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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登高，放烟花
新年的味道又浓了

年夜饭再丰盛，没有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起来还是少了一点滋味。
春晚再精彩，没有你一言我一语的调侃，看起来还是少了一番乐趣。
还有璀璨的烟火，轻松的出游，都是农历过年不可少的佐料。
过去三年，因为疫情，年的味道似乎淡了。 但今年，这一切又回来了。 大人小孩都在热闹的年味中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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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和亲戚们聚餐。大家酒足饭饱后，外婆把准备
的零食一股脑全倒在了圆桌上，大家纷纷凑过来，边吃零食边
聊天。
我也加入了“围桌夜话”。看着满桌的零食，我决定采访

一下长辈们小时候过年时印象最深的美食。
外公马上兴致勃勃地说起了他小时候过年的情景。一家

人总是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做宁波汤圆，做法是事先把糯米浸
泡几天，然后在石磨上加水磨成米浆，沥水做成面团，馅心用
磨碎的芝麻与猪油捏制而成，做出的汤圆大小匀称，洁白晶
莹。
听到这里，正在磕着瓜子的妈妈坐不住了，她一把把我

拉了过去，津津有味地和我说起了她的美味记忆：“宁波汤
圆是很好吃，妈妈的奶奶还做过一道菜，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面团在水里洗过后得到的面筋，趁它还没定型，在里面包上
肉馅，放在肉汤里煮，咬开就是一包肉汁，简直是人间美
味。”我听完后，忍不住感叹：“我也想吃，要是你也会做，那
该多好啊！”
坐在一旁的奶奶也加入了讨论，她凑了过来，绘声绘色

地说：“你爸小时候过年，经常帮我拎着一小袋米和糖精到
师傅那边去做爆米花，可好吃了！可惜啊，你现在可是吃不到
了。”爸爸也被我们的讨论声吸引了过来，说：“爆米花我记
得，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过年吃的盐水鹅，那肉质厚实
紧致，不肥不腻，皮又很有嚼劲。” 说完意味深长地擦了擦
嘴角。
还有燕燕阿姨，她只要一说起美食就滔滔不绝，仿佛三天

三夜都讲不完，听得我都流口水了。其中，她好像对甜品情有
独钟，说了许多我都不认识的零食的名字，比如：桔子水、王子
饼干、喔喔佳佳奶糖，等等等等。
我真是羡慕他们，因为在我心里，过年和其他假期并没有

什么两样。也许过去的新年意味着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吃好穿
好，所以人们一直盼望着过新年。而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
也能吃好穿好，新年更多的是图个热闹，家人团聚。不过，妈妈
可是答应我了，她也要试着做一次她说的那道美味，让我也尝
尝呢。

编辑点评：小记者果然很“记者”，在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抛出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话题。几代人的回忆，引起我的很多
共鸣，真是一波“回忆杀”。 小记者的想法和情感也很真实，妈
妈的承诺可要记得兑现噢！

春节，回老家。
老家不远，是在离马陆不远的小乡村。到时，已日上四竿。
老家一点儿没变，黑瓦白砖，一旁是绿水悠悠。冒出了点

新芽的枝条，从庭院间的栅栏探出头来。爷爷奶奶站在家门
口，笑着迎接我们。
阔别了几个月的家乡是一幅美丽的画。菜荠、红萝卜、青

菜整齐地排列着。旁有未绽放的李树，李树上，鸟筑了巢。后
院步道有桃花，还不到开放的时候，桃花一旁也无杂草，打理
得很好。
家乡是温暖的庇护所。风起了，便到屋内烧炉灶。纸上烧

火，待时放些好的木柴，坐在其旁，暖和极了。还可以拣些细木
柴，放灶边烧黑，在地上写字画画。无聊了，便一脚抹去，不至
于弄脏地板，有趣极了。
家乡是活力绽放的天地。我对家乡熟门熟路，奔跑在弯曲

的小路上，穿梭在白墙黑瓦间，手里捏了风筝，一溜烟儿跑到
了集市边的大草坪上。我绕好风筝线，抓紧黑柄，跑起来———
即便我明知天气刚下完雨，十分潮湿。风筝线慢慢被我放出
去，风筝载着我对新一年的愿望在空中飞舞。飞到足够高，我
便停下来，迎着风，它便越飞越高。不一会儿，天暗下来，金黄
的云彩催促我回家去。
家乡是家人团圆的港湾。我、家人、亲戚，一起坐在桌边，

一边聊天，一边吃饭。奶奶烧了一大桌好菜，都泛着别样的光
彩，荡漾着奶奶的爱。一会儿，家里人共举杯欢庆新年，一会
儿，家里人畅谈着新年愿望，一会儿又站起身来互给红包，每
个人都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随后，便是放烟花了。
“三，二，一！”一声轰隆，烟花升上天空，让它们把旧年的

不快乐带走，让我们过好新的一年。愿今年常康健，与家人常
相见。愿日子如熹光，温柔可爱。天高地阔，万事胜意。人海沧
沧，顺遂无忧。
烟花“轰”一声炸开了。

编辑点评：这篇散文，文笔清新，字句灵动，小记者已经会
用白描的手法，写景状物抒情，很难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大年三十到了，不
管什么地方，都被装点上了一抹亮丽的红色。我家也堆满了年
货，准备了一桌饭菜，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团圆。
晚上，亲戚们都来了，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吃完了年夜饭,大家相约着一起出去放烟花。就在我和堂姐玩
魔术棒玩得正兴起时，一声尖锐的呼啸传入我的耳朵。我抬头
一看，一个闪烁的金点直冲上夜空，转眼发出一声清脆的爆炸
声，夜空中绽放出一朵耀眼的“牡丹”———金色作衣，红绿色
作衬。接着，一声声呼啸在空中炸响，黑色的背景上，开出一
朵又一朵闪耀的“牡丹”。我们仰着头，发出一声声“哇……
哇……”，心里也随之开出一朵朵“花”来。
随着最后一声炸响，一朵巨大的金色牡丹盛开在夜空，又

瞬间如流星般烟消云散。太过瘾了！冷风送来一股火药味，此
刻都觉得很好闻。等我再低头看手中的魔术棒，才发现不知什
么时候它已经燃尽了。
放完烟花，我们一起看春晚，在相声中发出爆笑，在歌声

中感怀亲情。12 点钟声过后，外面想起震耳欲聋的爆竹声
……这个除夕，会永远留在我心里。

编辑点评：今年的春节，大家似乎特别想用响亮的爆竹声
和绚丽的烟花，来抒发自己辞旧迎新的情感。 要把这种情感，
融入到对烟花的描写中去， 不要落入传统的 “烟花绚丽但易
逝”的感叹。 老师做了修改，请你体会下。

大年初八，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冬日的暖阳照在身上暖
洋洋的，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位于佘山附近的一家农场。
农场里有一片鸡舍，老板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抓鸡。来到屋

后的一片林子里，一大群鸡儿出现在我眼前。我吃惊地张大嘴
巴，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这么多散养在林间的鸡群呢。只见
它们有的在草地上“咯咯”地悠闲散步，有的围着盆子啄玉米
吃，还有的蹲在一边一动不动，像是在下蛋，又像在晒太阳。
哇，这里简直是一个鸡儿们的欢乐大世界。
该抓鸡了。我好奇地看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心里担心他

们能不能抓到鸡？只见老板拿起了两把扫帚，一把自己拿着，
一把递给外婆，吩咐外婆守住林子的另一侧，另一位阿姨则深
入林间，弯下腰，两手微微向前做出赶鸡的动作。
只见她嘴里发出“咕咕”的叫声，双臂不停地将鸡群往老

板和外婆的方向赶。说时迟那时快，老板和外婆也挥舞起扫帚
把汇拢过来的鸡群往一处围墙赶去，灵活的鸡群们被赶到了
靠近围墙的死角。就在这时，老板一个箭步飞快地伸出左手，
瞄准一只正准备逃跑的母鸡，猛地抓住它的翅膀，一把把它提
了起来。那只母鸡不停地挣扎，扑腾着翅膀，挥舞着爪子，伸长
脖子“咯咯”地叫。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老板已经抓到了三只鸡，笑呵呵地举

着。外婆趁机想摸一下其中一只鸡的脑袋，那只鸡却猛地回过
头，用尖尖的嘴巴要啄外婆的手，外婆吓得赶紧缩回手，开玩
笑地说：“这只鸡可真凶。”
老板带着战利品来到前屋，忙前忙后地把它们处理得干

干净净。晚上，外婆用一只大锅子烧了满满一锅鸡汤。掀开锅
盖的霎那，香气扑鼻而来，我馋得直流口水。外婆夹了一块鸡
肉往我嘴里塞，我顾不上烫，大口大口嚼了起来。哇！果真散养
鸡的肉质紧实、有弹性，还有滑滑的胶质，太香了！
抓鸡真是太有趣了，下回我也想亲手抓一次！

编辑点评：这位小记者把抓鸡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他是
怎么做到的呢？ 秘诀在于细致的描写。 比如第二段的场景描
写，“有的……有的……还有的……”的句式，把个鸡场描画得
好不热闹。 接下来抓鸡，几个大人一连串的动作描写，都非常
准确到位，画面感迎面而来，不再需要用更多的形容词了。

今年春节，我们来到福建泉州过年。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
以外的地方过农历新年。经过商量，全家一致同意新年第一天
去爬被誉为“闽海蓬莱第一山”的清源山。因为新年登高，寓
意着步步高升。
大年初一那天，晴空万里，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非常

适合爬山。很快我们就到了清源山脚下。向上爬了不一会儿，
我们就看到一座状似老翁的巨石露天屹立，与周边的青山翠
柏浑然一体。这就是著名的老君岩。老君就是道教的开山鼻
祖老子。听说这尊老子像是由一块天然巨石雕刻而成。它身
旁还刻着六个大字：“老子天下第一！”一语双关，引得游客们
纷纷和它合影。
我们沿着智慧天阶拾级而上，一个巨大的山洞映入眼帘，

上书“元元洞”。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地想，
还是别进去了吧！万一里面有蛇怎么办？但后来还是经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壮着胆子跟着姐姐进了山洞。山洞里很潮湿，
隐隐约约地还能听见从墙壁上滴下来的水滴声。我们胆战心
惊地走着，稍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地四下张望。最后，我们有惊
无险地出了山洞。原来是自己吓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来到道教摩崖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腿都

快抬不起来了，我都想放弃了。可是眼看就要到山顶了，我们
好不容易爬了那么久，就这样半途而废岂不可惜？大家停下来
歇了歇脚，欣赏着摩崖上的石刻。凉风阵阵吹来，身上也松快
了不少，于是我们又上路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
成功抵达最顶峰———南台岩。视野顿时变得开阔起来，向下看
去，整个泉州古城车水马龙，尽收眼底，外围的高楼大厦也都
变成了一块块积木。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巨人，俯身看着这小
小的一切，刚刚的辛苦都抛在脑后，这大概就是登山的乐趣
吧！
我终于明白了新年登高望远的意义。在不断攀高的过程

里，丢掉一年的烦恼，用开阔的心胸，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编辑点评：巧的是，老师新年也去了清源山，可是因为时
间关系，只看了老子像，没有登山，于是也就少了小记者写的
登山过程中的趣味， 以及登顶时的开阔与感悟。 文章结构完
整，行文中体现出了小记者很好的观察和描写能力。

春节前几天，小区、大街、商店门口，都挂上了明亮喜庆的
红灯笼。
大年初二，我对妈妈说：“过年了，我想放鞭炮！”妈妈说：

“我们回到外婆家就可以放了。”到了外婆家，妈妈没有食言，
给我买了好多烟花爆竹。

晚上，我和朋友们开始放烟花。大家围拢在一起，一个人
点燃引线后，赶紧跑出几步之外，捂上耳朵，烟花“嗖”的一声
飞上天空，“啪”的一声，爆炸了，声音大得划破天空，亮得我
睁不开眼睛。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有一天晚上，我和哥哥们在玩冲

天炮。说明书上说严禁手持，于是我把它放在家里的阳台柱子
里点火。起初还很正常，结果它冲力太大，被冲到柱子底下来
了。通过反弹，烟火炸得满阳台都是，当时我们笑得合不拢嘴。
哥哥还录成了视频，每次我回想起来都会哈哈大笑。

我最喜欢的是今年最流行的“加特林”。虽然很贵，但爸
爸妈妈还是给我买了两个。虽然只能放三分钟，但确实很好
玩，放的时候开头很慢，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快，有几个火花都
快碰到我的脸了。
现在，我回到了上海，好怀念这段时光啊！希望下一个年

也能回外婆家过。

编辑点评：今年过年，放烟花一定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目
之一。 这位小记者一定玩得很开心，还在念念不忘中。 老师建
议把放“加特林”的这一部分放到前面来，并且进行详细的叙
述描写，文章会更好！

“旧年钟声入新年，爆竹阵阵岁经添”。过年是一年中人
们最欢乐的时候，而过去的三年，许多人都没过上一个团圆
年，年的气氛似乎在逐渐地变淡了。

今年，我们还是没回老家过年。在这本该阖家欢乐团圆的
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只是在平淡无味地吃着年夜饭。年夜饭依
旧丰盛，春晚的节目热闹非凡，却不能让人感受到欢乐，好像
缺了什么。12点的钟声敲过，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已经无心再
看。躺在床上，感觉只有电视告诉我还是在过年，思绪将我拉
回了三年前的春节……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我们回了老家过春节，和爷爷奶
奶、叔叔、婶婶一家子围坐在一起，几个小孩子跑出去放鞭炮，
爆竹、烟花在屋外齐声作响。一会儿端上年夜饭，大家一边吃
一边聊家常，或互相打趣儿开玩笑，其乐融融。吃完饭，大家
也不散，一边打扑克，一边嗑瓜子儿。一大家子一起看春晚，
更是热闹，边看边评点几句，互相逗乐。新年钟声敲想后，大
家还要再守着一会儿，才回各自房间，伴着“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入睡。
希望下一次过年，我们能回老家，过个热热闹闹的新年，

走亲访友，彻底告别疫情！

编辑点评： 这位小记者写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自己

三口之家略显冷清的除夕夜。 乍一看，似乎有点煞风景，但细
想来，却觉得记录这份真实感受的勇敢值得鼓励。这几年没能
回老家过年的人，估计都会有同感。

临近春节，这个学期终于坎坎坷坷地结束了。我和父母一
起外出，庆祝寒假的到来。
出租车上，久未出门的我望着被薄雾笼罩的寂静城市，陷

入沉思，对疫情前的记忆已有些模糊，可我依然记得曾经对过
年的热切期盼。
我们来到淮海路一家商场，这儿有一场迎新年活动。首先

是制作一个新年花环，材料有红色铁环、富有年味的红色冬青
和各种饰品：金色的树叶，红色的纸扇花，还有一些写着吉祥
话的漂亮金属小挂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只需付出耐心和
细致就能完成。成品十分好看：二十余根冬青枝条，用米色纸
包着的铁丝条交错缠绕在铁环上，枝条较稀疏的地方，点缀着
金色细铜丝缠绕的纸花，恰好弥补了枝条的空缺。其他位置上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金色枝叶，三朵金蝴蝶兰格外显眼。两朵纸
花之间恰到好处地系了两只紫色毛绒兔，似乎正在冬青丛中
嬉戏。花环两侧各挂一张纸质舞狮吉祥符，金属小挂件错落地
分置在几处。花环顶端系着一个红色丝质蝴蝶结，下方垂着一
张“平安喜乐”卡。红金相间的花环象征着新年最重要的内
容：幸福安康，平安如意。
新年花环制作完成后，我还挥笔沾墨写了春联，剪了小

兔子窗花，最后和父母拍了喜庆的全家福。离开时天空竟飘
起了纷飞的大雪，惊喜的人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难得的景
象。
“愿以雪意祈丰年，静守春来万物新”，回家挂起自己亲

制的新年花环，贴上春联和窗花，浓浓的新年氛围立刻重现。
此刻我理解了新年的真正含义：人间烟火变幻，不变的永远是
我们对幸福与平安的美好期许。

编辑点评：这位小记者记叙了一场迎新活动，通过对手工
活动的描写， 呈现了新年喜庆的景象。 从开头和结尾可以看
出，小记者想表达对新年“变”与“不变”的感叹。

回老家过年
晨报小记者 朱应嘉

（上海市长阳实验学校 六年级）

新年的味道
晨报小记者 钱 如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实验小学 四年级）

新年趣事
晨报小记者 胡钰清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三年级）

除夕
晨报小记者 王芮孜

（上海博世凯外国语学校 四年级）

新年登高清源山
晨报小记者 徐翎心

（华东师大附属小学 四年级）

迎新年
晨报小记者 乐悠

（上海新大桥中学 八年级）

冷清的年
晨报小记者 李颜竹

（上海市青浦平和双语学校五年级）

春节放烟花
晨报小记者 周彦彤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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