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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
们在欢度新年的同时，更
好地了解中国剪纸文化的
魅力，近日，黄田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联合黄田街道中
心幼儿园、永嘉融媒小记
者团特别策划了一场以

“古韵童趣共贺岁，剪纸翻
蛇传佳话”为主题的传统
文化体验节活动。

剪纸作为我国古老的
民间艺术形式，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活动当天，
老师先给小朋友们介绍了
剪纸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
涵。随后，在老师们的耐
心指导下，小朋友们手拿
着彩纸和剪刀，开始动手
剪窗花。小小的纸张在他
们手中经过折叠、翻转，再
用剪刀巧妙剪裁，紧接着一个个充满童趣的窗花就诞生了。

此外，经典翻花技艺也转身一变，以传统蛇造型创新登场。同学们亲自组装的“翻翻蛇”，可以随意在手中横
翻、竖翻，十分灵动。“这是我做的翻花蛇，可有意思了，可以随意变化。”小朋友林彦臻高兴地和周边的朋友分享自
己的手工作品。

新春的脚步已然来临，在这万象更新的时节，黄田中心幼儿园将持续挖掘园内优势，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合作，
巧妙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更多丰富且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记者 陈晓静 小记者 徐扬帆 叶佳琪

情暖“新”苗 筑梦成长
本报讯 近日，瓯

北礁下党群服务中心
携手永嘉嘉蕙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为社区
新居民子女、留守儿
童举办了一场特别的
集体生日派对。

气球、彩旗、彩
带……活动当天，瓯
北礁下党群服务中心
被装扮得温馨十足。
随着音乐响起，在玩
偶和志愿者的簇拥
下，家长代表将生日
蛋糕端入场中。唱响
生日歌、许下心愿、
吹灭蜡烛……孩子们
和爸爸妈妈一同沉浸
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我爸爸是一名外卖员，他平时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今天能跟他一起过生日，我
非常开心。”小朋友徐轩快乐地说。

活动中，大家还玩起默契小游戏——“蒙眼喂香蕉”。只见家长们蒙着眼，拿着香蕉，试图摸索到孩子的方
向。旁边的朋友们也忍不住出声提醒。一时之间，笑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整个空间。来自江苏的马先
生已经在永嘉定居十余年了，在游戏中，他和女儿配合十分默契。“2009年毕业以后，就来到温州永嘉工作并定
居，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今天社区特地为我们孩子举办了生日会, 感觉很温馨。”马先生说道。

据了解，当天共有12组新居民家庭参与活动。接下来，当地还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居民儿童关
爱服务活动，为他们打造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成长环境，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来自“第二故乡”的深情厚谊。

记者 陈晓静 小记者 陈波宇

剪纸翻花贺新年

戏韵春节怀故人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在我的家乡岩坡乡，昆曲曾

一度风靡全乡。“梨园亭下，座无虚席，戏出喝声如春雷”都
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老家人尤喜在春节办戏，奶奶当年是十里八乡远近闻
名的名角儿，《牡丹亭》《皂罗袍》演的都是得心应手。在那
个年代，也就过年时村里才会搭搭戏台，唱唱戏，奶奶就成
了当年众多村民心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一回，奶奶得了
伤寒病。几个老戏迷听闻了风声，当夜煲了一瓦罐乌鸡汤，
用棉布包裹着，连夜送来。总的来说，在那些岁月里奶奶在
乡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自己对戏曲的钟爱也到了痴
迷的地步，以至于因病去世的几个月前还在为春节的节目
背词。

十年前的春节，三岁半的我被母亲抱着去看奶奶唱
戏。奶奶当时已50多岁，脸上已有皱纹，体态也不再轻盈，
但我至今记得奶奶化妆后那亭亭玉立的样子。

“年轻的感觉真好啊！”奶奶默默叹了一声，又精神抖擞
地上了戏台。

“咚！”铜锣一响，台下霎时间一片安静。奶奶轻舞长
袖，踏着小碎步绕遍戏台，忽然一定，长衣垂地，万众瞩目下
钉在戏台中央。韵味十足的戏腔行云流水般唱出：“去时陌
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我
想到如今……”

奶奶皱巴的眼皮上了胭脂，柔情似水般挑人心弦。那
纤纤玉指，如兰花般翘起，只是一指，便戳入我的脑海中，将
我引入戏中……

“好！”台下众人纷纷振奋，几位老戏迷连连鼓掌，眼神
中尽是陶醉与仰慕。台下响起的掌声如春雷般炸响，如今
早已忘却当时有多少人，只记得这如雷鸣般的掌声盖过了
戏鼓声。

“咚锵咚锵咚咚锵！”
又是一年春节，可早已是物是人非。曾经上台唱戏的

奶奶已“翩然”离去，曾经的老戏迷也垂垂老矣。
台上，年轻的戏人脸上微露青涩的笑容，兰花捻于折

扇，浓妆淡抹，扇面轻拨，拨乱了我的心弦，恍惚间，我看见
奶奶的身影与年轻戏人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一道略显沧桑
的戏腔与年轻的戏腔相结合，在这年春节合音成了别样的
戏韵：“英台也非女儿身，因何耳上有环痕？”

一代又一代戏人，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融于粉墨，挑眉
细腻，每一场精美戏的背后，聚着他们所奉献的青春与汗
水。戏子一生寄于戏曲，戏幕落，浓妆淡，终究却是无人知。

戏幕起，戏幕落，谁是客？春节，我在戏曲深处，体验着
这独特的戏韵……

瓯北五中八（5）班 李泽仁
指导老师 葛晓燕

捡“小刺猬”
那地上带刺的小家伙是什么呢？莫非是小刺猬？我走

近一看，原来是板栗壳啊！而我和妈妈此行的目的正是捡
“小刺猬”——板栗。

我迫不及待捡起来，一看，里面的板栗已经烂了。这
时，我的耳边传来了妈妈的声音：“别灰心丧气，赶快带上小
桶去前面捡板栗。”

“好嘞”。我一边应着，一边赶忙拿起工具，满怀期待踏
入树林里。我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边在草丛中进行地毯
式搜索。可是找来找去，一个果实的影子都没有找着。这
时，我有些着急了，心想，这小板栗真能藏，跟我玩捉迷藏
呢。真是气死我了。哼，看我今天不把你们一个个找出
来！于是，我加快了脚步。

哎哟，不好，我好像中招了。我低头一看，果然，一只
“小刺猬”已经被我踩扁了，但它的刺却像钉子似的深深插
进了我的鞋底。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啊。”我小心翼翼地拔掉“小刺猬”，边跑边跳，冲到妈妈面
前，舞动着手里的板栗，欣喜若狂地喊道：“妈妈，你看你
看！”妈妈见状，眼里满是惊喜，道：“哈哈，我们的大硕硕一
出场，就有大收获，继续努力。”

“好嘞。”我斗志昂扬，继续搜寻板栗。一会儿，手里已
经攒有一大捧了。但这种速度太慢了，妈妈提议用竹竿。
我一听，拍了一下脑门，怎么没想到呢？

随后，我们拿了一根大竹竿，准备大干一场。妈妈在板
栗枝干上敲呀，拍呀……树叶发出簌簌的声音，板栗像一颗
颗小星星似的撒落下来，东藏一块，西躲一处，调皮极了。
幸好我躲开了，不然，牛顿定律就被我发现了。不一会儿功
夫，我们捡了满满一小桶。

此时，黄昏已浓，我们提着满满一桶的板栗，走出那片
树林。而我满脑子都是妈妈糖炒板栗的诱人模样。哎呀不
好，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实验小学三（1）班 刘谨硕
指导老师 郑乐乐

来自2035年的一封信
10年前的我：

你好！
收到信到你也许很惊奇，很兴奋。在这个崭新的时代

中，有着令人骄傲的成绩：小城镇、小村庄、山乡村野都焕发
着生机，犹如春风掠过平原，冒出了不可收拾的野草。

光阴说长则长，说短也短，荏苒的时间是涓涓清水，且用
且珍惜。我要语重心长地对“你”说：“请在有限的少年时光
中奋斗，在学业的赛道中奔驰，遇到挫折请勇往直前，不负父
母的期盼。”

是的，“你”还是个少年，“你”务必担起学习的重任：也许
成果不大，但贵在坚持，愿“你”挑笔战胜学业，每日养成预习
复习好习惯，在韶华之年大展宏图。如果做不到，也没事，至
少揣着梦想与希望，在无尽的黑暗里继续探路；在引导下蹒
跚学步，平凡不代表坏，普通不代表差，做好明天的自己，沐
浴着太阳光不断前行，尽管结果未知，但收获一定是丰富
的。赶紧吧，时间在滴答流逝，快拿起笔，干好少年的责任，
在芳春中努力吸吮甘露与阳光，扎下最牢固的根吧！

“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学业是筑梦的动力，那么梦想才
是你扬帆起航的起点与终点。寻梦，寻梦——层层叠叠的困
难似海水般涌现，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含着泪也咬着
牙前行。这是无法避免的，没有暴风雨就没有昔日的阳光。
而“你”就是梦想的锻铸者，若想造出闪耀的宝剑，你应该不
畏沸腾的热铁和飞溅的铁花，他们不是拦路虎，“你”应该重
拾决心，用毅力去等候。“你”还记得当年苏炳添是怎么样执
着吗？冠军的背后，无疑是每天反复无趣的魔鬼训练，“你”
要信任自己，即使到达极点也要不断突破。愿正在追梦的你
能在风雨中仍然保持微笑；在困境中仍然非常乐观，终有一
日，你稚嫩的羽翅会练硬，飞向蓝天，搏击风云，比翼翱翔。
趁着在最有希望的光阴中，大声呐喊出心中最期盼的梦想，
然后尽力追逐他吧！

百善孝为先，追梦的同时也要留意父母，毕竟，在失败
时，他（她）会安慰“你”，在成功时，他（她）会鼓励并夸赞

“你”，无论在何时何地，心中也满怀对父母无限的感激吧！
他们是伟大的，是最爱“你”的：遇到强风时，也有一点为你遮
风的结实大伞；寒雨秋夜时，也有一碗热气的鸡汤润着受伤
的心灵。现在，快去看看父母，给他们一个最深情的怀抱吧！

同时我还要提醒你，请戒骄戒躁，认真对待每一次比赛
与工作，谦虚对待每次成绩与收获，请相信自己能实现梦想，
为更好的明天，更好的未来负责。

2035年见！
祝

学业有成，茁壮成长，满怀希望
未来的你

2035年1月19日

实验小学五（6）班 叶凯泽
指导老师 郑伟

第一次睡上下铺床
盼望着,盼望着，寒假终于到了。为了奖励我获得"校园

之星"称号,妈妈带我去湖州龙之梦乐园玩。妈妈订了一间
主题亲子房,房间有一张上下铺的儿童床,那可是我期待了
一学期的。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们一家自驾出发了。一路上,
我一边吃着零食一边想象着上下铺床的样子。此刻,我真想
给爸爸的车装上一对翅膀,立马飞到目的地。这时,我看向
窗外,街上满是浙E的车,“太好了,我们终于到湖州了!”我
拍手欢呼起来。

一下车,我拉着行李箱开心得直蹦。拿上房卡我一路狂
奔向房间。在刷房卡时，我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吱呀”一
声门开了，我撞开爸爸，第一个冲进房间。房间真的有一张
上下铺床。

上铺床头有三个圆圆的小孔,透过小孔,我可以偷瞄下
铺的情况。床尾有一条略倾斜的楼梯直通地板,第一次爬下
楼梯时还有点手脚不协调呢。下铺有一张深灰色的网，保护
我不掉下床。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爬上床睡觉了。

终于到了晚上，这次没有妈妈催促,我快速洗漱好爬上
床,叠好衣服放在床头,又拿了个心爱的娃娃放在枕头边，给
它盖上我的衣服。准备好一切后我就跟爸妈说过晚安,便关
上了床头的灯，美美地睡着了……

也许是太兴奋了,夜里我醒来了一次,这次我没有跟以
往一样喊妈妈,借着月光,我又一次模糊地看了看我的上下
铺床,又一次进入了梦乡。

梦里,一定会出现我的上下铺床吧......
城西小学二（8）班 潘语熹

指导老师 汪玲玲

板凳龙
春节期间，永嘉从初五便开始舞龙，一直持续到十五十六。但大抵是之前

疫情的缘故，已经有几年没有置办了，以至于“板凳龙”一词甚至对我有些陌生。
听着妈妈说小时候在外婆家，外婆早早便买来稻草，远远地听见“龙”行的

声音，便将屋中灯全都关了去，跑下楼看“龙”来的方向，点点荧光便能引沸人的
思绪，仿佛身处激流之中。妈妈说外婆关照她们必须关灯以表示对龙灯的敬
重，而龙灯正经过门前时，应点燃门前堆在路边的稻草堆，跳动的火光预示着新
一年的“红红火火”。还有人家接过龙灯，进房被认为有祈福消灾的意义，又有
唱戏的聚在楼下，说着吉祥的话。但这一切只是听妈妈说，而我早已忘得一干
二净了，只觉自己是个旁听者，不在那场景中。

今年是疫情后的第一次舞龙灯，所以依妈妈的话说今年的龙灯会特别热
闹，她也特别期待。

舞龙灯的第一声炮在初五夜晚响了。但到了晚上大概十点，妈妈才从朋友
圈以及视频号中发现永嘉舞了板凳龙。“灯火阑珊处，龙腾盛世来。”那是传统与
光影的交织，锣鼓与人声的混杂，一节节板凳构成龙身，两只板凳间有一位师傅
举着木柄，每一只板凳两端都刻有雕花，或者该说是立体的人物，在板凳中的灯
笼的映照下，显出淡淡的或红或绿的漆。灯笼是普通的形状，呈长方形，柔合而
明亮的光透过布或者也许是纸糊的，愈加温润、橙暖，为寒夜带来暖流。在远景
中，师傅们围成一个圈，向前绕着，不紧不徐。龙头与龙尾是各自形状的大纸
灯，看其外形，应是由竹篾大体扎成框架，骨架制作完成后再用纸糊于外层，最
后将龙鳞、龙纹及其他装饰贴在龙体上。视频很短，只得反复观看，在昏暗的夜
中那灵动明丽的龙却顿时印在我心中。热闹的场景使我们一家极想去亲自看
看。

在初六那日，驱车到了临近中塘的一个宽广的十字路口，我们与板凳龙不
期而遇。一家子都很兴奋，等了红灯片刻后，我们便开进小道中了，幸好开得是
小车。

追了一小段距离，我们便下了车准备步行追上。可刚下了车，却又发现队
伍行得有些远了，或许是进了深巷，几点荧火已不见踪影，由于还抱着着弟弟，
所以又重新上了车。行了一段路，发现我们车前也有两辆车追寻着龙灯的队
伍，暗添了些安心的意味。

巷中小道自不比外面的大道，比较窄，且那地段都是一家一座小房子，所以
不高，没有什么街灯，也不至于有黑压压之感，到了后面，两车陆续走了，但我们
跟随队伍的兴致不减。虽然只是举着龙灯前行，我们坐在车中甚至没有凑近看
龙灯的细节，只看见在夜中朦胧的外形便觉幸福不已了。很快就到了头，什么
节目也没有，人们只是放下龙灯。我们仍坐在车中，与队伍还有一定距离，透过
窗户向那里看，直到再无一丝烛光，爸爸便说不会再有什么节目了。

确实在小巷中走得比较深，所幸没有很多岔路口，顺利回到了大路，又往大
路向中塘深处行去了，却发现两屋搭起的棚子，以及几堆灰烬。方才知是我们
追错队了，大抵外路也有一场更热闹的，说后悔的心不可能是没有的，但看着夜
色织入远处的街道，一片朦胧的薄暗。回望楼下的人们在自家灯光下清扫着灰
烬，淡淡的稻草灰清香弥散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十六日的晚上，终于有龙灯经过我家楼下了，但我却又没那时那么浓的兴
味了，一是还要包书皮，二是爸爸觉得就这样开着灯下去对“龙”不尊重，总之便
不了了之，甚至没有听清楼下是否有什么声响，心中仍对初六那日的寻觅怀念
不已。

真的，我实在再没有见过那夜似的板凳龙。
实验中学九(1)班 郑煜凡 指导老师 徐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