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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业春节应该涨价
吴 旭

坚守者是“敬业福”代言人
王成成

过一个既传统又有品质的春节
——读者来信热议如何保持“年味”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而且春节民俗

形式众多，贴春联、挂年

画、舞龙舞狮、祭灶、守

岁、拜年、逛庙会等民俗

活动，紧紧围绕着喜庆、

欢乐、祥和的主题，让人

们品味出浓浓的年味。不

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有人感觉“年味淡

了”，不如以前那样记忆

深刻了。其实，对于过年

和年味，不同的人会有不

同的体验。让我们听一听

经济日报读者的看法。

以“ 四 不 妨 ”浓 郁 年 味
袁文良

政 府 引 导 不 可 缺
朱 霆

读 书 过 年 味 亦 浓
姚启超

网 络 拜 年 气 象 新
朱 波

年 味 都 去 哪 儿 了
石志新

人勤春来早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为

了增加群众节日体验性活动项目，丰富
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一些年味
儿，我认为，各级地方政府要积极引
导，有所作为。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的群众文
化舞台缺乏高水平演出，常常被一些低
俗表演所充斥；节日市场缺乏春节特点
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年货，游乐活动
也缺乏特色。同时，一些具有民族特色
和韵味的传统春节文化活动却面临自生
自灭的问题。“年味淡了”，既是人们对
现实的一种感受，也反映出对于春节文
化建设的期待。

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在新春佳节到
来之前就及早谋划春节文化活动，策划
举办民俗表演集中展示、文艺演出、优秀

电影展、读书分享会、乡贤议事会、志愿
者服务及旅游配套等活动。在确定活动
方案后，地方政府还要抓好具体落实，并
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告知群众在节日里
安排好的项目内容和时间，便于群众参
加相关活动，切实把好事做好办实。

除了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相关活动，
民间艺术团队也要积极主动发挥作用，
吸引广大居民积极动手、农民主动上
台，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让百姓从被
动旁观的观众变成主动参与的主体，努
力把春节蕴涵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
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形成
一整套民俗文化和民众活动，以此增加
年味儿，让群众过一个吉祥如意、轻松
愉快的大年。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人大）

不知是年龄大的原因还是生活条件
好了，我时常想，小时候那种年味儿去
哪儿了？

小时候是盼过年，现在是怕过年。
小时候盼过年，是因为那时候平时穿的
是旧衣服，吃的是家常便饭，只有过年
了才能买新衣服穿、吃点好吃的。每年
进入腊月后，很多家庭就开始忙年了，
杀猪、杀鸡、宰羊、做豆腐、蒸馍馍，
赶集买些鱼、蘑菇和各种蔬菜储备起
来，条件差一点的家庭养不起猪羊，过
年也要赶集买些猪肉羊肉。从正月初一
到正月十五，这段日子，家里的生活才
算是真正有所改善。

按照农村的习俗，过年不光要吃得
好穿得好，更重要的是图个喜庆热闹，
贴春联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对农村的
孩子来讲，一年最兴奋的时候就是盼过
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好穿得

好，才能放烟花爆竹，才能更多地感受
生活的幸福快乐。

改革开放 40 年，老百姓的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了，人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
盼过年时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了，因为
物质生活已经富足，人们每天的生活都
像是“过年”。然而，物质生活的富
裕，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幸福
感好像没了，春节的年味感觉变淡了。
近些年，过完春节后，同事朋友见面互
致问候提及过年的感觉，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没意思”。

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大多
忙碌在都市之中。其实，年味是一种文
化，是一种心理感受，需要人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精心安排，跟家人一起把年
过得更有意义，更有年味儿。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海洋与

渔业监督监察支队）

在中国多个传统节日中，没有哪个

能比得上过春节的分量。不过，现在的

过春节已经不再是前些年的吃几顿好

的、买几件新衣服了。有人说，现在过

年越来越像是走过场，越来越没有年味

儿，越来越像是一个延长版的周末。此

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日子越来越

好了，也提醒人们精心构思，增加一下

过年的年味。在笔者看来，做到以下

“四不妨”就可以增加年味。

一是不妨自己写春联。贴春联作为

流传千古的过年习俗，寄托着人们对新

一年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春节临近，

商场超市甚至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见

到出售春联的摊点，那些制作精美、用

料考究的印刷春联，内容大同小异，字

体千篇一律，使人陷入审美疲劳。因

此，不妨像过去那样，自己买两张红纸

并按门框大小裁剪，然后自己拿起毛笔

写上几副具有特色的春联。这既可以传

承书法艺术，又可彰显传统的年味，还

可学习和普及相关的对联知识。

二是不妨全家逛庙会。春节期间，

各地都举办不同主题、不同规模的春节

庙会，此时不妨全家人出游，到附近的

庙会去逛上一逛，买几件小饰物，可以

装点居家的节日氛围；带着孩子猜上几

条谜语，可以开发孩子的智力，还会获

得小小的纪念品，增强孩子的成功感；

带老人看上几段传统戏剧，会使老人感

受到儿女的关爱和节日的欢乐。即使周

边没有庙会，社区、村镇也会利用文化

活动中心或文化大院举办一些文娱活

动，参加这样的活动，也同样会感受到

浓郁的年味儿。

三是不妨在家吃年饭。过去过年

时，很多家庭都会自己发面蒸上几锅馒

头，并于除夕夜包饺子，乐乐呵呵地一

起吃顿饭。饭桌上，老人给孩子发红

包，子女则向老人磕头表达孝心。而

今，有的家庭为了“省事”，年夜饭到

酒店去吃，不少老人对此感觉是缺少

了年味儿。所以，除夕年夜饭最好还

是在家吃，大家和和美美地坐在一

起，唠唠家常，看看春晚，等待零点

钟声敲响。

四是不妨邻里相互拜年。过去正月

初一，孩子们都穿上新衣新鞋，由家长带

着到邻里拜年。家家户户也都摆上平时

舍不得买的香烟、瓜子、糖块、水果等招

待前来拜年的邻居。主客间彼此道一声

“恭喜发财”，有一种“一家人不说两家

话”的感觉，即使一年来有些不快，也会

就此烟消云散。而今，住进小区楼房的

人们交往不多，缺乏相互了解和互帮互

助，一些人患上了“楼房冷漠症”。在新

春佳节，不妨从楼房中走出来，到左右邻

居、楼上楼下拜个年，道声喜，彼此间立

刻会有亲近感，以后生活中遇有什么事

大家自然会伸手相帮。

总之，过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有

重要意义，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年文化过

程中予以创新，让传统年文化与现代科

技元素、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思想追求

等有机融合，我们的“年”才会过得更

加温馨、更加祥和、更有年味。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

前几天，远在北京的战友给我发了
一条微信：“春节 7 天假，年年迎来送
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看似热闹，
实则很累，不如闭关自修，把平日想看
的书都看了，不仅陶冶情操，而且活得
有品位。”

每到春节，人们便按捺不住心中的
喜悦和冲动，早早就筹划着这个年怎么
过。带着妻儿老小回家乡、旅游、宅在
家里、走亲访友、围着锅台转、在棋牌
室里乐几天，等等，无论怎么过，只要
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都会娱乐
身心。

当然，人们早就意识到了读书的乐
趣和重要性。每到年底，城市里的大小
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都购进新书，图书馆
里的人比平日多了许多，春节读书大有

人在。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在当兵返乡
过年的长途列车上，总能看到手捧书籍
的人。用他们的话说，旅途中有书相伴，
让人不觉疲惫，最为经典的一句话是：

“过个有书香的年，更显年味的浓重！”
在春节 7 天长假里，我们有时间，

有精力。关上门窗，将响雷般的烟花爆
竹声以及爆响后的烟火硫磺味挡在门窗
之外，便可安安静静地尽享读书之乐，
与智者交流，与古人对话，让人汲取
知识，品味智慧，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春节里约定俗成的亲友往来
以及传统风俗，该坚持的还是得坚持，
该看望的亲人一定要去看，该接待的来
客必须热情接待。

（作者单位：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

县委宣传部）

如今，在互联网上置办年货已成为
很多家庭过春节的一种选择，网上订
餐、微信拜年，甚至用支付宝、微信红
包给晚辈发“压岁钱”……传统的年味
在网络世界里显得格外浓厚。

记得孩提时过年，正月初一一大早，
我就跟小朋友们一起，各自拎一个小口
袋，挨家挨户上门拜年，长辈们纷纷掏出
糖果、糕点之类的零食塞进孩子们的小口
袋里。一上午拜下来，口袋里满是瓜子、
糖果和花生等好吃的，收获满满。如今，
人们生活越来越好，拜年方式和过年方式
都有很大变化，呈现出浓浓的时代气息。

猪年春节，许多地方兴起了“文明新
春网上大拜年”，短信、微信、视频拜年。
只要你选上一张心仪的贺卡，填上祝福
语，点击微博、微信、抖音上的“发送”字
样，就能足不出户传递图案、表情、声音，
将充满温馨的拜年问候语传递到亲人心

窝里。用微博、微信给远在他乡的亲朋
好友拜个年；用抖音录制视频向坚守在
边防、为祖国守岁的官兵们致敬，并道一
声：“过年好，你们辛苦了！”用网购给亲
人们送上精心挑选的新春礼物……

近些年，在春节时接连上演“全民
抢红包”，不少家庭男女老少齐上阵，
人手一部手机，“咻咻咻”的抢红包声
甚至盖过春晚节目的声音。网络红包让

“压岁钱”在网络时代“玩”出了新花
样。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包括春节在
内的传统节日，其精髓是两个字：“爱”和

“乐”。缺少爱，节日就会缺少温馨和人
情味；缺少乐，节日就会变得枯燥无味。
如今，这种爱与乐通过网络手段，传递着
更及时更丰富的节日祝福。网络时代，
人们依然能过出年味儿来。

（作者单位：安徽省颍上县政府督

查室）

1月29日，在江西省大余县黄龙镇丫山蔬菜基地，农民

正抢抓晴好天气，锄土翻地，忙备耕春，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景象。 赖 莉摄（中经视觉）

上图 1月23日，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朝城镇举办了草莓采摘节暨年货

大集活动，吸引了千余名群众前来游玩备年货。图为当地年集一条街内，群

众展示过年习俗吃的特色大馍。 刘黎辉摄（中经视觉）

下图 1 月 24 日，江

西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沙

陂村“庆丰收·迎春节”民

俗文化节举行，村民现场

展示切糖片、打糍粑、磨

豆腐、写春联、踢毽子、拔

河等传统节目，游客们与

村民共享喜庆盛宴，共迎

新春佳节的到来。

凌厚祥摄（中经视觉）

春节前的一段时间，各地家政服务业迎来了旺季，其中
家庭保洁员最为紧俏，家政服务人员的费用出现了上涨。这
本是市场行为，只要涨价在合理范围内，就无可厚非。可
是，有人却认为，家政业“逢节必涨”过于“霸气”，对其
要严厉打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一些来自农村的家政服务人
员，或是加班加点地赶在春节前给人们打扫卫生，推迟了回
老家过年的时间，或是坚持节日里为城市居民提供清洁服
务，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理应得到相应的、与平时不
一样的劳务报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机关公务人员、企业
工人节假日加班都可以拿3倍的工资，为什么到了家政工人
节日坚守时，就要被人扣上“逢节必涨”“霸气”的大帽
子呢？

现实中，农闲时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快递小哥、家政
服务员等，一旦靠辛勤工作拿了高工资，总有些人说三道
四，表示“看不惯”。这里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不会换位思考；更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步，一些蓝领工作特别是社会急需的高素质蓝领岗
位，依然供不应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必然会获得
相应的劳动报酬。这种以贡献大小为导向的分配思路，值得
肯定，并且能够鼓励更多人克服思想偏见，投身到社会需要
的行业里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沭阳县残联）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春节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
休假和团圆。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春节团圆却不能成
行，身上的责任让他们毅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作为重要的交通方式，铁路一直以来承担着运输重
任。对于铁路部门工作者来说，春节等出行高峰时段正是
忙碌之时，万家团聚的节日反而是铁路人离别最多的时
间。春运期间，“三分钟”的列车员与儿子相聚、夫妻列
车长的故事、21 张请假条的故事……收获了无数感动，因
为这些故事真实，充满了爱。其实，漫漫铁路上，还有无
数工作者与这些被报道的人一样，守护着一趟趟归家的列
车，护送着一个个天南海北回家的人。他们以站为家、以
车为伴，在节日里坚守在工作岗位第一线，让人们感动，
更让人暖心。

在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里，街头、工厂、医院、工
地甚至渺无人烟的边防哨所，有一群又一群和铁路工作者同
样的坚守者。万家团聚的灯火，映红城市的上空，也照进每
一名不能回家的坚守人的心底。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坚
守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团圆。只要有爱，有牵挂，再遥远的
距离，也挡不住心的团聚。对他们而言，亲人在身边或是在
心间，有了爱就是一种团圆。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环城路202号）

1月25日，湖南省道县梅花镇宜阳村，农民在操作机械

忙着翻耕起垄土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春播。

蒋克青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