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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碌碌了一年，大年三十晚
上，和家人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个年
夜饭，再加上老传统看春晚，这就
是地道的年味儿，也是上世纪五十
年代出生的陈建国过年心中的一件
大事。今年春节，陈建国依旧操持
了一桌丰富的年夜饭和儿孙们一起
喜气洋洋看春晚。

“现在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
更多不是在吃、在看节目，而是一
家人围坐一桌热闹的氛围。”1959
年出生的陈建国回忆起儿时家里过
年，他感慨地说：“那个年代生活
苦，平时大家都省吃俭用，还经常
饿肚子，只有过年才能改善一下生
活，吃一顿香喷喷的肉馅饺子，别

提多美了，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那味
道”。除了记忆中那顿肉馅饺子的
味道，陈建国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
那个没有电视、电脑的年代，春节
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大家随意跳跳
秧歌舞，高兴一番。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随时都
能吃上肉馅饺子，各种精彩的节目

在身边随时都有演出演播，小日
子过得美。但对于年过六旬的我
来说，过年依旧是我最期盼的一
天。我期盼过年全家团聚，围坐
一桌吃顿团圆饭，在春晚的喜庆
节目烘托下，一家人热热闹闹把
年过。”陈建国高兴地告诉记者，
希望明年、后年、大后年，往后
的每个春节，我们一家人还是能
吃着团圆饭看春晚，在欢声笑语
中过最好的年。

（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

“‘年年有余’出锅喽!”大年
三十晚上吴云龙家里特别热闹。与
兄弟陪伴在母亲身边一起过年，是
件再幸福不过的事了。“大吉大
利：烧栗子鸡”预祝各位新年家运
兴旺，大吉大利。“糖醋排骨”预
祝孩子们事业有成、节节高升。除
夕当晚,不大的厨房内时不时传出一

道又一道颇有寓意的菜品，一展厨
艺的三兄妹不仅要介绍各自菜品的

“别名”，还要挣出个厨神的名头，
惹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网
络，虽然有电视，但也不是家家都
有；那时候买东西都要凭‘票’，
有粮票、油票、布票，过年的时

候，大家就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
各 种 票 儿 拿 去 买 鱼 、 买 肉 、 买
菜。当然，除了餐桌上的美食，
大人们还会扯块布料给孩子们做
新衣服；那时候商场少，商品也
少，不像是现在不论是商场还是
网购随时都可以买买买。”60 后的
吴云龙介绍道。

“如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物
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平日里忙
忙碌碌，除了用手机通通话，很少
能见到面。也只有过年才能把大家
聚在一起，别看我们都是50多岁的
人了，可跟自己的兄弟在一起，总
感觉自己还没长大，回忆起小时候
过年的样子，有说有笑，说到动情
时还时不时会流出眼泪。不论有多
少财富，只要大家能平平安安在一
起就足够了。”吴云龙微笑着说。

（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

正月初六，70 后的钟风萍家迎
来了又一波亲戚，她的妹妹和弟弟
一家前来家里拜年。

一大早她就和女儿去买菜，回
家后忙着准备饭菜一刻也顾不上休
息。等所有亲戚到齐后，一家人围
坐在一起说着家常、吃着团圆饭，家
里的过年气氛一下子变得很浓。她
说也考虑过团拜或者到外面饭馆聚
餐，可是总觉得少了些串门拜年的

热闹，虽然准备一大桌子的饭菜加
上洗碗收拾也很累，但是她觉得这
样的忙碌很充实。

“小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
妹四处走亲戚拜年，虽然路途遥
远，一天只能走一两家亲戚，但是
每到一个亲戚家，看到大家嘘寒问
暖，划拳吃饭特别热闹，从那时候
就 觉 得 过 年 就 该 这 样 热 热 闹 闹
的。”钟风萍说小时候过年的记忆

特别深，哪怕一块糖、一顿肉、一
件新衣都吃得香甜、穿得高兴。现
在物质丰富了，家里的日子过得越
来越好了，顿顿吃肉、随时买新衣
服穿，但是年味却有些淡了，拜年
的习俗如果再被团拜取代了，那就
更没有年味了。

“给大姨、大姨夫拜年啦！”走
亲戚拜年中，令孩子们最期盼的就
是大人们包的红包，钱不一定多，

但是拿到压岁钱后的孩子们却高兴
坏了，都在计划着怎么花。扇子耍
起来、秧歌舞扭起来，已是酒足饭
饱的一大家子围着客厅跳起来，熟
悉的旋律，开怀欢乐的时光，一家
人热热闹闹过完了一天。

“平时大家都忙着上班、上学
很少见面，过年了我最期盼的就是
家人团圆。拜年虽然忙碌但是也最
热闹，看到一家人身体健康，开开
心心，我觉得特别满足、特别高
兴。”钟风萍说。

（记者 严进芳 摄影报道）

“今年过年，我感触最深的还是
过健康年成为很多80后的选择，对
于80后来说，已经到了上有老下有
小的阶段，父母的健康、孩子的健康
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如何让亲
人们过一个健康年成为我们的首要
任务。”80后市民申玉雄说出了自己

的心里话。
“今年年夜饭最大的特点就是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是按着健康食
谱定制的。过去年夜饭必是大鱼大
肉，互相宴请也是多荤少素，春节假
期过后，不仅体重一直飙升，就连身
体也是大喊吃不消。”申玉雄说道，

“今年春节，我们家将健身作为了主
要的活动项目，拉着家人漫步公园，
或者在家跳舞活动一下筋骨，那叫
一个美！”

“我们家人口不多，所以，今
年的年货也没有备很多，不像往
年，备了很多年货，最后吃不完都

浪费了，今年，我们家倡导健康过
年，也包括不浪费，花钱有度。”
申玉雄这样告诉记者，“作为一名
80 后，更应该在花钱方面量力而
行，不攀比，不虚荣，亲朋好友聚
会少讨论一些房子、车子、股票等
话题，而是应该多和父母家人聊聊
天，说说心里话，感受亲情的温
暖，通过感受亲情力量来抚慰一年
来疲惫的心灵。”

（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

对于很多伴随网络成长的90后
来说，过年除了穿新衣、吃年夜饭、
看春晚、守岁、包饺子等传统“元素”
外，网络文化已经渐渐占据了他们
在春节的大部分时间。

“春节期间，除了在家好好补

了个觉以外，手机基本上不离手
了！视频拜年、刷朋友圈晒美食、
看直播……感觉自己每天的刷屏时
间就在七八个小时。”1998 年出生
的赵妍静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
说，“生在这个时代，和互联网

‘同频共振’，我们是幸运的。但我
们更需要做的，是找到社会标准和
自我价值的平衡点。”在赵妍静看
来，与互联网一同成长的他们，面
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同时自我成就
的机遇也就越多。

“以前觉得自己还小，现在发
现，大众的期待已经慢慢转移到我
们这代人身上了。”赵妍静说，包
括自己在内的不少同龄人，虽然有
时会有点“年龄焦虑”，担心被

“前浪”比下去、被“后浪”追上
来，但她更加明白，自己应该时刻
保持前进，“该是我们承担起社会
责任的时候了。”

（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

除夕之夜，万家灯火。亲人团
聚，围坐在香气四溢的饭桌上，一起
吃顿团圆饭，是每一个中国家庭一
年中最期盼的事情。在内蒙古阿拉
善消防支队有个2000年出生的青海
小伙子李正，今年的除夕，李正跟过
去的两年一样，穿上战斗服随消防
车前往指定的备勤点。

“儿子，你穿上战斗服真帅，出勤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家里一切都
好，你安心工作，你永远是爸妈的骄
傲！”上勤前李正特地视频给远在青
海的父母拜了个年，每次和父母通
话，李正总是抑制住心中思念的泪
水，向家人只报喜不报忧。李正说：

“如果在家的话，我想陪爸爸喝上两
口，我也好久没尝妈妈做的红烧肉
了。记得当消防员的第一年老班长和

我说过，‘除夕之夜，消防员回家过
年的机会很少，因为越是这个时候，
越需要我们坚守在岗位上’。”

两年前的春节，是李正离开家
乡和父母的第一个春节，刚来的时
候也不太适应，时间长了便慢慢感
受到了胜似亲情的战友之情，更是
明白了肩上所担负的重任。

牛年春节，李正又一次坚守岗

位。“今年春节，我和队友们早早将
对联贴了起来，挂上了红灯笼，大家
一起包了饺子，支部还精心准备了
很多有趣的娱乐活动。”李正开心
地说，“队里的年味和家乡的不一
样，虽然没有妈妈红烧肉的味道，
但是很充实！我从小就有个英雄
梦，如今，每当群众的生命财产受
到威胁时，我就如‘超人’一般，
一分钟‘变装’出现在任何有需要
的地方，守护百姓过一个平安快乐
年。”李正自豪地说。

（实习记者 李旭升 摄影报道）

50后：吃团圆饭看春晚就是过最好的年

60后：春节大展厨艺“年味食足”

70后：拜年走亲戚把年味留住

80后：过“健康年”成了新趋势

90后：大众的期待已转移到我们身上了

00后：用青春守护万家团圆

微信红包、支付宝集福、视频拜年……
过年的花样越来越多。不论时代怎么变，生
活方式有什么不同，最浓的年味儿就是团

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
后，六代人的过年故事各有不同，但每个人
的春节记忆，就是一个时代的影像。今天，

晚报带你寻找不一样的春节记忆，这些记忆
里有你的春节故事吗？

（记者 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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