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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洋溢着欢声笑语的节日，也是我
最期待的时刻。

春节的年味体现在一副副红彤彤的春联

上。 春节前几天，爸爸拿出笔墨纸砚，开始书
写春联。他全神贯注地在红纸上写下“福”字，
那笔画刚劲有力， 仿佛将满满的福气都凝聚
在了字里行间。爸爸把“福”字倒贴在大门上，
寓意“福到了”。 那红彤彤的春联在阳光下格
外耀眼，仿佛在热情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年味藏在一顿丰盛的年夜饭里。除夕夜，
妈妈准备了一桌美味佳肴， 有热气腾腾的饺
子，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烧鱼。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 品尝着可口的饭菜， 聊着过去一年的趣
事，欢声笑语不断。

年味更体现在一场场精彩的民俗表演

中。正月十五，我们家乡会举办盛大的灯会和
文艺表演。 那天晚上， 大街上挂满了五彩花
灯，有莲花灯，还有各式各样的动物灯，美不
胜收。我最喜欢看舞龙舞狮表演，长龙在舞龙
者的手中上下翻飞，舞狮表演同样精彩，狮子
一会儿摇头摆尾，一会儿翻滚跳跃，逗得观众
捧腹大笑。

年味，是家乡的美食、是热闹的集会、是
精彩的民俗表演，更是团圆时刻的幸福滋味。
这个春节， 我在家乡周口深切地感受到了浓
浓的年味。 （辅导老师：郑秋娟）

我最期待的时刻
小记者：李奕静

周口市莲花路第二小学四（1）班

我家的年味
小记者：孙姝钰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扶沟路小学五（1）班

盼望着，盼望着，年味越来越浓，年的脚步终于
临近了。离过年还有几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忙
碌起来了，我和弟弟更是满怀期待。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 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市场上
置办年货。市场上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叫卖声此起彼
伏。 商贩们把市场围得水泄不通，来来往往、熙熙攘
攘的人群似乎要把我淹没。我们转了一大圈，年货终
于置办得差不多了。 回到家， 妈妈对我说：“快过年
了，今天我们家来个大扫除吧。 我扫地拖地，你跟弟
弟负责擦窗户和桌子，好吗？ ”我点头同意了。

简单的分工之后，我们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不一会儿，窗户、桌子就被我们擦得特别亮。 我们又
在窗户上贴了红彤彤的窗花， 还在墙上挂了中国结
和灯笼，特别好看。 到了下午，爸爸找来梯子、胶水、

刷子，我们准备贴春联。 我先把胶水刷到春联上，然
后在爸爸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认真地贴
了起来。 春联终于贴好了，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除夕夜，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
看着春晚，很开心。 大年初一，我和弟弟早早地穿上
漂亮的新衣服，去给爷爷奶奶拜年。 “爷爷奶奶，给你
们拜年了！ 祝你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口常开！ ”
我和弟弟异口同声地说道，并给他们磕了三个头。爷
爷奶奶高兴得点了点头，赶忙把我们拉起来，还给我
们发了压岁钱。

这就是我家的年味。我喜欢这样的年味，因为它
是幸福、温暖、快乐的味道。

（辅导老师：王瑞华）

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小记者：徐臖癑 周口市六一路小学三（1）班

每年春节来临之际，我总会想起家乡那浓浓的
年味。 尽管现在的城市生活多姿多彩，但我总觉得
少了些味道。 今年春节，我回到了久违的老家———
西华县的一个村子，再次沉浸在那熟悉而温馨的年
味之中。

一踏入家门，映入眼帘的就是奶奶忙碌的身影。
奶奶正在精心准备年夜饭， 吃年夜饭可是我们家乡
过年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她熟练地切菜、炖肉，
还不时地品尝一下味道， 以确保每一道菜都色香味
俱佳。 我看着奶奶忙碌的样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就是家的味道啊！

除了美食， 春节还有一项重要的习俗———贴春

联。爸爸和爷爷一起将红彤彤的春联贴在门上，寓意
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丰盛的年夜
饭，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 欢声笑语中，大家谈论着
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 也畅谈着对新一年的美好憧
憬。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家乡的年味，它是那
么亲切、那么温馨，让人沉醉其中。

大年初一，村里的人们都早早起了床，穿上崭新
的衣服，互相拜年问好。

孩子们最期待的莫过于收到长辈的红包了，那
不仅仅是一份物质上的馈赠， 更是长辈对晚辈深深
的祝福与殷切的期望。

家乡的年味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情感、
一份记忆。它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
也让我更加珍惜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辅导老师：辛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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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徐钧泽
周口市六一路小学一（7）班

辅导老师：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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