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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大棚席进新家”
樊树林

春节将至，该给父母带点啥年货？请看读者的建议——

孝 心 比 年 货 更 重 要
编者按 新春佳节将至，人们都在准备年货。对于很多在外工作、生活的人来说，回老家过春节给父

母带点合适的年货或礼物，已成为表达儿女孝心的重要方式。其实，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鸡、鸭、鱼、肉等年货各地应有尽有，父母并不在意儿女带回什么年货，很多时候为的就

是一份心情、一次团圆。在此，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为父母准备些“文化年货”
周荣光

把一颗感恩的心带给父母
李 谏

让家人过一个快乐的品质年
雷宏麟

图① 日前，在江西省南昌市洪城大市场内，顾客在选购

“福”字等新年饰品。 陈文萍摄 （中经视觉）
图② 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花卉市场，前来选购花卉

的市民络绎不绝。 张进刚摄 （中经视觉）
图③ 近日，在河北省迁安市阎家店乡提铃寨村的“爱心公

益小课堂”上，来自唐山的路北区西缸窑第二小学校长朱馥慧

（右）给留守儿童发放写字本等节日礼物。李 瑛摄 （中经视觉）

拿回欠薪好过年

俗语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各地
的年货购销会、团购会、展销会纷至
沓来，人们也开始采购起年货。其实，
此时也是子女如何对父母献爱心、表孝
心之时。

前几年，歌曲《常回家看看》唱响中
华内外，唤起很多游子回家过年的思
绪。现实中，总有一些在外工作的子女
因为经济拮据、工作加班等原因，不好意
思或者不能及时回家过春节，不能帮父
母置办年货。常言道，“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为了父母，年货要全”，只要时间允
许，大多数子女哪怕在外打拼再苦再累，
也要尽可能回老家，并为父母置办年货，
一起过年。他们或购买异地特产、或馈
赠父母喜爱食品、或买件心爱礼物等，向
父母表达孝心，传递缕缕亲情。所以说，
春节之际，正是子女尽孝之时。这也给
人们带来了两点启示。

其一，春节尽孝是对父母的最大慰
藉。各行各业春节放假，多数游子、子
女拥有较充裕的时间为父母置办年货、
表达孝心。此举不仅饱含浓浓的亲情，
也是子女对平时较少有机会在父母面前
尽孝的一种补偿，更是对父母爱的“偿
还”与情感慰藉。

其二，彰显尊老敬老理念。人愈
老，思子之心愈切；愈过年，愈期待家
庭欢乐。父母并不在意子女是否置办
了年货或者年货的多少，更多的是为
了家庭团圆、阖家幸福。毕竟人上了
岁数，似乎与孩童一样，一种“小为
嘴，老为嘴”的传统观念难免在心中
萦绕，也有一种彼此忙碌了一年，利
用春节多看几眼子女，再尝新鲜年货
味道的想法。置办年货恰恰对应了父
母的这种心理，加深了彼此亲情，使
年货传递出了浓浓爱意。

置 办 年 货 、 尽 孝 父 母 、 爱 满 家
庭、唠嗑相叙，从某种意义上说，促
使亲情与愉悦同在，家庭与社会和
谐，父母与子女更亲、年货与春节更
浓。同时，父母在，家就在。也希望
更多的在外游子能够及时回家办年
货、家团圆、多感悟、尽孝心，增加
父母的幸福指数，让老人们过一个快
乐的品质年。

（作者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

灯塔路）

春节将至，我在云南省威信县离家
乡河北 2000 多公里的军营里辗转难
眠，感怀父母给了我无私的爱，想着过
年应该给父母带回点啥。每次在电话里
问，父母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也不
需要，人回来就行，家里什么都有。”想来
想去，如果今年能被批准回家过年，我一
定和父母一起唠唠家常，说说一家人在
一起时那些难忘的事。

我出生在太行山狼牙山脚下一个小
山村，家里重活累活都是父母承担。我
上小学时，学校距家远，每天早晨爸妈还
要为我做中午饭，哪怕是两个玉米面饼
子，还要给我煎两个鸡蛋。这在当时是
很高的“待遇”，同学们都很羡慕。

我上初中时，学校食堂按粮票供应
饭菜，我们家是农民，没有粮票。为此，
父母赶着骡子去15公里外的乡镇，上缴
小麦和玉米换成粮证，以解决我在学校
的吃饭问题。现在国家发展了，人们生
活好了，九年义务教育早已实现，很多地
方还有“爱心午餐”，家长们再也不会为
孩子的学费和吃穿发愁了。

父母只有小学文化，但在我入伍后，
仍经常给我写信。错字白字和拼音字连
接在一起，我每次都反复阅读。父母一
直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听领导的话，干
出点样子来。这些朴实无华的激励话
语，给了我工作、生活上的无穷动力。每
次我的立功喜报当地政府送到家中，父
母就高兴得不得了，纷纷向四邻相告。

爸、妈，我知道：在得知我考上军校
的那一刻，你们喜极而泣；在得知小孙女
出生时，你们拿着家里的柴鸡蛋前来看
儿媳和孙女时满是兴奋；在家里乔迁新
居，你们二老带着老家的蒸锅馒头前来
祝贺，说这是“蒸蒸日上”的意思。

台前精彩演绎，幕后关怀鼓励。愿
天下的父母在党和国家好政策的关爱
下，在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好好享受
晚年生活。子女们一定要
常怀感恩之心，常回家看
看就是父母最期待的
礼物。

（作者单位：云南

省威信县人武部）

表弟在广州打工，一年或两年回老
家一次。上周他发微信问我，过年回家
给父母准备点什么年货好？我回答说，
家乡这边啥都有，不需要从那么远的地
方带东西回家。过了两天，表弟又发微
信说，给他爸带了个能装 U 盘的小音
响，因为老人爱听秦腔戏，他准备给 U
盘里录满秦腔唱段；给他母亲带了个能
放音乐的音箱，方便母亲跳广场舞。

如今，农村越来越富裕，大多数老年
人不愁吃不愁穿，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但
文化生活还相对贫乏。不少老人过着酒
肉充足却单调乏味的“春节”。表弟想到
为老人置办丰富精神生活的“文化年
货”，这样的孝心值得点赞。

从表弟给老人送“文化年货”想开

去，各地都应该在节日期间多组织一些
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健康活泼的气氛中
过一个文明祥和的春节；这是农民群众
的愿望，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实际需要。同时，置办“文化年货”还
可以和正在开展的“三下乡”和“慰问送
温暖”等结合起来，送一些科技致富和新
农村建设的图书、画册等“文化年货”，让
广大人民群众在感受党和政府关怀的同
时，勇立新风，移风易俗，进一步制止、刹
住封建迷信和黄、赌、毒以及婚丧嫁娶大
操大办等歪风邪气，净化社会风气，树立
文明生活理念，形成文明过节的良好社
会风尚。

（作者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

泉东路兴秦新村）

在很多地区，老百姓家里请客吃饭都有摆“大棚席”的
习惯，如今这种“大棚席”在天津有了“新家”。据报道，天
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惠民里社区探索出“集体聚餐大棚席”管
理新模式，崭新的厨房、餐厅和单间，各种食材等都在干净整
洁、设备齐全的库房里存放，让人看后很是放心。

农村办红白喜事，自办“大棚席”“流水席”招待亲朋
好友的习俗由来已久，热闹归热闹，但其间存在的食品安全
隐患不可小觑。比如，农村举办宴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就地
在农家院落内临时垒起灶头当厨房，卫生条件不容乐观；请
来的厨师、帮厨人员的健康状况无法掌握；食品原材料来
源、采购渠道缺乏必要监管；宴席中的食物没有合适的冷藏
保存设施，容易腐败变质或受污染。农村流水席是监管的盲
区，如果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农村成规模的酒店饭店稀缺，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淡
薄，加之受经济条件和就餐人数制约，“大棚席”“流水席”在短
期内不能完全取缔。在此情况下，拧紧大棚席的安全阀格外
重要。天津市的“大棚席进新家”为国内其他地市“大棚席”管
理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要明确农村集体聚餐报备登记制
度，按照聚餐人数规模大小实行分级指导，严格执行并做好登
记报备工作；二是要对采购的食材、做成的食品留样储存；三
是对农村“大棚席”从业人员身体情况、个人卫生情况严格管
理。这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大棚席”聚餐地点分散、扰民等
问题，而且由于“新家”里的厨房操作间宽敞明亮，库房内相应
设备等一应俱全，更便于监督管理。只有“大棚席”的食品安
全切实有保障，村民们才能在“大棚席”中延续“乡愁故事”。

（作者单位：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

前几天，父亲打电话说为我准备了
一些鸡鱼之类的年货，都是乡下养殖的，
吃起来放心。放下电话，我思绪万千。

参加工作 10 多年来，我工作、生活
在县城，父母总是为我准备一大堆年货，
我只是拿点钱给父母。近两年，回乡下
跟父母一起过年，站在老家大门前，我总
感觉缺了点什么。这些天，我突然意识
到，缺少的是父亲亲手写的春联。因为，
随着年纪的增大，年近80岁的父亲眼睛
花了，手也不听使唤，已经写不了春联。

自我记事起，每逢春节临近，父亲最
喜欢做的事就是写春联了。父亲年轻时
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前夕就成了全
村最忙的人。此时，父亲会取出早已备
好的红纸、毛笔和墨汁，将红纸裁成条，

又把那些条状的纸分别折成五个、七个，
或是九个方格，开始忙着给乡亲邻里写
春联。我们这些小孩子，就站在一旁盯
着看，父亲一边写一边跟我们讲一些有
关春联的故事，讲做人做事的道理。

如今，每年临近春节，走在大街小
巷，卖春联的随处可见，喷金的、挂式的、
张贴式的……应有尽有，装裱精美，而且
来得更方便，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人写
春联了。不过，我老家门上最近几年没
贴父亲手写的春联，父亲心里肯定不是滋
味。今年春节，我要写几副春联送给父
母，贴在老家的大门上，父亲一定会高
兴！因为对他来说，春联不仅是在门上贴
几个字，更是一种传承，一种希望。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载县委宣传部）

送 副 手 写 春 联 给 父 亲
高叙景

据报道，1月 9日下午，宁波鄞州区东海花园社区“韩
阿婆工作室”里洋溢着浓浓的温情，韩翠菊老人把她发动爱
心居民一起编织的600条厚实温暖、花色各异的围巾，捐赠
给“周秀芳爱心工作室”。

看完这则报道后，笔者不禁为两位老人的爱心之举感到
衷心的敬佩，“毛衣奶奶”韩翠菊与“支教奶奶”周秀芳年
纪都那么大了，还要亲自动手忙着手工编织毛衣和围巾，她
们的热心举动吸引了许多市民纷纷加入，温暖了远方广大困
难群众的心田。

也许有人会说，一条围巾，一件毛衣，虽然不值几个
钱，算不了什么大事。可对于山区困难群众和儿童来说却是
实实在在的帮助。现在，通过脱贫攻坚行动，大多数贫困群
众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在这寒冷的冬天里，山区儿童能够穿
上一件爱心毛衣，围上一条爱心围巾，就能抵御严寒。相关
爱心行动无疑是雪中送炭，温暖人心。希望这样的爱心传递
多些再多些，使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让寒冷的冬季处处充满爱心和暖流。因为，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份爱，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公路管理局）

多一些这样的爱心传递
徐曙光

今年春节回农村老家，给88岁的父
亲送点什么可心的年货，我心里一直很
纠结。

“今年过年，你们人回来就好，什么
东西都不要买”。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
时间，父亲就在电话里再三叮嘱。3 年
前，母亲撒手人寰，留下老父亲形单影
只，儿女们为了生活在外打拼，孤寂的老
人盼望一家人春节能团团圆圆。父亲前
些年高血压中风，留下脑梗后遗症，现在
给他买的降压药他也不吃了，说吃了也
不见效，说不要花冤枉钱了。

或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给父母买礼物时，他们总说家里什
么都不缺，儿女能回家吃顿团圆饭就
是最大的礼物。事实上，当我们将礼
物亲手交到父母手上时，他们脸上的
惊喜和欣慰常常让我们感动。父亲叫
我们不要给他买年货，主要是考虑到
子女们生活都不容易，不想让我们多
为他花钱。然而，纵使生活艰难，父
母之恩能不报？尽孝要趁早。

其实，比起父母为我们的付出，我
们的回报不值一提。“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年货不在多少，能表心意
就好。老人更需要的是亲人陪伴，心灵
慰藉。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无论如
何，今年春节，我都要在家多陪老父亲
几天。

（作者地址：湖南省桃江县松木塘

镇桃锰社区）

年货不在多少
朱金良

①①

②②

③③

1月15日，云南省会泽县待补镇政府组织劳保所等部门，

为辛苦劳作的农民工发放被某些企业拖欠的工资。春节前

夕，会泽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

刘志波摄 （中经视觉）

1 月 18 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劳动监察局工作人员

来到润达美墅项目建设工地，给农民工宣传劳动法律法规

等内容，并提醒施工单位及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让他

们顺利回家过春节。 汤福明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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