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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沧州市运河区市委南院小区的黄书胜，今年84
岁了。5年前，他喜欢上了手机摄影，并参加了手机摄影
培训班。为了摄影和锻炼身体，他每天下午都到沧州市人
民公园转一圈。

韦殿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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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越涨越高，农村老人挺为难
应引导合理发放，只讲心意，不比钱数

母亲的灶台
董国宾

昔日的乡村，庄稼人生火做饭都
用土灶。这简陋的土灶是岁月里抹不
掉的记忆，也是娘的影子。

我家的土灶在院子的东墙边，清
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娘已在
庄稼地里耕作了。忙过一阵子农活，娘
收拾农具，回家做早饭。一回到家，娘
就走进厨房，她的影子便在东墙边的
土灶旁晃动起来。

我家的土灶很简易，用泥砖砌成，
灶台表面用水泥抹匀，光亮平滑。土灶
上安着一口铁锅，一旁是一个储水的
水缸，舀子放在水缸上面。土灶对侧堆
放着生火的柴火，比如豆秸、棉花柴、
树叶、枯草等，随季节变化轮番塞进厨
房。娘从庄稼地里回来，在水盆里洗干
净手，顾不得歇上一会儿，就在灶膛内
生起了火。娘先用铁锅烧两壶开水，然
后开始做早饭。在老家上学的时候，我
家的早饭特简单，几个饼子和稀饭，还
有一小碟菜。上完早课，我一放学回到
家，不知疲劳的娘就从厨房把早饭端
上来。我家的土灶简易，早饭也俭朴，
娘的影子却很温暖。

灶膛里又跳动出火苗来，我家烟
囱升起缕缕炊烟。每当站在高处，看到
从我家灶膛里跑出来的炊烟出现在眼
前，我心中就感到无限快乐。

那天，我嘴馋，娘好像早就知道我
的心思，就用节省下来的钱变着法儿

给我做可口的饭。迎着暖阳从村口跑
回家，我看见娘正在土灶旁做午饭，灶
膛里柴火“噼噼啪啪”地响，铁锅里就
冒出香喷喷的味道来。我瞥了一眼，就
开心地笑起来——娘给我做豆酱鱼吃
呢。豆酱鱼不是用活蹦乱跳的大鱼去
做，而是用娘赶早去集市买回的一些
小鱼。这些小鱼很便宜，娘却能做出美
味来，我觉得娘用小鱼做的豆酱鱼比
大鱼还好吃。娘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
边将腌好的小鱼放进油锅，均匀地摊开，
慢慢焙煎，焙好一面，再焙另一面，条条
完整，不粘不烂，黄灿灿的。接下来，娘把
煎好的鱼再用木屑进行熏焙，熏焙好后，
娘利落地在油锅里放入葱姜蒜，再加入
两勺黄豆酱，将鱼翻炒入味，淋一点儿酱
油，香喷喷的豆酱鱼就出锅了。娘一筷子
一筷子给我夹菜，我吃得小肚子圆鼓鼓
的，好解馋啊。我瞅一眼娘，再看一眼我
家的土灶，好甜蜜哦！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娘在庄稼地
里劳作，灶台还是娘的舞台。娘在土灶
上生火烧水和煮粥，还在土灶上蒸枣
花馍，艰苦的生活中总有娘通过艰辛
劳作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

想起家乡的土灶，就想起了娘，娘
的影子总生动在岁月里。这简陋的土
灶是乡土里的文字，是通俗的乡音，更
是故土的一缕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
泪，温暖地挂在两腮。

近日，有一则消息引发网民热议：
网红考研名师张雪峰建议员工“过年
不要再给孩子红包了”。记者注意到，
另有网民近期反映当地“过年给孩子
红包攀比严重，涨到最低 200元，给农
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
恼”，安徽省阜阳市回应称，将引导基
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
约。

一位网民 2023年 12月 14日在人
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称，每年过
年，亲戚朋友带孩子来拜年、串门，是
必须给孩子红包的。最近几年，因攀
比心理，给孩子的红包由之前 10元、
20元，涨到最低 200元，甚至高达 500
元、600元。

这位网民称，对于经济条件好的
年轻人来说，每年支出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的压岁钱无所谓，但对于只靠种
几亩地挣钱的 50岁以上的老年人，给
孩子压岁钱就会成为春节这个喜庆日
子的烦恼。农村畸形的攀比现象，造成
压岁钱和老年人的收入不均衡，给老
年人增加很大经济压力和烦恼，也直
接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这让给红包
成了“打肿脸充胖子”，失去了原本的
意义。

这位网民建议，政府应提倡过年
发红包向广东省学习。虽然广东生活
富裕，经济条件更好，但是过年红包普
遍在5元、10元、20元，只图个吉利，不
在乎金额。除了父母的红包，广东地区
一般亲戚给孩子红包 10元最普遍，当
地长久以来的红包习俗和规矩值得学
习，更需要政府提倡和引导。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近
日答复称，阜阳市文明办回复如下：

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民俗之一，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不仅是一种“年味
儿”，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承载了长辈
对晚辈的祝福与期许，但压岁钱过高，
不但增加了农村家庭经济负担，而且
可能引发攀比、浪费现象。

近年来，阜阳市文明办一直倡导
文明、节俭、健康的过年习俗，每逢春

节，也会发出文明新风倡议书，引导大
家理性看待压岁钱，避免其成为人情
往来中的负担。

下一步，阜阳市文明办将加强与
民政、妇联等单位的协作：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力度。通过
文明实践、新闻媒体等各类阵地，引
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
观念。

二是积极融入村规民约。引导基
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
约，倡导农村群众树立勤俭持家的家
风家训。

三是注重借鉴外地做法。借鉴、推
广外地有效做法，提倡理性和节约，坚
决反对攀比和浪费。

阜阳市文明办表示，相信在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营造出文
明、节俭、祥和的过年氛围。

记者注意到，上述网民在留言中
提到的广东的压岁钱习俗，近年来多
次引发关注。据新华社 2018年 2月 17
日消息，当年，一张“全国压岁钱地图”
曾在网上流传。地图显示，广东压岁钱
平均水平仅为50元。老广东人发红包，
至今坚守着“不近人情”的传统：只讲

“意头（心意）”，不比钱数。5元、10元，
甚至1元、2元，多少随意，心到即可。

2021年年初，“全国压岁钱地图”
再次引发热议。据报道，在这张“地图”
上，东部沿海地区的压岁钱普遍要高

一些，比如
浙 江 省 平
均 水 平 在
3100 元 左
右 ，上 海
1600 元，江
苏 1000元，
而 中 西 部
地 区 相 对
较低，如陕
西 400 元 ，
贵 州 300
元。最引人
注 目 的 当
属 福 建 与
广 东 两 地
的数据，其
中，福建省
莆 田 市 的

压岁钱达12000元，而广东省的数字竟
只有50元。

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多地正通过
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给晚辈压岁
钱。

据报道，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
桥街道胡湾村往年曾召集协商议事
会成员，围绕“完善村规民约，树立文
明新风”开会，主要讨论“压岁钱不变
味，不惯孩子”。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政府网站公布的《河下街道 2023年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中，螺蛳街村、镇
海村村规民约也规定：压岁钱不变
味，不惯孩子。

往年，云南省纪委监委曾印发
《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的通知》，要求切实减轻农村群众人
情和经济负担，参加农村婚事丧事
宴请，赠送礼金或礼品价值不超过
100 元。

据澎湃新闻

春联
项伟

在街心公园的一侧，书画家们搞起了“写春
联，送祝福”的活动。看着这些头发花白的老者，
挥毫泼墨，用心书写春联的画面，有一种似曾相
识的、亲切的感觉。我想外公了，想起了小时候
跟在他后面，写春联、送春联的那些往事来。

儿时，我在外婆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
时，印制的春联在乡村集市上还很少见，一般都
是请人手写。会写春联的，大抵是那种能识文断
字，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老先生，比如我的外
公。外公年少时读过好几年私塾，能啃大部头的
古书，会写漂亮的蝇头小字，这在村里人看来，
就是一位大“秀才”，于是，平时的书信、契约，年
前的春联，这些文化人的“细活儿”，都请他代
劳。外公面慈心软，对于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

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外公会专门抽出一两
天时间来写春联，而我这个“小萝卜头”就负责
给他打下手。红纸是外婆事先从集市上买的，砚
台和墨条都是现成的。写春联的准备工作，就是
磨墨和裁纸。外公一边磨墨，一边给我讲解心
得，比如说研墨要用清水，墨条与砚面要保持垂
直，用力须均匀，慢慢地研磨，直到墨汁变得浓
稠。其间需数次添水，反复研磨，这是个耐心活
儿，心急不得。

待一切准备就绪，外公就开始写了。有些人写
春联，要照着“对联集粹”之类书籍上的对联写，而
外公则不用，他是胸中有“锦绣”，一挥而就。春联
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吉祥、祝福的话语，像“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一年四季行好运，八
方财宝进家门”“春回大地千峰秀，日暖神州万木
荣”等。也有外公自创的对子，如“绿竹别具三分
景，红梅正报万家春”“花香满院花觉趣，鸟语飘林
鸟知春”，少时不知其好坏，如今读来，竟有几分

“惊艳”的感觉。每写完一副春联，外公便停下笔
来，捻着长须端详一番。满意的，点点头，颇为自
得；若偶尔对着某个字摇头撅嘴的话，必是要重写
的。

该写的春联都写完了，外公便将这些春联
夹带横批，一对一对地仔细地卷起来，用红绳子
扎好，拿铅笔在红纸的背面写上张三、李四的名
字作为记号。送春联这种有些“油水”的活儿，外
公也特意交给我来做，这让更小的表弟表妹们
很是羡慕。送完春联，回到家时，我的嘴里含着
隔壁张婶给的冰糖，兜里装着东头李叔给的花
生，手里则提着一袋西边二爷爷刚切好的糕点。
这些细节，如今回想起来，嘴里仿佛还存着一丝
丝的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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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 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康居园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