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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春联 文 / 许晨冰

贴春联是年节里最浓的一道年味了。节前最
后一个工作日，我走上街，去给单位挑对联。

街角有个小广场，挂着各种各样的灯笼、窗花、
布艺红辣椒等，还有竖挂着、横铺着的一幅幅对联，
看上去非常喜庆。几个写对联的摊位如割据一方
的诸侯，以纸的样式、字体、压对联的砖头和底布的
差异划分界限。“诸侯”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大显身
手，被人团团围住，人们或排队等自己的春联，或只
为瞻仰那龙飞凤舞的字迹。

“刘主席，我前面还有几个呀？”
“孙教授，你帮我看这个词改个啥适合老人？”
“王大夫，我们这字多，能写得下不？”
是了，在场写春联的大多是退休的大爷，不乏

各行各业的精英，如今半是休闲半是赚钱地支个
摊，享受这市井中最热闹的光景。

我在一众教授、主席里选了一位头发花白的大
爷，刚掏出手机，另一个大爷道：“把你的誊到那个
本子上，手机字太小了，看不清。”

我顿时赧然——我那从小爬着长大的字实在
不好意思见人，但眼下这情况也只能坐下来厚着脸
皮写上去：

车窗似轴屏，摄进满眼诗情画意
公路如玉带，牵来万里绿水青山
写对联的大爷瞥了一眼：“公路站的还是公路

段的？”
我心里直呼厉害，点头答：“公路段的。”

“你等一会，前面还得几个。”大爷说。
我点点头，站在一旁融入了围观人群。以前没

有现场写过春联，现下一观察才知道每个摊位都须
两人以上才支得起来，一人主笔，一人打下手。写
春联的人心无旁骛，打下手那个却包揽了铺纸、倒
墨、接待客人、晾墨等一系列工作。

排队的人不少，但两位大爷不疾不徐，一个低
头认真挥笔，一个手下不停，嘴里更不停地跟人聊
天，从对联的内容扯到天南海北。来写春联的大多
数人都是7字和9字，我却是13字，先前还担心这么
一个纯质数要如何等分，结果还未等我回过神，两
位大爷已经折好纸，放好镇尺。等毛笔吸饱了墨，
大爷一挥手，一个个大字行云流水般浮现，大红的
纸上没有点缀的花纹，也不是耀眼的金色，只是简
简单单的红底黑字，气势非凡。

“玉带这词不错。”写春联的大爷开了口，“现在
这路啊，尤其是山里的，你看那蜿蜒曲折，可不就是

‘玉带’！”
“对呀，年轻的时候谁能想到现在能发展成这

样。”
围观的人群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追忆往昔，我

跟另一个大爷把写好的春联铺好，压上砖头，看着
一张张带着墨迹的春联，思绪也飞回小时候。

那时，腊月二十八村里就开始张罗着贴春联，
小孩子跟着搅浆糊、扶梯子，贴完了还要装模作样
念一念，虽然十之八九都会念错。到了第二天一大
早，定要出门看一看自家的春联是不是完好。村里
风大，那时的纸薄、脆，能维持到初二三已经算皮
实了；等真的破到无力回天时，小孩们会把红纸撕
下，扔掉有字迹的部分，然后沾一点水，弄得满手
红渍，趁小伙伴们不注意时偷袭上脸，给对方涂一
脸胭脂……

“笑啥呢，你的干透了，我给你卷了啊。”
我回过神，笑着跟着大爷一块卷了，他转身去

拿皮筋，我摆摆手：“不用啦，回去就贴！”
“行，这一年一次的生意，只能跟你说，明年再

来了，你们的‘玉带’变‘金带’！”
这回，围观的人一块笑了起来。

（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

时节，总是决绝的更换容颜，像极了川剧中
的变脸。

一个转身，冬，成了景；一厢遥望，春，酿着
年。不管你情不情、愿不愿，有着几载疫情之味
的年，携着道不尽的意念，写不完的心酸，抖了
抖身上的雪花，又想着和人们握手言欢了。

“年”，曾经是个怪兽。这源自悠悠上古的
传说。那时候，寒冬袭来、瑞雪纷飞之际，“年”
就出没捣乱，率性而为，祸害百姓，人人避之不
及。后来，有人发现硫磺、硝石、木炭可以燃爆，就
发明了火药。人们点焰火、放鞭炮，舞龙狮，都是为
了把“年”赶跑，安享生活。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习
俗流传下来，国人就逐渐把“年”，过成了年。

留不住的是岁月，忘不掉的是团圆。虽然
生活不能活色生香，但活着总愿温柔绵长。有
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把一年的时光折叠起
来，划个句号，带回家，收藏在记忆里。远在天
涯也好，近在咫尺也好，父母妻儿、师长兄弟、知
心爱人、亲朋好友，能团圆就是好人生，这一年，
也就圆满了。

不知是谁，最早把年叫春节的。年，作为春

天的节日，据说已有4000多年。每一颗希望种
子的播种总是从春节开始，人们没理由不迎接
这个节日。辛劳了一年的人们，过了小寒、大
寒、冬至，祭了财神爷、灶王爷，又过了腊月二十
三，春节就跚跚而来了。人们清扫洗濯，杀猪宰
羊，置办年货，煎炒烹炸；人们走亲访友，恭贺新
春，七碟八碗，喝酒吃肉；人们舞龙戏狮、踩高
跷、逛庙会、收压岁钱。人影憧憧，世事悠悠，煮
一壶年色的酒，把春熬成琼浆。举手投足中，浓
浓的亲情；觥筹交错间，新桃换旧符。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年，从来
都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日子。在北方，除夕有吃
饺子的习俗。做饺子要和面，饺与交又谐音，都
有相聚之意。南方过年吃年糕，包汤圆，象征生

活甜蜜。一年一度，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爱你
的人和你爱的人，喜欢你的人和你喜欢的人，在
有温度、有故事的年里，欢聚在一起，忆悠悠往
事，拉家长里短，享挚爱亲情，品酸甜生活。新
春的鼓点，也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敲得很响。

物华苒苒缀乾坤，又看桃符列万门。与邪
恶的疫情相伴而行已是第三个年了。尽管人们
已对“羊”有了更多的认知，尽管“羊”已经熬瘦
了许多，可一朝开圈放生，“羊”即四处奔涌，高
烧了亲朋好友，灼疼了黎民百姓，咳坏了耄耋老
者，停顿了学堂书声。它的过往，是离去的萧瑟
凛冽；它的前方，是企盼的雨过天晴。过了年，
惟愿充盈了朝气、蛰伏了能量的春打败疫情，还
世间一个恬美的大地，朗朗的天空。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往事成心事，流
年盼芬芳。鞋穿得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过
去的一年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常想一、二，
不思八、九，过年，过的是一种乡愁，一种团聚，
一种情愫，一种想往。幸福不幸福的，在于你自
己的体会、自己的怀想。

年漾春水，意象丰盈，雪泥鸿爪，日记始新，
燦然子夜，春晚唱响。

除夕之夜，经历了那么多世态炎凉、疫情
磨砺、人心冷暖、情愫抑扬以后，与爱的人坐
在一起，静下心来想一想，新的一年，来日会
不会方长，幸运会不会拜访，心事会不会恬
然，爱情会不会醇香，疫情会不会离去，生活
会不会无恙？问一声诸君，你可说得清，有
得商？

就依依道个别吧！虎墨沉香，陈年已去。
惟企求，沐浴朝霞时，你的前方，万般清澈，有嫣
红的曦光；

就欣欣迎个春吧！兔奔吉祥，玥萦安好。
只企盼，共枕夕阳时，你的身后，百样恬然，有诗
意已徜徉……

“醉”春节
文 / 徐靓婕

虎去兔来，就在大家都忙着迎接兔年的时候，小老虎好像
不怎么高兴似的，在我家乡下起了一场大雪。一时间，大雪纷
飞，道路受阻，影响了很多游子回家团圆的时间。不过大家的
思乡之情可不是一场大雪能阻挡的。这场战役终究是小老虎
败了，大家平安地来到兔年。

在我的家乡渭南，蒸碗可是过年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
的主角。蒸碗，一般都是先将各色菜肴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
待到吃时将其蒸熟即可，往往在团圆饭上出席。蒸碗的样式多
种多样，不同地区蒸碗数量不一样，内容也有区别。吃蒸碗，蒸
蒸日上。蒸碗不仅仅是过年饭桌上一道美味那么简单，它也是
一种习惯，象征团圆，更是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年味。

伴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新年已经走来了。贴春联最有趣。
爷爷以前当过教师，喜欢写毛笔字，一手正楷任谁看了都会拍
手夸好。到大年三十这天，爷爷就非常高兴，早早起来买了红
纸，准备好笔墨金粉。先把红纸裁好尺寸，接下来就是临摹写
春联。春联写好后，怎样贴春联就成了全家的争议。妈妈提议
用双面胶，爸爸提议用透明胶带，而爷爷则提议用老一辈的方
法——浆糊。最后大家拗不过爷爷，用了浆糊来贴。现在，随
着春联的商业化，很多人把写春联变成了买春联，这也导致年
味被冲淡了不少。

年三十的晚上，吃过年夜饭后，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
春节联欢晚会，家家灯火通明，喜气洋洋。伴随着春晚倒计时
钟声的响起，一声清脆的炮响传过耳边。春节就在这一片声音
中悄然而来，紧接着又是陆续的炮响，一朵朵五彩斑斓的烟花
在天空绽放，慢慢与天空融合，最后化为一缕白烟散去。

等眼皮再次睁开已经是大年初一，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
红色。红春联，红灯笼，红衣服，红包，还有一地红色的鞭炮。
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亲朋好友家拜年。我
想起小时候父母带我去拜年的样子，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看电
视，小孩就去商店买零食、做游戏。童年每天都在欢声笑语中
度过，年过了后，我们又在期待下一个春节，乐此不疲。

时间很快，转眼新年快过完了。真舍不得这幅其乐融融的
景象啊。上班、上学的游子又要踏上旅途，一切恢复往常的景
象。但我意犹未尽，过年的氛围使我沉醉。春天让我充满力
量，充满希望。春节灯火已阑珊，明年依旧盼望着。

（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310国道柳枝收费站）

寅去卯来，虎归兔跃。沉浸在春节
的氛围里，人们的心情前所未有地雀
跃，仅仅一个月之前还在犹豫，该不该
回家过年，能不能出门旅游？剧情翻转
太快，来不及想好，我们已随着人流踏
上或回家或旅行的道路。三年积蓄的
行动力在这短短半个月释放，如井喷一
般，人潮人海，春运潮加旅游潮，回家热
加出门热，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流
量的力量见证了中国人“过年”的坚定
决心。这世界变化再快，过年的情感却
始终坚如磐石，即使那些小时候的“年”
已经远去，梦里的故乡再也回不去，记
忆中的美食变了味儿。父母在，家就
在，过年过的是团团圆圆，春节仍然是
最有意义的回归。

在大家讲述农历新年的经历中，全
家福、年馍、春联、灯笼、烟花、春晚、压
岁钱、走亲戚……老几样依然出现在活
色生香的春节里，我们对一些东西怀着
深厚的情感而不愿丢弃，乐此不疲地传
递给下一代。随着时代的推进，春节的
现代元素也加入进来，微信拜年，非现
金压岁红包，短视频直播，电动灯笼，线
上年集，快递年货，贺岁档电影……新
事物挑逗着过节的趣味，发明创造从来
服务于热爱生活的人们。

飞机、高铁、高速路、地铁与手机购
票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八千里路云和
月，回家的距离再也不是障碍。再次感
受日行千里的快速交通，一种久违的现
代感忽然让这个春节惬意起来。交通，
在这个隆重的节日里担纲着绝对的主
角，不是前台的表演，而是幕后艰辛的
服务。都平安回来了，坐在团圆饭桌
上，万家灯火默默点赞着畅行的幸福。

亲戚相聚，老友见面，挥霍时间吃
吃喝喝成了最正当的事儿，辛苦一年，
总得有个摆烂享受的时候。一张一弛，
才是文武之道，古人明白，为我们创造
了这个长长的春节，从初一过到十五，
哪朝哪代谁敢说不过了呢？传统在这
个年节里极具生命力，从来没有凋谢
过，因为它与人性的方向多么协调一
致。当亲威疏离、朋友淡薄、同学无信
的时候，总是这个节日在强调他们的存
在，告诉你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不怎么
重要，不那么棘手，却又不可或缺的关
系，那种非功利的人情总在一杯薄酒中
品出隽永的味道。

虎墨沉香，兔奔吉祥
—— 有关“年”的絮语

文 / 侯军亭

陕交讯 1月27日，副省长叶牛平到省交
通运输厅检查调研春运相关工作。省政府副秘
书长贾锋、吴聪聪，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海鹏、
副厅长吴鹏翔、杨文奇，厅二级巡视员鲁会劳、
赵之胜，厅安全总监等参加调研。

调研中，叶牛平在省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

心连线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中铁西安局集团，
视频调度了曲江、灞桥、三桥等高速公路收费
站，慰问了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叶牛平指出，
春运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

推进综合服务、保通保畅、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等工作，为群众春节平安健康便捷出行提供了
交通运输保障。他强调，当前正值春节假期返
程客流高峰，要进一步做好春运保障工作，统筹
做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运力对接和信息共
享，统筹做好农村客运服务，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做好春运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自2023年1月7日春运启动以来，全省综
合春运累计发送旅客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45.96%。春节假期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创我
省同期历史新高。 （黄金峰）

陕交讯 1月29日，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海鹏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
全省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三个年”活动动员会精
神，研究省厅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精诚
团结、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坚定信心，为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会议要求，要按照全省开展高质量项目推
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三个年”活动的部署，结合厅系统实际，明确责
任、理出重点、强化调度、改进包抓、全力储备、
深化协同，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在全省高质量发展
的大局下来谋划工作方案；要紧扣主题，在精准

承接上来担责；要聚焦问题，在补短强弱上出
招；要务求实效，在推动全省交通高质量发展上
迈出新的步伐。

会议要求，收心定神，调整状态；对标对表，
进入节奏；再接再厉，勇挑重担；改革创新，真抓
实干。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大局观念，进一步

增强创新精神，进一步增强专业能力，进一步增
强担当作风，进一步增强法治素养。

会议还对春节期间全省综合交通运行、保
通保障、安全生产、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宣传
等工作进行总结复盘。

厅领导、厅巡视员、厅总师，厅机关处室负
责人、厅直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安立广）

陕交讯 省公路应急中心提前分析研
判春节期间全省路网运行情况，组织人员
对应急储备仓库装备物资进行全面检查维
护，夯实省级公路应急联动队伍，扎实做好
春节期间应急保障工作。

春节期间，应急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共
设立省交安委、单位、储备仓库三个值班
点，中心领导在岗带班。由相关科室负责
人和业务骨干组成的应急小组，代表省交
通运输厅参加省交安委应急会商调度，积
极对接省公路局、省收费中心路网运行监
控中心，密切关注全省路网运行情况，会同
公安交警、气象、应急等部门，共同做好节
日期间安全保障工作。其它两个值班点与
省交安委值班点建立预警联动机制，随时
准备出动应急装备和应急队伍。1月 25
日，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海鹏到省交安委
指挥中心调度全省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
全，对应急中心值班值守工作予以肯定。
目前，仍值春运关键时刻，省公路应急中心
将按照省厅、省局的安排部署，持续做好各
项应急保障工作。 （雷文华 刘 斌）

陕交讯 春节假期（1月 21日至 27
日），全省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
突发事件。

春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
1183.76万辆，日均169.11万辆，较2022
年增长49.96%，较2021年增长33.54%。
小型客车1150.27万辆，日均164.32万辆，
较 2022 年增长 51.88%，较 2021 年增长

35.29%。连霍、西延、西安绕城、包茂、机
场专用、京昆、福银高速车流量大，出现缓
行现象。

全省普通国省道公路231个监测点断
面日均交通量为4838辆/日，较2022年下
降2.65%，较2021年上升3.02%，较2019
年下降8.94%；16个省界出入口站点断面
日均交通量为4230辆/日，较2022年上升

21.11%，较2021年下降4.11%；监测的21
个旅游线路站点断面日均交通量为3279
辆/日，较2022年下降13.23%，较2021年
下降32.47%。S107周至县尚九路丁字路
口至楼观台段，S104兴平市马嵬驿段，G108
武功县渭河大桥、昭陵和礼泉县袁家村段，
G210铜川市王益区川口段，G242大荔县
许庄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公 通）

叶牛平到省交通运输厅检查调研春运工作

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全省开展“三个年”活动动员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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