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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天津市， 小时候的我是
在海河边长大的 。 到了上学的年纪 ，
我回到了在北京工作的父母身边 。 上
学时 ， 我还年年回乡探亲 ， 看望年
迈的奶奶和拉扯我长大的姑姑们 。
结 婚 之 后 ， 要 顾 及 来 京 过 年 的 公
婆 ， 要考虑因工作原因过年需要坚
守工作岗位的爱人 ， 我回乡越来越
难 。 随着年龄增长 ， 年过九旬的奶
奶越来越想念子女 ， 盼着全家老小
团 聚 。 于 是 今 年 我 与 父 母 回 乡过
年， 看望老人、 亲属。

一进家门， 叔叔婶婶、 姑姑姑父
们都已经在家等我们了， 奶奶换上了
新衣， 看我们一家拖着大包小袋进了
门， 乐得脸上的褶子都展开了， 过来
拉起我的手说就差我们一家了。 “今
年过年本来想在外面吃年夜饭， 没想
到订不上。” 叔叔说。 以前， 在家吃年
夜饭是一种习惯。 我记得姑姑和婶婶
为了做上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大年三
十当天从早上就要开始忙活———炸丸
子、 炖排骨、 收拾海鲜， 准备饺子里
的三鲜馅……今年端上桌的饭菜依然
丰富， 姑姑们说现在做年夜饭省事多

了， “超市里有各种半成品， 家里人
也都怕我们做媳妇的辛苦。” 婶婶说。
叔叔说， 以前做饭的婶婶和姑姑们都
在厨灶间忙活 ， 做饭的吃不上热菜 。
“我们老一辈的旧黄历你们年轻人都不
讲究， 现在家里男女都分担家务。 做
饭的姐妹和我媳妇尤其辛苦， 我也想
着今年让大家都轻松轻松。 没想到这
年夜饭还挺难订 ， 家家都想外头吃
饭。” 婶婶听见笑着说， “我做了三十
多年， 不在乎活儿， 只要家里人想着
我就行。” 吃年夜饭也有了新习俗， 就
是饭前必须拍照。 不仅仅是我们这些
小 辈 ， 连 长 辈 们 都 是 微 信 晒 图 高
手 。 晒图最有底气的就是掌勺的婶
婶和姑姑们 ， “这道油焖大虾用了
新做法 ， 色香味俱全 ！ ” 婶婶的朋
友圈立马得到了三十多个赞 。 虽然
风俗随着时代在变化， 然而家人的感
情更浓了。

大年初一， 两位妹妹就拉着我和
五岁的女儿出门， “咱家过年不都在
家里呆着吗？ 我记着连文化街都是家
家商铺关门休业， 你拉着我去哪儿？”
我不解地问。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 ，
现 在 ， 天 津 过 年 的 时 候 可 热 闹 得
很 。 古 文 化 街 人 多 的 连 路 都 走 不
动 。 咱们带着娃先去看电影 ， 然后
去逛一逛街。”

没想到以前一到过年就家家闭市
的天津街道， 如今热闹非凡。 古文化

街上， “梨膏”、 “糖人” 和天津茶汤
等传统小吃布满道边， 五岁的女儿举
着糖人 ， 头戴着 “美猴王 ” 的头冠 ，
小脸儿上透着得意的表情。 下午， 我
们姐妹仨带着三个四五岁的孩子看了
新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 电影院场场
爆满。 晚上， 一家人在海河边上散步。
海河两岸都修建了观景的步行街， 尤
其是夜景， 流光溢彩。 还有意式风情
街上的小洋楼 、 霓虹灯 ， 风情万种 。
“我真没想到过年除了看电视、 打牌，
还有这么多内容。” 我不禁感慨。

初三， 妹夫开车带着一家人到滨
海新区的大型游乐园游玩。 园区内许
多4D的游艺项目不仅吸引了孩子们，
连大人们都开心不已。 初四， 我带着
孩子登上了孩子嘴里的 “大缆车 ”
——— 天津之眼。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居然还能
吃到正宗的 “天津煎饼果子”， 我站在
煎饼摊前与摊煎饼的大叔聊天， “这
大过年的， 您没回家还做生意， 真意
外。” 大叔乐呵呵地说： “早几年确实
年年过年在家猫着。 不过这两年， 过
年的生意越来越好。 来天津的游客越
来越多， 天津人也有钱消费。 我觉得
做生意挺好。 有钱赚， 让我们生意人
有更多的干劲。”

这一趟回乡， 觉得家乡更美了，
游客更多了， 浓浓的年味没有变， 但
大家过年的方式却在悄然更新中。

干净整洁的街道、 栩栩如生的壁
画 、 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化活动广场
……今年回乡过年， 记者最大的感触
是村容村貌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走在村头大街上 ， 一眼望过去 ，
是整齐划一的一片洁白， 以前村里人
盖房子 ， 外墙采用各种装饰的都有 ，
一眼望过去 ， 凌乱没有章法 ， 如今 ，
所有房子的外墙全被刷上统一的白色，
走在街头， 都能感受到一种清爽、 一
份心旷神怡。

“闺女 ， 你赶紧过来健会儿身 ！”
看到我过来， 母亲笑着召唤我， 原来
她正在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活动筋骨。

在记者的印象中， 村头这片有200
多平米的休闲小广场， 以前曾是垃圾
场， 每次路过， 都臭气冲天。 一到下
雨天， 垃圾场里的污水流得满大街都
是， 路过的行人， 稍有不慎， 就会被
溅一身脏水。 如今被建成休闲活动广
场， 还放置了一些体育器材， 让记者
感慨不已。

通过走访村民， 记者了解到， 在
整治村容村貌上， 逆河头村委会下了
不少功夫。 在村委会书记李淑田的指

挥下， 历时几个月时间， 动用大小机
械 6 部 ， 拆 除 村 里 的 残 垣 断 壁 ，
打 通 了 断 头 路 ， 硬 化 了 窄小路 ；
清理了三百多车的各类垃圾 ， 逆河
头的道路变宽了 ， 也变干净了 。 而
原先村里 12个臭气冲天的露天垃圾
池 ， 经过合理布局 ， 也全部升级改
造为 8个地下隐形垃圾池 ， 由环卫
公司定期清理垃圾 。 此外 ， 改造的
垃圾场被建成了村民健身活动的休
闲广场 。

据记者了解， 目前逆河头村已兴
建了4处休闲广场和免费停车场， 小的
有几百平米， 大的有上千平米， 既解
决了村民停车难的问题， 又让村民多
了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对村里的环境治理工作， 李淑田
总结为一句话： “两不两改， 一二一
四”。 “两不” 是 “不留死角， 不惜资
金”； “两改” 就是 “改造残墙断壁，
改善村容村貌”； “一二一四” 分别是
“兴建一条文化街、 两处小景观、 一个
小广场和四处集体停车场”。

“让村里街道干净， 绿化丰茂， 道
路畅通， 环境优美是我们村委会党员

干部最大的心愿。” 李淑田感慨地说。
“逆河头村委会这几年为村里百姓

干了不少好事， 村里还开设了文化大
讲堂呢。” 父亲笑着对记者说。

随着父亲的指引， 记者来到了位
于村中位置的文化广场， 这里以前荒
草丛生， 经过扩建后， 广场开阔了许
多， 后面还兴建了一排房子， 用作文
化讲堂的教室。

“这几年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村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好了起来， 如何
引领和提升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成
了我们关注的重点， 于是我们开办了
村文化大讲堂， 讲授书法、 绘画、 戏
曲、 国学等传统文化， 受到了村民的
热烈欢迎。” 李淑田介绍。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 村里的文
化大讲堂每周六开班， 每次两个小时，
村委会专门邀请老师来讲解书法、 绘
画、 戏曲、 法律以及传统文化， 面向
村民免费授课。 能容纳50多人的教室
每次都人员爆满， 还有很多站在教室
后面听课的， 到目前为止， 村里的文
化大讲堂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深受村
民欢迎。

“来听课的， 以青少年为主， 年前
的最后一期开办在腊月二十六， 如今，
一过元宵节， 文化大讲堂就又开班了，
这次我们准备讲解中国的戏曲知识 。
如何聚民心、 扬正气， ‘文化兴村’，
是我们工作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李淑
田笑着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年味更浓 过年的方式更新
天津：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建休闲广场开设文化大讲堂
河南林州逆河头村：

天津古文化街的春节节日景象

村民在文化广场休闲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