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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七九年春节
♦高泰东

年就像一位慈祥的时光老
人，总是准时在那儿等着你。

1977 年冬，经二哥劝导，
我从挑公路的工地走向考场，
参加推迟11年半的高考。后
来，以为要种一辈子田的我考
上了大学。

1979年1月放寒假，我带
着凭票供应的半斤油回老
家。车子在凹凸不平的公路
上爬行，我冻得脚成了一双冰
坨。车停六合吃中饭，没几个
人去餐房，大多蜷缩在旁边的
屋檐下，那时钱少，花一分钱
都不舍得。

车子终于爬到县城，我像
瘸子一样下车，赶到下坝乘轮
船去了溱潼。穿过古镇的街
巷，跨上北大河的渡船，捺棹
的渡船在风浪中颠簸，涌来的
浪全是黑色的。上岸后顶着
风一路向北，身上还阳了，走
了六七里，远远地看到水乡深
处熟悉的古老村庄。柴门鸟
雀噪，归客进院子。妻子见到
我有些惊奇，四五岁的儿子向
我走了两三步，畏我复却去。

我把油瓶交给妻，她说：“这下
过年油多了。”

天一下子黑了，没有电，
整个村庄黑得像一头趴在地
上的老水牛。我回凉了，严寒
像无数根钢针向我身上刺来，
没有办法，只能上铺捂着。

生产队分了两条鲢鱼，七
八寸长，“年年有余”，蛮好。
一天下午，听到供销社卖肉的
消息，我去肉案跟前排队，人
不多，我在队尾。

“高先生到这边来，你哪
有时间排队？”走过的供销社
主任招呼我。“我有时间。”“去
年冬天全公社就3个人考上立
大学。”主任说着，把一块长条
肉穿上草腰子拎到我跟前。
我不能“黄”他，付了钱，排队
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天上飘着雪，我拎着硬梆梆的
冷库肉走在冻得硬梆梆的路
上，心里却暖洋洋的。

当农民时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用时间如同吃疙瘩，粗
粗的，如今上大学，用时就像
吃阳春面，细细的，买手表迫

不及待。再急也没有用，因为
没有钱，只能慢慢攒。我的助
学金是伙食费+零用=（17+3）
元，一年下来，连同困难补助
攒了60多元。本来买个30元
的“钟山”绰绰有余，偏偏我心
高，要“上海”，当然不是全钢
120 元的，而是半钢 80 元的。
说给妻听，她比我还急，说是
家里有小麦好卖。年前半箩
麦子卖了16.5元，凑足80元。
夜长梦多，梦到南京商场锃亮
的“上海”表“滴滴嗒嗒”，仿佛
对我唱着动人的歌谣。

过年了，地白门红，白的
是元宝印，红的是春联和开花
钱；巷道里“恭喜发财”的祝福
声和唱凤凰的敲锣打鼓声不
绝于耳。一句话，旧时的风情
大胆地再现了。偶遇国军抗
日排长高鸿余，他长我一辈，
笑盈盈地，膀子上戴了十年的
白底黑字的袖章不见了。

村里有人说我“陈士美”，
我说服妻一起步行去溱潼，狠
狠心，花4角5分钱照了张2吋
的。黑白照片上“陈士美”与

“秦香莲”的脸都是瘦削的。
回头的路上闻篮中一婴儿啼
哭，不忍离去，若无人认领只
能带回家。许久，一汉子路
过，他麻利地辨了男女，笑着
说：“是小伙，谢谢你们！”喜滋
滋地拎着大篮飞奔而去。

开学了，我一早坐轮船上
县城，步行到车站买票，不要说
当天，第二天的票也没有了，瞬
间我成了一段立着的木头。

回去是不可能的，去旅馆睡
觉要花钱，去同学家太麻烦……

“哪个上南京？我这儿有
一张票。”

“我去！”“我去！”……四
五个人把他围起来，有人还举
着钱，我失望地放下手。

“你们都说说去南京做什
么？”有说急着去办事，有说去
亲戚家，有说出远差……他问
我，我说开学报到，他又说：“对
不起大家，给这个学生，他最
急。”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叫邵鸿
安，时任泰县机关党委书记。

春节今非昔比了，改革开
放带给社会的进步太大太大。

每次在老家贴春联我都
会想起三姐第一次写春联的
经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姐
上初一，我上小学四年级。
父亲腊月半跟我们讲：“以前
都是邻居沈叔帮忙写春联，
我家有四个上学的，今年就
由你们写。”

大姐和二姐在外地工作，
写春联的任务落到三姐头
上。其实三姐也是最佳人选，
她作业本上的字工工整整，毛
笔字作业经常得“优”。

接下写春联的任务，三
姐每天写两页纸的毛笔字，
着重练那些可能写到的字，
把“福”“喜”“好”三个字写了
一遍又一遍。

写什么内容呢？我说趁
人家旧春联没撕掉时去抄些
回来。三姐说行，我便去附近
的人家门前抄了不少。三姐

又说：“我们再去看看商店里
挂的春联，只是光看人家的春
联又不买有点心虚。”三姐和
我说好，去店里打酱油时多读
几遍，回家后记到本子上。

左邻右舍都是同学，我
家东边的四小是三姐的同班
同学，他也要写春联。一天
我们从店里默诵着春联回家
时遇见了四小，他正准备去
他哥哥厂抄报纸上的春联，
还说是抄回来给我们看看。

三姐仔细斟酌我从人家
门口抄到的旧春联、从商店
里默念回来的春联、四小从
报纸上抄写的春联，最后决
定大门框上写“春满人间百
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常
安”，横批是“欢度春节”；大
门中间写“红日千秋照，神州
万载春”；厨房门上写“一人
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
香”；父母房门上的是三姐自

己想的：“父母养育子女，子
女孝顺父母”，横批是“全家
幸福”；三姐为我们的房间准
备的春联是：“安心工作事业
有成，认真学习成绩进步”，
横批是“天天向上”。

动手写春联之前，三姐
一本正经地问父母这些内容
行不行，他们说是蛮好的，于
是三姐就根据门框的宽度裁
好红纸，折上格子。头一回
写春联的她有些紧张，第一
副写了三次才成功了。

随后三姐给灶门写了“红
红火火”、米缸写了“米满”，鸡
窝门写了“鸡大蛋多”。她还
在零头红纸上写了“开门见
喜”“恭喜发财”“福”“好”等，
说是能贴的地方都得贴上。

大年三十父亲和我们一
起贴春联，家里家外到处都
有崭新的红纸和祝福的话
语，让人倍感振奋，父亲说来
年的春联还由三姐写。

那年的寒假作业要写题
为《寒假里的一件有意义的
事》的作文，三姐写的就是给
家里写春联，我写的则是帮
家里贴春联。

三姐写春联
♦高巧如

蛇年肖形印（篆刻） 陆明

归乡是心中不灭的灯光，
照亮远方，照亮希望。
漂泊的人如风中的树叶，
我的根还在苏北的土壤。

里下河的水，轻轻荡漾，
它记得我儿时的模样，
那些欢笑、泪水与梦想，
随着流水悠悠地淌。

春节还没有到来
我的心早已飞回故乡，
想念那熟悉的烟火，
想念那一张张亲切的脸庞。

小河边的野鸭扑棱着翅膀
乡间的路灯已为我点亮，
归乡吧，归乡吧，
回归我那老是梦见的水乡。

归乡
♦田平

除夕的眺望
对联贴好了
灯笼挂好了
馒头蒸好了
香肠切好了
饺子端上桌了
缓缓升腾的炊烟
和倚在门框的母亲
一起眺望远方
向家驶来的
是儿子的汽车吗

过年
岁月的长河静静流淌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大红的喜钱换上新装
天空飘荡着年货的香味
祝福的歌声到处飞扬

龙高兴得腾飞起来
狮子欢喜得舞动起来
秧歌队的人像醉汉一样
左摇右摆
文娱队也上了乡村大舞台

老伴的眼睛咪成了一条线
脸上写满微笑的老汉
像顽童一样
和孙子一起
用焰火点燃红红火火的年

诗二首
♦杨爱东

邻居大妈聊新年，
喜上眉梢笑盈盈。
谈起新年新鲜事，
以旧换新最受益。
老手机换“华为”，
老电视换“小米”，
老空调换“格力”，
老钢窗已过时，
换上合金铜纱帘。

医药报销履新政，
储蓄上升一大截。
社区食堂皆厚老，
五谷杂陈合口味。
网上购物真方便，
厂家直销更实惠。

大妈笑，全家甜，
歌社区，赞居委，
急难愁盼都关照，
敬老助老谱新篇。
新时代，过新年。
一年更比一年美，
大妈心里赛蜜甜！

大妈聊新年
♦毛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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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日前，白米镇甸河村特邀返乡优秀企业家、知
名人士参加新春恳谈会，就家乡的特色产业、地理
区位优势、壮大村集体经济、打造特色美丽乡村等
议题深入探讨，为甸河村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应婷婷 孙蓉蓉 杜平 摄

遗失公告
遗失江苏省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证

书，编号：321204111205000472。 声明作废
遗 失 杨 司 丞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T320033529。 声明作废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
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文
化瑰宝之一，承载着千年的
历史与情感，在新时代依然
散发独特魅力。

春 节 是 传 承 文 化 的 纽
带。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仪
式到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
无不体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
化底蕴。同时，春节是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节日，多民
族欢庆农历新年，进一步凝
聚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特征；过年活动中多地域、多
民族文化元素的汇聚、彼此
欣赏和长期共享，是中华文
明包容性的生动注脚；过大
年习俗中“阖家欢乐”“四海
升平”的理念，则是对中华文
明和平性特性的充分展现。

春节是优秀传统文化创

新发展的舞台。随着时代的
发展，春节的庆祝方式也在
不断创新。线上 “红包”活
动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年
俗，各大平台推出的红包雨、
集卡瓜分等玩法增加节日的
趣味，让人们在虚拟空间中
也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如
今，过年的形式更多元化。
拜年形式变化，而情感交流
还在；年夜饭做法有异，团圆
寓意不变。这是流淌在中国
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邂逅
文化、遇见年味、享受节日氛
围也增强了对文化的自信和
认同。

春 节 是 共 享 欢 乐 的 盛
宴。2025 乙巳蛇年迎来第一
个“非遗版”春节。中国的春
节借着“非遗”之风，超越全
球华人圈，成为举世共享的
节日。春节不再仅仅是中国
的节日，而是成为全人类共

同庆祝的时刻。世界上有近
20 个国家将农历新年定为
法定节假日，全球有约五分
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
农历新年。与春节相关的民
俗活动已走进全球近 200 个
国家和地区。各国人民通过
参与新年音乐会、新春巡游、
新年家庭日、新春庙会等活
动，深入体验春节丰富的文
化内涵，增进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与理解。春节文化进
一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
进人心，春节日益成为世界
各国人民共庆、共享的幸福
时 光 。“ 和 羹 之 美 ，在 于 合
异 ”，中 国 春 节 出 国 更“ 出
圈”，正成为递给世界的一张
文化名片。

春节之韵：传承、创新与共享
□徐浩

在央视《舌尖上的
中 国》第 四 季 的 热 播
中，姜堰大炉烧饼以独
特的制作技艺和深厚
的 文 化 底 蕴 ，再 次 点
燃 观 众 的 味 蕾 与 情
感。在这场美食的盛
宴 中 ，有 心 人 不 禁 会
思考：当非遗遇上 AI，
这 场 跨 越 时 空 的“ 炉
火”交锋，又将是如何
一番景象？

一方面，姜堰大炉
烧饼，这道传承两百多
年的传统美食，以独特
的制作工艺和醇厚的
稻麦香，赢得世人的喜
爱。从《梦溪笔谈》中
的记载到如今登上央
视大舞台，大炉烧饼见
证时代的变迁，却始终
保持那份原始的手工
技艺和匠心精神。非
遗传承人快速探身、进
入 近 200 摄 氏 度 的 炉
内，一次贴两张饼，8 分
钟贴满 140 张烧饼，一
炉探身 70 次，每天 15
炉。这样制作的烧饼
一 口 咬 下 去 ，鲜 香 酥
脆，这是机器无法复制
的温度与情感。

另一方面，当 AI 技
术日益渗透我们的生
活，非遗文化是否也能
与 AI 擦出火花？在姜
堰大炉烧饼的制作过
程中，AI 能否模拟出师
傅们的匠心独运，再现

那份独特的稻麦香与
酥脆？这无疑是一场值
得探索的尝试。AI技术
的优势在于精确性和高
效率，能够模拟并优化
复杂的生产流程。非遗
文化的魅力却在于独特
性和不可复制性，那是
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结
晶，是机器永远无法替
代的。因此，当非遗遇
上 AI，我们并不是要寻
求替代，而是寻求融合
与创新。

姜 堰 大 炉 烧 饼 的
制作技艺不仅是一种
烹饪手法，更是一种文
化的传承。在保持传
统技艺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借助 AI 技术，对烧
饼的制作过程进行数
据化分析，优化原料配
比，提高生产效率。同
时，通过 AI 技术，我们
还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并喜爱上这道传统美
食，让非遗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
力。

央视《舌尖上的中
国》让我们看到了非遗
文化的魅力，也让我们
思 考 非 遗 与 AI 的 未
来。在这场跨越时空
的“炉火”交锋中，我们
期待非遗文化能够在
保持独特魅力的同时，
与 AI 技术携手共进、共
创美好未来。

当非遗遇上AI
一场跨越时空的“炉火”交锋

谢志宏

杨琦：风正一帆悬 三水共激荡
本报记者 黄文婧 石玉

在半导体行业的广阔天
地中，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
他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
对行业的深刻洞察，带领企业
在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道
路上不断前行。他就是江苏
正帆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及总经理杨琦。

杨琦，先后被选为区工商
联执委、新一代企业家联合会
理事、现代科技产业园区招商
大使，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厂务
动力系统建设专家，参与编
写、审核多项半导体行业的国
家规范：《特种气体系统工程
技术规范》《硅集成电路芯片
工厂设计规范》《电子工业纯
水系统设计规范》。

家乡是杨琦梦想扬帆的

地方，也是他魂牵梦萦的地
方，在外打拼多年，他一直希
望有机会报答家乡、回馈家
乡。2016 年，正帆科技决定外
迁生产基地，他被家乡的地理
位置、交通优势吸引，更对姜
堰的招商政策、政务举措和办
事效率感到满意，随即双方一
拍即合。就这样，江苏正帆半
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扎根
罗塘街道（高新区）。

企业落户后，杨琦带领团
队积极创新，不断寻求突破。
他一门心思带领团队创新机
制、寻求突破，积极研发生产
半导体设备及其配件、电力电
子元器件等产品，公司当年就
完 成 开 票 销 售 1 亿 元 ，实 现

“开门红”。

在杨琦带领下，江苏正帆
坚持自主创新。目前，公司已
拥有授权专利 80 件，凭借强
大的技术实力，先后获得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专精特
新企业、泰州市首批瞪羚企业
等多项荣誉，还建立了泰州市
超高纯气体及化学品输送设
备工程研究中心、泰州市企业
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客户包
括中芯国际、武汉长存、合肥
长鑫等国内行业龙头企业，产
品市场占有率达25%。

公司的发展不仅为半导
体行业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当
地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7
年来，企业吸纳我区就业人员
300 多名，累计开票收入超 30
亿元，为缓解就业压力、促进
人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对于未来，杨琦充满信心
和期待。2025 年，公司将投资
20亿元左右，在罗塘街道（高新
区）新建厂房，投产后年产值预计
为现在的3倍。他表示：“半导体
产业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
行业，公司将进一步坚持创新发
展战略，完善技术创新机制，致力
创成国内行业标杆企业。”

同时，杨琦表示将继续关
注家乡发展，积极挖掘身边资
源，助力全区招商引资工作，
积极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贡
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