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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对每家每户来说，年夜
饭都是春节的“重头戏”。除夕当日，
很多人家一大早就开始为年夜饭做准
备了，全家一起张罗饭菜，其乐融融，
这是很多人怀念的年味儿。同时，也
有的人家选择出去吃，方便又省心。
今年你家的年夜饭是怎么安排的？什
么是你心中难忘的“年味儿”？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347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6%
的受访者年夜饭在家吃，其中东北地
区受访者比例最高（94.8%）。67.4%的
受访者表示这样才更能体会团聚、归
家的意义。什么是人们心中最难忘的

“年味儿”？年夜饭、家人团聚、贴春联
窗花排在前三位。

超八成受访者年夜饭在家吃，东北
地区受访者高达94.8%

“年夜饭在家吃更温馨，”90后侯
路梦是河北省衡水市人，今年春节是
她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往年，她都
是和爸妈一起在家吃年夜饭，今年在
婆家吃。“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准备年夜
饭的过程。一年到头，不管在外多么
坚强和独立，回到长辈身边就变回了
小孩子，我可以放下包袱做自己。那
一刻的我是特别放松、幸福的。”

00后吕萌的老家在福建省厦门
市。从小到大，她们家的年夜饭无一
例外，都是在家里操持的。谈起年夜
饭，她滔滔不绝：“我们闽南除夕夜不
吃饺子，会吃‘围炉’，也就是火锅。用
羊肉、白萝卜煮汤底，配菜有鱼虾、肉
片、青菜等，非常丰富。每年爸爸从事
养殖业的朋友都会现抓活鱼给送过
来，非常新鲜。”

让吕萌心心念念的还有除夕夜的
海蛎炸，“这是我们闽南的特色，是把
海蛎和葱、洋葱、胡萝卜碎等混在一
起，再裹上地瓜粉，放入油锅炸，脆脆
香香的。还有青椒鱿鱼圈，也很有
名。”因为临海，吕萌老家的年夜饭餐

桌上海鲜比较多。
今年除夕夜，在北京工作的 80后

周鹏在家附近的一家饭店预订了位
置，“带着爸妈、媳妇和孩子到外面吃
点儿平时家里不会做、不易做的菜，回
到家专心看春晚，省心”。

今年春节，大家的年夜饭都是怎
么安排的？83.6%的受访者会在家吃，
11.3%的受访者打算去饭店吃，还有
5.1%的受访者没定下来。进一步分析
显示，东北地区受访者选择在家吃的
比例最高（94.8%），随后主要是华南地
区（88.8%）、华东地区（85.5%）、西南地
区（84.0%）。

“全家人围坐在家中吃着除夕团圆
饭，才更加有‘年’的感觉”

山东的刘女士今年47岁，她表示，
从小到大，除夕夜的饭一直都在家里
吃，“不管做得简单还是丰盛，一家人
聚在一起，唠唠家常，吃完饭再一起收
拾碗筷，8点钟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春
晚，一边看节目一边聊天，自由自在。”
刘女士说，除夕夜就想在家待着。

“小辈也曾提议出去吃，但我奶奶
坚持除夕家宴得在家吃。因为不同于
春节其他时间，年夜饭有着特殊的意
义，全家人在家中吃着除夕团圆饭，才
更加有‘年’的感觉。而且在家吃更健
康、安全。”吕萌表示，除夕在家吃年夜
饭是她家的一个传统。

侯路梦很享受一家人在一块儿准
备年夜饭的过程，特别热闹温馨，感觉
彼此也更亲近了，“我觉得这是在家吃
年夜饭最主要的意义”。在她的记忆
中，每年除夕的下午，家人就开始包饺
子了，有的擀面皮，有的张罗馅儿，有
的准备讨彩头的硬币……“那个过程
让我感到特别幸福”。

对于很多家庭依然坚持年夜饭在
家吃，67.4%的受访者认为这样才更能
体会团聚、归家的意义，65.5%的受访
者表示这样能享受家人一起准备家宴
的温馨，63.9%的受访者觉得在家才能

吃上“妈妈的味道”，44.1%的受访者认
为是为了追求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
36.2%的受访者表示这样有着浓厚的
家庭氛围。

人们眼中最难忘的“年味儿”，年夜
饭排在首位

“除夕家宴是春节最重要的一
餐。叔叔和伯伯两家、我们家，一早就
到爷爷奶奶家为年夜饭忙活了，一大
家子前前后后地张罗着，特别开心、特
别温暖。”吕萌说。

什么是人们眼中最难忘的“年味
儿”？调查显示，年夜饭（62.3%）排在
首位。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冯翼的老
家在山东省济宁市，她印象最深的“年
味儿”就是姥姥做的腊肠，“特别好吃，
辣辣咸咸的非常香，我喜欢把它夹在
馒头里吃。肘子、排骨、鸡、鱼……一
桌子的美味都不及姥姥做的腊肠，那
是我最想念的味道”。

在吕萌的老家，春节有一项重要
活动是“抬大神”。早上七八点钟，人
们就把“天公”从神庙里“请”出来，开
始巡游大街小巷。年轻人扛着大神，
敲锣打鼓，老人小孩跟在后面，人们自
然地排成了很长的一队，结束后再回
到神庙。这时，会宰杀一头猪和一只
羊，牲头摆到祖庙的供桌上。祖庙的
门口还摆着闽南地区独有的很大、很
高、很甜的年糕，寓意年年高升、家人
平安，每个去的人都可以切一块尝
尝。吕萌笑着回忆说，小时候她最爱
睡懒觉，一大早外面开始“抬大神”，

“我总是嘴里嘟囔着‘太吵了’，随即
就麻利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去看
热闹了”。

吕萌心中的“年味儿”还有一项春
节的必备仪式：收压岁钱。“尤其收到
纸质的红包，我会一张张数好，拿到银
行一起存起来，特别有成就感。现在
都是电子红包了，我就直接作为零花
钱了。”

“在我看来，‘年味儿’不仅是团
聚，更是亲人在一起做的事情。”侯路
梦说，她们老家的除夕有个习俗，就是
要请“祖宗”回家过年。“除夕下午，家
人会拿着各种祭品、鞭炮等，去坟上叩
拜，将‘祖宗’‘请回来’，等过了初一再

‘送回去’，仪式上讲究隆重。这个习
俗沿袭至今，不过形式上更简单了，主
要是在除夕当日去祭拜。”

还有什么是人们心中最难忘的
“年味儿”？调查显示，排在第二位的
是家人团聚（59.0%），排在第三位、第
四位的分别是贴春联窗花（53.5%）、放
鞭炮（52.0%）。其他主要还有：家乡春
节 美 食（48.9%），春 节 联 欢 晚 会
（40.9%），走亲访友（39.9%），收/发压
岁钱（31.6%），互相拜年问候（30.4%），
穿新衣（29.9%），赶年货大集（29.8%），
逛 庙 会 灯 会（27.9%），春 节 祭 祖
（22.3%）等。

在河北一所公立中学担任语文教
师的李爱华表示，“年味儿”更侧重于
个人的情感体验，是在过年期间，一个
人对亲情、友情、乡情的向往和牵绊。
当家人亲朋团聚在一起时，那种温暖、
熟悉的感觉就是“年味儿”。“春节期间
的很多活动，像吃团圆饭、祭拜祖先、
贴春联、拜年等，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的，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观念的重
视。这个过程中传递的尊老爱幼、和
睦共处的理念，也都是中华优秀的传
统文化。”

受访者中，男性占 38.9%，女性占
61.1%。经济水平在当地属于上层的
占 3.1%，中上层的占 25.5%，中层的占
52.3%，中下层的占 16.7%，下层的占
2.4%。00后占6.6%，90后占45.4%，80
后占 38.2%，70 后占 8.2%，60 后占
1.3%，其他占 0.3%。家乡区域分布
上，东北地区的占5.7%，华东地区的占
25.2%，华北地区的占 22.5%，华中地
区的占 18.8%，华南地区的占 21.2%，
西南地区的占 5.6%，西北地区的占
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什么是人们眼中最难忘的“年味儿”？年夜饭排首位
超八成受访者表示年夜饭在家吃

来源：中国应急管理部

春节假期安全提示

1月22日，汇川区山盆镇天池社区举
行长桌宴，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共享盛宴，
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黄玘佳 陈立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月 24日，赤水市长期
镇第二届“我的年终礼物”暨文明积
分兑换活动举办，村民们除了置办年
货、挑选春联，还用文明积分兑换自
己的“年终礼物”。

走进长期镇积分生活超市，村民
们手持文明积分卡挑选着心仪的物

品，从粮油酱醋到生活百货，整齐而
丰富的兑换品让村民们收获满满。

“这些积分都是我今年参与红粱种
植、积极参与乡村公路清扫和文明
劝导等换来的，能兑换到实用的东
西，心里特别高兴。”长期镇共和村村
民贾大哥说。

近年来，长期镇通过建立积分管
理台账，详细记录村民在农业种植、
产业发展、环境卫生、志愿服务、政策
宣传、孝老爱亲及子女教育等方面所
获得的成果，通过将文明行为量化，
让村民成为文明乡风的主要参与者、
最大受益者。

据悉，本次文明积分兑换活动
共有 11 个村（社区）1600 余户村民
参与。下一步，长期镇将持续完善
文明积分制度，让更多村民在文明
实践中受益，共同绘就乡村文明新
画卷。

（张宜）

长期镇

巧用积分制 倡树文明风

本报讯 年关将近，在习水县九
龙街道洋台湾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

“积分兑换”活动正在社区服务中心火
热开展。社区志愿者们手中攥着积攒
许久的积分卡，兴高采烈地挑选着心
仪的礼品，从实用的米面粮油，到精致
的家居用品，琳琅满目的货架前围满
了人。而这些积分，都源自他们平日
里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点滴付出。

倪山英是社区里的“热心肠”，也
是此次积分兑换的“大户”。“参加社
区志愿服务，既能帮助他人，又能收
获积分兑换实用的礼品，感觉特别有
意义。”他乐呵呵地展示着刚兑换的
商品说道。

“在志愿服务中，我结识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为社区的
美好努力，这比任何礼品都珍贵。”志

愿者王进说道。在这个社区，像他们
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的善举
被详细记录在积分系统里，每一次付
出都化作实实在在的回馈。

洋台湾社区党总支书记陈月良
介绍，积分兑换机制是社区推动志愿
服务常态化的创新举措。居民每参
与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就能获得相应
积分，服务内容涵盖环境整治、关爱

困难群体、文明宣传等多个领域。积
分不仅能兑换生活用品，表现突出的
志愿者还会登上社区“光荣榜”，成为
邻里间的榜样。

接下来，社区将继续完善志愿者
积分兑换机制，丰富志愿服务项目，
吸引更多居民投身到志愿服务中来，
共同为社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习水县融媒体中心）

九龙街道

积分兑换激发志愿服务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