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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李博（430521200208110053）遗失由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出具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份，票据号码：000430565，金额：18395.8元，声明作废。

李博（430521200208110053）遗失由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出具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份，票据号码：003043993，金额：41742.17元，声明作废。

李博（430521200208110053）遗失由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
具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份，票据号码：013739960，金额：58524.41元，声明作废。

尹建国

进入腊月，家乡的年味就一天比
一天浓了。

前几天母亲打来电话，喜滋滋地
告诉我家里又做了我最爱吃的血粑
（猪血丸子），柴火熏的腊肉、腊鱼已
经黄灿灿香喷喷了……母亲絮絮叨
叨地在电话里说着，声音里饱含着抑
制不住的喜悦。母亲打来的这通电
话，使我的思绪如同泼洒在宣纸上的
浓墨慢慢散开，家乡年味在我眼前如
一幅幅画展开……

“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小
时候，我对过年是非常期盼的，因为
过年的时候，才会有新衣服和新棉鞋
还有压岁钱。放了寒假我就天天望，
日日盼，屁颠屁颠追着大人屁股后面
不厌其烦地问：“过年还有几天咯？”
母亲总会笑呵呵地答应着：“快了，快
了！”于是，我天天扳着指头算呀算，
盼呀盼。

母亲把给我买的新衣新鞋放进
大衣柜里面，夜深的时候我就偷偷地
从柜里把新衣服拿出来，穿到身上臭
美几下，后又赶紧叠好放进柜子里，
心想：年，赶紧来吧。

小寒过后，在杀猪人娴熟的刀法
下，母亲煮熟食养的土猪，被切成大
小均匀的几十条。记得母亲要腌制
腊肉时，总先把屋角的大水缸洗干
净，用毛巾擦干缸内的水分，在缸底
铺上一层盐，然后把粗盐、五香、花椒
等配好的调料均匀地抹在猪肉上。
将入好味的猪肉装进大缸中，盖上盖
子，腌渍一番，几天后取出，于寒风中
晾干，挂在烧火灶上方的横梁上。

在落雪下雨天，一家人围坐在灶
前，柴火烧得红红旺旺的，大家一边
拉着家常，一边用橘子皮加上香叶等
具有特殊浓香的树枝熏腊肉。等猪
肉烤流出了油、熏成了黑色，便具有
了腊肉的真正品质，散发出诱人的香
味，腊香满屋。

年越来越近，村子里开始忙碌起
来，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做准备。杀
年猪、磨豆腐、酿甜酒、打糍粑……

年前打糍粑，是家乡习俗。头天
晚上就安排时间浸泡糯米，把糯米放
在水里淘洗得干干净净，倒在一个大
的木盆里，用清水浸泡。第二天上午
将浸泡好的糯米倒入木制的甑中，用

一双特制长筷子将糯米插几个“气
孔”，盖上甑的盖子，把甑放到锅里，
锅中上水，灶里添柴，点火开蒸，半小
时后慢慢就闻见了甑中糯米散发出
的阵阵清香。

然后，就把闲置在屋角落里打糍
粑用的一个大石臼抬进堂屋里，把两
根打糍粑用的圆木棒洗干净。“糯米
蒸好了，可以打糍粑了！”母亲揭开甑
上的盖子，将蒸好的糯米打进脸盆里
然后倒进石臼，父亲拿了一根木棒开
始在石臼中用力“鼓捣”，一会儿就累
得冒汗喘粗气，直到将熟糯米鼓捣成
热糍粑。

每年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打糍粑，
我与弟妹都很喜欢吃这热气腾腾的
糍粑，叫着要先尝一尝。母亲就用洗
干净的热毛巾在石臼中抓一把，一个
接一个的小团子糍粑就从母亲手里
挤出来，放进碗里沾些芝麻末，吃进
嘴巴满口糯香。

过年贴春联那是必不可少的。
当你走在乡村农家，映入眼帘的都是
大红的春联。这些耀眼的色彩，给本
来就喜庆的春节增添了文化底蕴。

我们家的春联不用买，我与弟都
会写，写的都是些各样喜闻乐见的喜
庆对子，比如：“吉星高照家和美，福满
人间喜事连”“福星高照合家欢，四季
平安庆佳节”等等。红红的春联、红红
的灯笼，这些象征着希望，象征着美
好。油墨飘香的春联贴在大门两边，
来拜年的乡邻看后便啧啧称赞：您家
儿子这春联写得好！字也写得好！

年三十，人团圆，家温暖。全家
人聚在一起，整个屋子里都是欢声笑
语，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温馨与幸
福。傍晚，每家都拿出自己购买的爆
竹、烟花等，一户挨着一户地放，院子
里男女老少围在一起看烟花，笑声、
闹声、爆竹声，整个乡村都沉浸在快
乐的氛围中。

在我的记忆中，年味是什么？是
小孩子朌过年的渴望，是母亲烘腊肉
的熏香，是打糍粑的糯味，是贴春联的
喜庆，是放烟花的热闹，是家乡集市的
喧闹和繁荣。年味是快乐，是欢聚一
堂，是幸福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强。

我无法挽留那些一去不复返的
岁月流年，却用记忆封存了那些流年
深处的温暖时刻。那些过年的味道，
如同母亲熏制的腊肉越久越香……

家乡的年味

马 健

时至岁末，久违的阳光很
清澈地大面积地淌下来，淡淡
地带着节日的甜味，浮动在这
座小城的上空。无数楼宇和房
舍错落地蜷卧在绀蓝的天宇
下，几乎让人误认为冬已过去。
其实这才进入了腊月，城里的
年味便日渐浓烈起来。

城市里的腊月，是腊味的
时节。城市里的人们，都会去
集市上灌些香肠。很快，不少
人家的阳台上、院子里都会多
上一道长长的“肉帘”，一根竿
子横着，晾晒着一根根灌好的
香肠，如同“门帘”一般，走近
了便能闻到那醉人的肉香，已
然闻到过年的味道。当然，市
民也有直接在超市选购腌制
好的腊味。腊货在手的腊月，
依旧幸福依旧温暖。

最热闹的还是城里的年
货一条街。只要一进腊月，“年
货大街”四个斗大的字就会悬
升在大街口的龙门架上。无数
的小商小贩进驻在街边两侧，
各式摊子一字排开，特色商品
应有尽有。这个时候，城里人
家都要在年货大街上置足各
色年货；这个时节，因为卖了
余粮，也是乡下农民腰包最鼓
的时候。很多农民兄弟也拖儿
带女，成群结队来到城里，来
到年货大街，为一家人置办盼
望了一整年的幸福和喜悦。

城市里的腊月，各条街道
打扫得干干净净，花圃要换上
新鲜的花卉，街道要装上绚烂
的彩灯，机关或社区门口要挂
上红灯笼，公园里要做出新颖
的园艺造型。

腊月里的城市，春联也是
必不可少的。小区百姓家的春

联，以祈祥纳福的多，贴心而
喜气；机关单位门口的春联，
则以振奋人心为主，更大气，
更张扬。

腊月里，在城市里的公
园一角或文化活动中心，还
有一些排练节目的市民，他
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过年时
大显身手。

城市里还有一群“新新人
类”，他们在电脑或手机前浏
览，因为丰盈的年货就在网络
间掌握指间了。城市里的腊月，

“新新人类”忙于收取快递，昨
天是漂亮的时髦服装，今天是
远方的风味特产，明天又是好
用的生活用品……那些在网络
里传递的，那些在城市间游走
的，那些在腊月里穿梭的，不仅
是最新最潮的年货，更是永不
泯灭的对年的向往和追求。

城市里的腊月，还有那一
抹中国红。红色的元素在城市
的四处绽放，如同一团热火在激
情的岁月里绽放，在色彩的温度
里沸腾，在温度的围绕里沉醉。

城市里的腊月

◀年味浓
孙芳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