我怎么和大家说话！”爸妈开始迫不
及待了。

镜头前，我们在线上与亲人“团聚”。“新年好呀！”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身边，一声声亲切的问好让
我们倍感幸福。吃着年夜饭，我们隔空举杯，互祝幸
福。通过视频，我们仿佛坐在了同一个餐桌与家人共
度除夕，云科技真正实现了“异乡过年，云上团圆”。在
亲友的欢声笑语中，年味丝毫不减……

晚饭后，我与爸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
我发现，春晚舞台上处处可见云科技。香港影星刘德
华就是运用云科技与春晚现场的王一博、关晓彤一同
上演《牛起来》，隔空表演毫无违和。爸妈不由竖起大
拇指，啧啧称赞。

“叮——咚！”新年钟声敲响了，随着倒计时结束，
新的一年真正到来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在我眼
中这大抵就是新年最好的开端。

不同以往的过年形式，反而另有一番色彩，这年我
们过得新颖且年味十足。虽然地方变了，但“云过年”
使年味不变，团圆依旧！

指导老师_颜婉青

“云”上团圆

曾湘瑾（晋江英林达德小学四年1班）

在这个特别的辛丑牛年，我们家积极响应号召，选
择不回老家，留在晋江过年。不用走亲戚拜年，让时间
一下空闲了下来。我们一家人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时
间，逛一逛晋江这个美丽的城市。

大年初一那天，我们一家一起去了充满闽南年仪
式感的梧林传统村落。

走进梧林，就可以看到许多西式洋楼、南洋风味
的番仔楼，还有许多富有闽南特色的红砖大厝。这
里的木雕、砖花、泥塑、石刻，每一个角落都无比美
丽，也充满了历史的气息。走在由一座座古旧房子
相连又相间形成的村巷子中，代入感太强了。一个
回头，仿佛看见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家碧玉，手捧着
《诗经》；一个张望，仿佛看见了“当窗理云鬓，对镜贴
花黄”的闺中姑娘。

一路上我一直用手机拍照，恨不得能把梧林的角
角落落都记录下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它们似乎都
在诉说着关于晋江的千言万语。

这天我们还碰巧遇上了赶圩。木偶戏、舞龙舞狮
栩栩如生，还有我没看过的高甲戏……各种精彩的民
俗演出，看得我目不暇接，婉转的戏腔与生动的表演，
让人陶醉在喜庆热闹的闽南年氛围中。爸爸妈妈也不
禁拿出手机拍下这“闹炸新春”的画面。我随着人群一
起欢呼鼓掌，回应着演员的互动，在大冬天也热闹得出
了一身汗。演出结束之后，那喜庆的旋律都还在我的
耳畔回响。

梧林还有许多闽味小吃，路边卖的枣糕和馃子都
要把我的牙给甜掉了！不过我觉得最好吃的还要数那
一碗面线，雪白的面条又细又长，吸溜一口吞进嘴里，
汤汁飞溅到衣服上惹来了妈妈的责备，但那唇齿间的
香、弹、顺、滑，让人怎么也不能舍弃这种让人爽快的吃
法！

走在梧林，我们似乎在阅读晋江的过去，又好像在
走向晋江的未来。这里是闽南建筑文化的记录，这里
也是一代代老华侨的家国情怀和浓浓乡愁所在。在回
家的路上，我和爸爸妈妈也止不住地感叹梧林的魅力
和内涵，我们从未想过这个城市还有这么多让人意想
不到的宝藏。

在这个特殊的新年，我和父母一起，从新的角度重
新认识了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城市。这让我更加
喜欢晋江，更加期待晋江越来越好，期待一个属于我也
属于晋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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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游闽记

张程烨（晋江罗山福埔小学四年1班）

黄睿彬（晋江内坑三民中心小学五年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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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小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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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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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中
心
小
学
六
年4

班
）

曾筱瞳（晋江安海龙山小学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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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梓冰（晋江内坑三民中心小学五年3班）

臧凯杰（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五年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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