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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谏伴 我们的作家
该成为段子手吗

星期五
2022年1月 28日

辛丑年十二月廿六

为响应“非必要不外出”“就地过年”
号召，进一步浓厚新春佳节喜庆祥和氛
围，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给广大市民
增添休闲娱乐的新体验，足不出户也能享
受真人比赛新乐趣，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镇江市总工会联合举办首届手机掼蛋大
奖赛。

记者从举办方了解到，比赛时间为 2
月 2日-2月 8日。其中手机掼蛋比赛时
间为2月2日-2月6日，参赛单位（种子选
手）参赛时段为每天10：00-18:00；市民自
由参赛时段为每天 18：00-22：00。初赛
将在“天天爱掼蛋”微信程序平台举行，决
赛和单位对抗赛会根据具体情况，在线下

举办专场，地点另行通知。
据介绍，本次首届手机掼蛋大

奖赛的奖品也是很丰厚的，战队
将颁发证书，以参与单位为基数，
奖项包括：冠、亚、季军，最佳赛
风奖、合作友谊奖、敢斗奖等等。

同时，镇江报业传媒集团联
合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还举办
了“屏屏传祝福，新春云拜年”活

动（第二季）暨如虎添翼“镇”精彩
短视频大赛，有奖征集参赛短视频。

据了解，您的视频只要和过年有关，可
以是在镜头前说祝福语向亲友拜年，可以
在家中，可以在宿舍，可以在景区，可以在
街头，也可以在车间工地。视频越生活越
好，越平民越好，越喜乐越好，越感人越
好，越有创意越好，只要能够体现虎年

“镇”精彩，就有可能获得大奖。
“这个新年在镇江，要享受自然风光，

也要热热闹闹过个中国年。”随着虎年
春节的临近，为了让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更有年味，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
镇江文旅景区也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文旅
活动。

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开向记者介绍，今年除夕，金山仍延续
了去年的线上祈福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关
注微信公众号“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和“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线上参与金
山敬香祈福活动。虎年就要虎虎生威，焦
山景区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龙腾虎跃迎新
年”系列活动。此外，景区还准备了非遗
传承、祈福祈愿、福满天下赏灯谜等活动，
让游客随时走进景区，都是满满“年味”。

花事不断的北固山，春节期间自然也
少不了花展。“北固仙子”水仙花展已于1
月 26 日开幕，由专业团队设计和创作，
200多组水仙花作品，非常值得一赏。“福
寿南山”2022年南山春节游园会系列活
动，将推出“醉美南山”摄影展、寿星“送”
福等活动。同时，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市文广旅系统各级场馆围绕
虎年春节主题，推出了多项迎新活动，不
仅有“虎头虎脑——萌萌虎头帽制作”、

“巧手剪春 纳福新年”活动、“瑞兽临
门——瑞兽背包 DIY”、趣猜灯谜等互
动节目，还有“虎虎生福——壬寅虎生肖
文化展”等“欢欢喜喜过大年”系列活动。

依托“文化在线”公共文化供给平台，
整合全市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春节期间，
还有“过个充实年——虎年‘说’虎”、全民
艺术普及“云讲堂”、《镇图贺新春·春联对
对碰》、“线上有奖知识竞猜——吕凤子先
生的艺术人生”等一系列线上活动，方便
群众足不出户享受文化生活。为促进文
化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市文广旅系统还首
次推出“留镇过大年 感受镇文化”打卡活
动，通过参观指定文化场馆，完成打卡任
务，就有机会赢得丰厚奖品。

（摄影 阿布 宫明明 谢勇 笪伟）

留在留在““第二故乡第二故乡””
感受温情年味感受温情年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笪伟笪伟 谢勇谢勇

回家过年，本是每个在外游子一
年的企盼。可是，近日全国出现多点
散发的疫情。佳节渐近，为了减少人
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巩固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多地倡导就地过年。

采访中，不少积极响应政策，留在镇江过年的人表示，“我守护别人的家
乡，别人在我的家乡守护我的亲人。”就地过年，正在成为一场守护与被守护
的双向奔赴。

一时留守，为了长远健康

日前，在新体育馆的学员食堂，
镇江体育运动学校的教练李丹峰正
在确定年夜饭的菜单。响应就地过
年的要求和备战江苏省第二十届运
动会。他和学员们将一直训练到除
夕。“除了丰盛的年夜饭，还给学员们
安排好了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地方，买
了瓜子、花生等零食，还准备了红
包。让不回家的外地学员们一起开
心过年。”

李丹峰是辽宁阜新人，在镇江体
校执教多年。去年，他所带领的武术
队取得了不错成绩：先是在第十四届
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取得一金、两银、
四铜的好成绩，总分成绩获国家教育
局最高赛事团体冠军，创江苏省历史
最佳成绩。随后，在江苏省青少年武
术锦标赛上，夺取七金三铜。

他带领的学员有不少外地的，重
庆、沧州、温州、徐州的都有。“最近几
年，都是和学员一起过的年。去年春
节，三个河北的孩子因为当地疫情不
能回家，我就把他们带回家，一起过
春节……”

“疫情发生前，我每年总是提前
一个星期就坐上回老家的火车。”西
子是一个嫁到镇江的外地人，她告诉
记者，自己的老家在陕西，每年春节，
她都会带着儿子回老家，和娘家人一
起看看兵马俑、参观历史博物馆，逛
逛大唐不夜城、回民街，吃吃喝喝玩
玩说说笑笑，可以说，一年里最放松
的时候，就在春节了。

因为疫情，西子去年春节没回
家，虽然常常和家人视频聊天，但总
是不放心，父母年事已高，像中国许
许多多的父母一样，有什么麻烦总不
愿告诉孩子，怕他们担心。去年年
底，西子和老公商量，本来已经想好
不坐高铁，自己开车回家，结果现实

给了她迎头一击——西安疫情，先是
舅舅家的小区封了，紧跟着弟弟家的
小区封了……西子的侄子从高校放
假回去，是疾控中心的车带回家的，
然后封门 7天。妈妈在家群发话了：
你们都不要回来了，回来我还要再封
一次门。西子无奈地笑着说：“看这
情况，还是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吧。”

西子说，今年的家里，多了年的
气息。“客厅里多了几盆绿意盎然的
花卉，柜子里塞满了年货，还准备买
些红纸，和儿子写春联。看着写完作
业的儿子和老妈视频聊得热闹，我凑
过去，发个大红包，一家人开始飞红
包，好热闹！”

“今年不回去了，就在镇江过
年。”在南山路的九香盛世老酒馆
里 ，赵志军笑着对记者
说。赵志军是成都
人，也是一名退伍
军人，2009 年他
来 到 镇 江 创
业。一直从事
酒 类 定 制 服
务。“镇江这个
城市挺好的，我
来 了 很 多 年 。
已经习惯了这里
的生活，也认识了
很多朋友。”

刚开始的时候定制酒
还不为很多人知晓，但是现在已经有
很多市民、企业因为结婚、生日、庆典
等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选择定制酒。
赵志军介绍说，定制酒的优势首先在
于独特性：婚宴用酒可以把新郎新娘
的名字、照片印上去；孩子的或老人
的生日也可以把姓名和时间写在上
面；体现企业的LOGO、文化等等。

“感觉镇江人很热情，很多认识
的朋友都给了不小帮助，我感觉在
镇江创业挺好的。”为了提高自身的
专业性，赵志军还考到了国家级品
酒师。“除夕有朋友邀请我一起吃年
夜饭。假日期间，准备去景点转转，
感觉留在镇江过年也挺好的。”赵志
军说。

暖心安排，活动不断升级

记者短评

注重家庭和集体的中国人，即将迎来
传统的农历虎年。

全球疫情依旧不容乐观，为了避免春
节假期人员高流动性和易聚集性带来的疫
情扩大的风险，我们再次提倡“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也有“就地过年”的办法，

也能过出一样的精彩。视频大赛，掼蛋大
赛精彩纷呈；市区景点、场馆也有活动……
乐观的我们，有积极的心态，有多方的关
爱，相信一定可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又平
安的春节。

就地过年一样精彩
□ 谢 勇

春节的意义是什么？于吾辈凡俗而言，当然是家
人。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贴春联、做年夜饭，
这些具有仪式感的习俗，只有一家人一起做才有意义。
于是，春节快到了，对家的思念也益发浮上心头。然后，
便看到了几则关于家的硬新闻。

一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生活的多代同堂模式正
逐渐减少。《联合早报》1月15日报道，2020年中国全国共
有家庭户户数49415.7万户，“一代户”总量超过2.4亿户，
占家庭户户数的比重达到49.5%，接近一半；其中，有13个
省份的“一代户”占比超过50%。所谓“一代户”，即同一辈
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包括独居的成年子女、已
婚未育的年轻夫妻、空巢老人等。

更让人意外的数据是，不仅有“一代户”，更有“一人
户”。《光明日报》文章透露，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2020
年，全国共有家庭户 49416 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有
125490007，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于是，感慨——家变小了。
家变小了，是因为有现代化的社会分工对家的功能

解构了。正如《光明日报》所言：本质上说，“一人户”家庭
增多，并不是年轻人多么酷，心态上多么时髦，而是因为
他们“可以这样”。一人户家庭绝不代表离群索居，恰恰
相反，一人户是深深嵌入现代经济网格之内的。吃饭可
以点外卖，打扫卫生可以请钟点工，家庭保险功能被社会
化的保障机制取代。社会分工摊平了家庭的建构成本，
一人户家庭才有可能成立。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图景里，
一人户的生活难度是几何上升的。

家变小了，也不断催生出新经济形态。为“一个人”
找快乐的单身经济正不断兴起。《2021年三季度企业发展
数据报告》显示，单身经济与懒人经济、颜值经济、健康经
济并列，成为四大潮流经济之一，万亿市场崭露头角。《半
月谈》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不仅有一人食火锅、小分量外
卖、100克一袋的大米、200毫升的小瓶红酒、小包装的预
烹饪或半成品食材，400ml的豆浆机、小容量的电饭煲等
小家电也逐渐走俏市场，成为新宠，呈现出强劲增长趋
势。在这场逐渐蔓延开的单身经济浪潮下，“独乐主义”
还造就了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小而强的单身产业，包括
一人租、一人旅行、一人看电影、一人卡拉OK……于是，
有专家指出，单身经济的兴起，折射出我国社会结构和社
会心理正在发生巨大变迁，也预示着消费业态升级和消
费空间拓展的巨大空间。也所以，有媒体分析，中国消费
市场正处于一场“结构性扩容”进程之中。

但一个人的生活，终究不是家；一个人的快乐，也终
究没有牵挂。所以，有文章感怀：“我们的心没落了。早
晨，我们不过是公交上的人流；傍晚，我们仿佛只是一具
疲惫的身躯。”这时候，就益发需要家的温暖；这时候，春
节的意义就益发珍贵了。

不只是因为骨肉情、阖家欢，这种思想已然深入我们
的血脉骨髓，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描绘的最美画面；更因
为，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仅仅是现在时态的民俗生
活，更是以记忆的形式保存了这个民族几乎全部的文化
生活内容。春节和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态形态或符
号，而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情感的、价值的、多种内容的
聚合体。换句话说，春节回家，是回答一个中国人“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是让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复归安宁、
灵魂得以栖息，精神根脉得以续存繁盛。

身处时代之中，我们必须随大潮而动。丰田汽车董
事长丰田章男每年都会写下一幅书法，作为其“年度汉
字”。今年，他写下的第一幅书法作品，正是一个“動”字，

“动”的繁体。丰田章男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没
有标准答案的时代。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我认为非常
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做出决定并行动起来。”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的核心问题，就不可能正确回答“我要去哪里”。如是之
下的“动”，就会淹没在风起潮涌的茫茫大海中，或者脚踩
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或者朝令夕改，多头出击，没有
具体策略，最终将失去核心竞争力。

家是变小了，但那只是数据上的“户”；但家依然在，
它在我们与家人的亲情联系中，它在我们的春节情结中；
家也更大了，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

所以，请珍惜春节吧！

家变小了……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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