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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
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
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2024年12月4日 ， 中国申报
的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 正式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作为
申遗主要推荐人， 作家冯骥才在
申遗成功后第一时间编著了 《过
年书》。

“在中国人过的所有传统节
日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生活
情感与生活理想的节日。 没有任

何节日像春节一样包含中国人那
么多精神、 心理、 追求、 性情、
偏爱， 因而春节最能讲好中国故
事。” 冯骥才说， 春节就像一把
钥匙， “作为一名作家， 我控制
不住地想要写出这股生活的劲
头。 作为一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者， 我更感到应该好好传播
春节文化。”

冯骥才1942年出生于天津 ，
是新时期崛起的第一批作家 。
“生活不能不知不觉失掉了这么
美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真的失却
了年的风俗， 那就不仅仅是一顿
年夜饭， 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
地域千差万别灿烂缤纷的年文
化， 这里边还包裹着我们民族对
团圆、 慈孝、 和谐、 平安和幸福
执着的精神追求。” 因此， 冯骥
才 写 了 不 少 文 章 向 公 众 讲 述

“年” 的故事， 在各种与年相关
的社会话题上发表意见 ， 如春
晚、 春运、 短信拜年、 鞭炮等，
“我的本意是保护好和传承好传
统的年文化。”

《过年书》 分为五个部分。
“年的感怀 ” 中 ， 通过 《守岁 》
《花脸》 等文， 冯骥才引领读者
走进童年的春节回忆。 在 “年的
沉思” 部分， 他深入思索年的内
涵等， 意识到保护年文化的紧迫
性 ， 体现了文化学者的担当 。
“年的艺术” 聚焦年俗艺术形式，
如对花会、 窗花、 年画等的精彩
描述及田野抢救， 让我们领略到
年文化的丰富多彩。 他通过挖掘
呈现年俗艺术， 让我们更好地看
到年文化中的人间烟火。 “年的
思辨” 针对春晚、 春运等社会话
题发表见解， 展现了其对年文化

在现代社会传承发展的深刻思
考。 “年的话语” 收录访谈等内
容， 加之书中30余张彩图， 图文
并茂， 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年文
化的理解。

冯骥才在书中表示， 过年在
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最大的节
日。 旧时， 即使再穷的人家， 也
要炖一锅肉， 备两瓶酒， 请人用
红纸写些吉祥话粘贴在门板上。
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
每一次过年， 都是民族情感的一
次总爆发与加深。

《过年书》 不仅对于传承和
弘扬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还让
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春节的历史
和文化， 同时为世界各国人民提
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
口。

□高低

解锁传统春节文化的密码
———读冯骥才《过年书》

□董艳艳

———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作品选登

““工工匠匠书书签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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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遍大江南北 ， 也唤醒了被讥为
“寒心河” 的韩村河村。 “老三
届” 高中毕业生田雄， 组建了一
支30多人的集体建筑队。 他们凭
借质朴的瓦刀大铲和勤劳的双手
双脚， 开始在十里八乡承揽一些
盖民房 、 修工棚 、 砌路基的活
计， 随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逐
渐在北京城打响了名声。

1984年， 韩村河建筑队抓住
机遇， 承接了工期短、 任务重的
紫玉饭店工程。 他们制定周密的
施工计划和科学的管理方案， 把
工期精确到以小时计算， 施工进
度严格分解到每个班组、 每个人

身上。 每天三班倒， 昼夜奋战，
即使风雨交加 ， 工程也照干不
误， 一刻不停。

虽然工期紧张， 但他们丝毫
不懈怠， 严把安全质量关。 在浇
筑餐厅二层时， 田雄发现钢筋有
轻微错位的现象， 虽然甲方认为
问题不大， 但他却不允许有这种
瑕疵： “干活不讲质量， 企业哪
来信誉？ 甲方不追究， 我们自己
能放过去吗？” 他板着脸， 带领

大家一锤一凿地把已经浇筑好的
钢筋全都砸了重新浇筑。 就是凭
借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韩
村河建筑队赢得了甲方的一致赞
誉。

经过艰苦鏖战， 紫玉饭店比
预定工期提前半个月竣工。 韩村
河建筑队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
的表彰， 被授予 “北京市模范集
体” 称号， 在北京建筑市场站稳
了脚跟。

在队长田雄的带领下， 韩村
河建筑队大踏步进军北京建筑市
场， 一鼓作气承建了北京前门全
聚德烤鸭店、 丰台区玉林小区等
工程。 其中， 玉林小区29号楼被
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推荐为全
市观摩学习的优质样板工程。

1992年 ， 韩村河村捧回了
“亿元村”、 韩村河建筑队捧回了
“亿元企业” 牌匾， 田雄提出了
让全体村民都住上楼房的大胆设

想。 1998年底， 韩村河村建成了
581栋别墅楼 ， 学校 、 卫生院 、
邮政所、 影剧院、 老年活动中心
等各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村内
四季有绿、 三季有花。

韩村河村走出了一条 “以建
筑业为龙头 ， 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 的共同富裕之路， 全体村民
过上了美好生活， 曾经贫穷落后
的 “寒心河” 蝶变为富裕文明的
“幸福村”。

“寒心河”蝶变“幸福村”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在向 “新” 发展的时代大潮中， 离不开广大劳模工匠的 “领头羊” 作用。 他们

充分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的技术专长和专业优势， 围绕生产技术难题， 积极开展研

发、 技术攻关和工艺改进服务， 在助力专精特新企业、 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贡

献力量。 同时， 以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技术人才为使命， 让劳模工匠精神代代传承，

用智慧和汗水推动科技创新、 推动行业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 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 这始终是

对劳模最真实的写照。 在各个历史时期， 广大劳模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 卓越的

劳动创造、 忘我的拼搏奉献， 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赞歌， 为各行各业树立

了光辉的学习榜样。 在他们无私奉献的同时， 各级工会也从细微处入手， 时刻关注、

关爱着他们， 营造出尊重劳模、 关爱劳模的社会氛围。

直抒胸臆

2025年1月下旬刊 本期看点
聚焦

以工匠精神推动技术革新
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爱劳模从细微处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