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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喜迎中国传统佳节——壬寅
（2022）虎年春节，由中国楹联学
会诗钟社学术支持，白城市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白城日报
社、白城市创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
办公室主办，白城市诗词楹联家协
会、白城市楹联文化传习所承办，
以弘扬楹联文化，祝福虎年新春为
主题的“幸福生活·文明白城”
2022壬寅年春联征集活动日前落
下帷幕。活动有26个省（市、自
治区） 700余人参加，收到作品
1000 余副，评出最美春联奖 22
副、春联佳作奖22副、春联入围
奖66副。这些获奖春联写出了生
龙活虎的灵气、新春佳节的喜气、
白城人民的福气，表达了幸福文明
的获得感，营造了喜庆、祥和的新
春氛围，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了白城市作为中国楹联文
化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现选登
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最美春联
（22副）

横批：万象更新
精准扶贫堪能遇水架桥，逢山

开路
乡村振兴更仗三牛气魄，五虎

精神 ——王冰
横批：白城纳福
一幅窗花，把春光留住
百年梦想，将虎气引来

——宋领
横批：大美白城
梦筑白城，奋起牛蹄，使命初心

犁盛世
春刷绿码，迈开虎步，嫩江沃土

拓新天 ——赵文华
横批：锦绣家园
居海绵城，纳水藏风真福地
步生态路，穿墙透绿尽春天

——康慨
横批：丰碑篆鼎
奋蹄牛负重，昨日频收硕果
添翼虎加功，今春再启新程

——徐艳丽
横批：枕上乡怀
不觉新雷听入梦
唯余旧翅好还乡 ——张宝俊
横批：万象更新
虎啸白城，一城紫气连牛气
春归绮户，万户民心是党心

——潘继洲
横批：大展宏图
清风送福，一城复三区，高瞻美

生态
瑞雪迎春，百姓又千喜，阔步好

征途 ——崔淑云
横批：冬去春来
扶贫当数牛，功高名隐
抗疫更期虎，任重身先

——孙春雷
横批：安居乐业
春来也，近水楼台，争给文明落

户
人往之，便民服务，理当幸福安

家 ——释净海
横批：平安是福
牛劲除魔酬梦远
虎威送福报春新 ——于守忠
横批:大爱中华
国是家，持家接福和为贵
春行善，积善铸魂礼在先

——张树曾
横批：继往开来
牛耕阅岁躭勤存硕果
虎啸迎时致力步春风

——李聿尧
横批：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情牵百姓民心暖
清廉理政，春满人间景色新

——赵国胜
横批;通达四海
财自道生先聚德
利缘义取总逢春 ——李永德
横批：虎虎生威
爱土地，纳千祥，兴农复垦千秋

易
守资源，屯万物，护矿丰藏万业

兴 ——张勇
横批：五福临门
大富持家亦勤俭
小康贺岁且欢腾 ——麦红光
横批：抖虎精神
忙趁好风描远景
且将春色赋华年 ——孙传友

横批：虎岁宏开
一片春光，虎虎生风新气象
百年画卷，人人绮梦美家园

——叶世强
横批：继往开来
金牛拓地，惠民生、昌福祉，且

赖丰功辞旧
玉虎腾云，衔日月、耀乾坤，复

兴伟业同春 ——马静泉
横批：风景怡人
击浪洮河牛一把
弄潮向海鹤千姿 ——田鑫
横批：保障有力
财源茂盛鸿图起
政务通融好运来 ——刘连茂

春联佳作
（22副）

横批：前程远大
牛犁耘远梦
虎翼趁春风 ——孙守锴
横批：大展宏图
牛已奋蹄，憨劲几闻驱疫远
虎方添翼，雄风一振送春归

——薄秀芳
横批：高标劲节
任劳任怨牛功满
敢打敢拼虎气生 ——葛双林
横批：惟德纳新
耕春已久鞭牛远
入世无穷腾虎来 ——李顺金
横批：励精图治
连串牛哞报春晓
一声虎啸兆瓯圆 ——李广龙
横批：春风万里
喜牛辞劲在
恰虎到威扬 ——温照楹
横批：风光揽胜
黑水西瓜甜透梦
白城吉剧美成春 ——肖德飞
横批：春光无限
白城亦绿城，山水皆晖春永驻
家梦连国梦，人民同运福常留

——修成山
横批：欣逢盛世
浩然正气塑氢谷
澹荡春风拂鹤城

——雒建印
横批：激浊扬清
凛然正气，秦镜高悬，彰明秉

宪千家乐
坦荡虚怀 ，秋毫洞察，秀蔚成

春万象新 ——白润泉
横批：锦绣前程
谁凭牛气冲天去
我仗虎威折桂来 ——熊汉涛
横批：盛世新春
雄心拓出小康路
善政推开鸿福门 ——郭宝强
横批：国运兴隆
敢立白城红写意
常飞玉宇鹤鸣春 ——杨亚平
横批：四海同心
春风扫码全程绿
紫燕裁霞遍地红 ——周道云
横批：喜开新宇
敢当拓路下山虎
不忘躬耕孺子牛 ——方旭春
横批：乡村振兴
新村喜至吉祥绕
小院春来幸福多 ——曹景常
横批：鱼水情深
使牛劲，用虎劲，但让白城添后

劲
明党心，行公心，惟求民物得开

心 ——李洪彦
横批：美满人间
喜富生活长流水
安康社会不老春 ——刘玉库
横批：万象更新
万朵花开香绿野
一声虎啸荡春风 ——姚伊夫
横批：勇毅前行
克险攻坚牛聚力
冲高望远虎发威 ——张凤林
横批:虎年祥和
福从盛世安宁起
喜在新春顺意生 ——刘红星
横批：梦偕福圆
瑞雪凝福字
春枝挂梦签 ——王进良

“幸福生活·文明白城”

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过年，一过小
年心就跳到嗓子眼里，高兴得不得了，
走路都连跑带颠，争着抢着帮大人干
活，仿佛只有如此这般才能使自己成为
像爸爸那样的男子汉。记得有一年当
兵的四叔和五叔都要回来，这是近十年
来的全家大团圆，家里人高兴地期盼
着。大扫除那天，婶母用纸叠成帽子戴
在头上，把短短的扫把绑到长长的竹竿
上，打扫屋顶的灰尘，妈妈在灶房蒸着
黏豆包，我和老叔在院子里面扫雪，爷
爷和爸爸还在单位里出工，奶奶擦完地
柜和炕厨，便坐在炕头上，拿起大烟袋，
拽过烟笸箩，熟练地把烟叶拧满烟袋锅
子，用艾蒿绳点燃，吧嗒吧嗒细细评味，
看着亮亮堂堂的屋子和色彩靓丽的年
画，嘴角眉梢全是笑意。

接下来便是准备年嚼果，打酒割肉
磨豆腐，杀鸡宰鸭蒸馒头。那段时间，
我身前身后围在大人屁股后面转，阵阵
拉不下。一会跟老叔跑供销社，一会牵
着爸爸的手跑豆腐坊，还抑制不住那股
兴奋劲，窜进厨房去打搅乱，拿着毛笔
往开花馒头上点红点，而且一定要比妈
妈和婶母画的圆，似乎点的标准灶神爷
会多发红包似的。

妈妈终于贪黑给我做完了“新”衣

服，尽管是老叔穿小的衣服改的，但我
还是跑到村前小河的溜冰场上，向小朋
友们显摆，特意嘱咐我是来溜冰的，不
是跟他们打雪仗，别弄脏我的新衣服。

年的味道越来越浓，腊月二十八那
天两位叔叔终于回来了，站在村头的老
叔和我看见小客车远远驶来，我就扯开
嗓子朝家里喊;”爷爷奶奶，我四叔五叔
回来了。”家门口一下子涌出了一大群
人，连出阁的姑姑带着姑父也回来了，
爷爷奶奶他们站在最前面，亲自出来迎
接日夜思念远方归来的儿女，这阵势给
两位叔叔都吓了一跳。坐在炕头上，奶
奶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才二十出头
的五叔伏在奶奶的肩膀头上抽泣，四叔
不断地擦着眼泪，全家人的眼圈都红
了，奶奶的烟袋锅子早就不冒烟，可是
她老人家还在吧嗒吧嗒抽着，爷爷喊了
一句“大过年的哭什么哭，团团圆圆聚
到一块高兴才对。”

腊月二十九是除夕，大早晨，天空
中下着小清雪，天气贼啦啦的冷，两个
叔叔在打扫院子，奶奶不断呵气融化了
窗户上一小块冰凌花，注视着窗外，叮
嘱我把帽子和手套送给叔叔。四婶母
说：“妈，你不用管，人家部队训练就是
这样。”说完自己拿着帽子手套出去了。

接着就是写对子，四叔裁着大红
纸，我在磨墨，五叔写春联、福字、出门
见喜、抬头见喜。爸爸把黏豆包装在
院子里的二大缸里，蒙上干净的白布，
又扣上一个裂了纹的铁锅。接着把一
小堆雪拍平，浇上水，春节这几天吃不
完的年嚼果拿出来放在上面，然后又
把雪盖在上面，再浇水，瞬间就形成了
天然的冰柜。贴完春联，屋里屋外红
红火火，喜气满堂，节日的味道充盈于
天地之间，仿佛一年都在为这一刻做
着铺垫。

这一刻终于来了，除夕晚上，全家
人都集中在奶奶房间里，屋里的氛围庄
严神圣，北墙上挂着家谱挂画，下里面
有一张供台，用红布蒙着。供台的左右
两侧有两根巨大的蜡烛光芒四射，中间
摆放着鸡鸭鱼肉等。一向严肃的爷爷
和奶奶默默地仰视着，我站在第三排，
看不清他们的面目表情，也许他们心中
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过往，足足有十分钟
爷爷奶奶才转过身，抽出三根香，点燃
后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鞠了三躬，插在
香碗里，接着从爸爸开始，长幼有序，依
次进行。第三代我是大头顶，代表十六
个孙男孙女上香，整个屋里鸦雀无声，
当爷爷奶奶上位的时候，全家人跪伏在

地，这时爸爸开口说道：“一叩首，二叩
首，三叩首。”我非常虔诚，脑袋磕在地
上咚咚作响。那一刻，我似乎听见了远
祖的呼唤，心中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力
量，那是无法割裂骨肉亲情的凝聚，是
家族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浩瀚、还有温
暖、责任与担当。当时没有春晚，放完
鞭炮，吃完年夜饭，一家人都没有睡意，
聚在奶奶屋里，炕上地下坐满了人，温
馨地嗑着瓜子，聊着各自的见闻。

过了正月初五，四叔五叔先后走
了，年还在继续，我和小朋友们嘻嘻哈
哈地追着各村的秧歌队。喇叭匠子带
着特制的防寒手套，鼓着腮帮，唢呐铿
锵有力，锣鼓惊天动地，秧歌队变换队
形，踩高跷的、骑毛驴的、推旱车的都格
外卖力。尤其是两个秧歌队在同一村
子相遇的时候，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使出浑身的解数，相互争斗，天寒地
冻，非得要拧出一路花来。这种快乐一
直持续到正月十五，直到二月二，年味
才慢慢地淡去。

有风拂面，有梦在东
方升起

那火红的灯笼，已照
亮了中国农历的春天

看！红红的灯点亮
了，中华儿女的心

看！火热的春联，贴
出乡村城市的喜庆

看！疫情防控不能
松懈，排查走访更无惧
严冬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
有声的话语震撼人心！
凝聚人民共识，吹响新
时代号角，激发我们斗
志昂扬

听！把我的“中国
梦”说给你听，把我的幸
福说给你听

听！以爱扶贫，以心
感悟，先进典型的故事让
人动容

听！那些感人肺腑
振兴乡村故事依旧激励
着我们砥砺前行

嘀嘀！一条条拜年

的微信湿润想家的眼睛
那一缕缕明媚的春

光照亮了归心似箭，回家
的路

贴上大红大红的福
字，亿万盏红灯笼照亮
夜晚

包饺子，蒸馒头，杀
年猪；送祝福，看春晚，拜
大年

窗外，瑞雪纷纷飘落
一串串欢乐的爆竹，

烟花绚烂
我那北方的家，汇成

温暖的火炉，汇成热烈的
团圆

吉祥中国年！快乐
中国年！平安中国年

释放出14亿人民最
热烈的情感，最暖的爱

今夜，我们不会忘
记，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凝聚一个中
国梦

万众一心，风雨无
阻，向着既定的目标继续
奋勇前进

这是母亲第十回在楼上蒸豆包。
搬到城里这十年，年年一回，一年不
落。她说，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子，过
年哪能不蒸豆包呢。

厨房地上，摆着一溜盆和桶，里面
泡着米。原本晶莹的大米粒饱胀着肚
子，变成了乌白色。泡米的这个过程叫
浆米，就是让米喝饱水。母亲说，泡了
四十斤米，趁还干得动，淘米就多淘些，
给你大哥和老妹捎去，他们都爱吃。

在老家，淘米就是蒸豆包的意思。
还没进冬月，天气刚冷的时候，婶子大
娘们见面打招呼就会问，淘米了吗，意
思就是包豆包了吗。

豆包，是东北的特色吃食，又叫黏

豆包。用黄米面或者江米面包了豆馅
做成，口感黏糯，豆馅加糖，咬上一口，
外黏内甜，实在是美味。东北人对豆包
的喜爱，不比杀年猪少一分。

因南北方地域的差异，饮食习惯自
然也就不同。南方温热多雨，气候湿
润，要多吃辣椒排湿。北方气候干燥，
冬天极冷，要吃高热量的食物御寒。早
些年，人们生活水平低，一年到头才能
杀口猪过年。没有多的鱼肉可吃，这个
时候黏豆包就成了好东西，它热量高，
不易消化，顶饿，是过冬的好口粮。

豆包不但顶饿，还省事，这是它受
欢迎的第二个原因。北方冬天漫长，秋
收后到下一年开春，足足小半年。“猫
冬”的日子天气贼冷，又是天短夜长，人
们习惯吃两顿饭。蒸好的豆包冻在仓
房里，拿回来用大锅一热就能吃。在没
有电饭锅的年代，热豆包比做别的饭都
省事。

泡好的米控好水，磨成面，然后就
是发面了，这步最关键，面发得好不好
直接决定豆包好不好吃。发面是个力

气活，发黄米面不像发苞米面或者白
面，一定要少搁水，和得硬些才好，这样
包出来的豆包劲道。要是水搁多了，蒸
出来的豆包不成型，吃着口感也不好。
发面很累人。面和好了得看着，盆里的
面开始往起鼓了就得揣下去，双手握拳
往下怼，这样把一盆面倒一回，就是男
人也累得直喘粗气。

母亲的身体已经干不动发面的活，
她负责指挥淘米和烀豆馅，攥豆馅。母
亲兴致很高，她一边忙活，一边絮絮叨
叨地说起那些年包豆包的事，指挥我们
干这干那。母亲说，那些年白面少，豆
包一直吃到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一晚上
接着吃豆包。她小时候冻豆包都不能
随便啃，口粮不够啊，一点也不敢糟践。

那些年，在老家包豆包，邻居婶子
和二姑都来帮忙，大伙围坐在热炕上，
一边包豆包一边唠家常。她们动作麻
利，揪一块面，按扁，放上豆馅，包好后
再团几下，眨眼工夫一个圆圆的豆包就
包好了，一点不耽误唠嗑。我们孩子也
能包，就是慢，弄不好包不紧，干团也不

圆溜，哧地一声，皮破了，豆包像泄了气
的皮球没了豆包样。攥紧点继续团，豆
馅和面皮却像一对冤家，谁也不想服贴
谁，豆馅漏出来，成了花豆包。这时候，
大人会说，不会包贴叶子去吧。妹妹总
是那个被派去贴叶子的，她撅着嘴，一
边嘟囔着想包豆包，一边给豆包贴叶
子，引得我们都笑了。

给豆包贴叶子就是给豆包加个底
座，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谁都不愿
干。苞米叶子洗净泡软，裁成长条形，
像贴商标一样，一个豆包贴一个，豆包
就坐上了小垫子，这样省得粘蒸屉。这
是豆包进锅前的最后一步。

灶膛里火光熊熊，水蒸气争抢着从
笼屉的空隙里往上蹿。开始装锅了，把
豆包摆成圈，大圈套小圈。锅中热气腾
腾，迷蒙的水气下，豆包就像是水中的
圆晕，一圈圈荡漾着。

豆包出锅了，泛着油亮亮的光，像
散着香味的大珠子，馋得我们围着锅台
直流口水，嚷着吵着，让母亲快点给夹
上一碗。

黏黏糯糯的豆包吃到肚里，干起
活来更有劲了。炕热得坐不住了，就
蹲着，手不停，嘴也不停，说笑声随着
热气挤出门缝，夹着豆包的香味，满院
子飘着。

母亲还在絮叨蒸豆包的零零碎碎。
我在母亲的絮叨声里又重温了一

遍那些甜蜜的过往，那过往就像豆包一
样又甜又糯。

记 忆 中 的 年 味
◇苏志辉

心 香 一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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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中国年
◇杜波

年 年 豆 包 圆
◇乔巨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