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气息增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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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晒”出的
年味芬芳扑鼻、精
彩纷呈———年味，
是围坐在桌前晚辈
敬给长辈的一杯
酒；年味，是妈妈忙
前忙后做的一顿年
夜饭；年味，是逛庙
会看舞龙时对童年
的记忆；年味，还是
在满大街火红祝福
对联里的徜徉……

! ! ! !还有的年轻人在假日里还主动投身到
志愿者的行列，在公益行动中体味迎新年
的快乐。年初四深夜，几名热心的青年志愿
者在普陀区石泉路派出所社区民警的带领
下，开始了社区巡查。趁着“迎财神”鞭炮高
峰未至，志愿者们在居民小区排查安全隐
患，用水熄灭未燃尽的烟花爆竹，纠正居民
不安全的燃放方式。活动发起者是本报曾
经报道过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王
永镇。

团市委志愿者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本报发出绿色过年倡议后，不少公益组
织自发开展了公益行动。公益组织“创益
家”在微博上发出号召，请年轻人在自己小
区“随手扫”活动，清扫身边的鞭炮屑，并可
拍照上传，为新年留影。
今年春节期间，同济大学约有 !"#多

名本科生及研究生留守校园。学校推出的
特色年味主题是“绿色同济园·温暖中国
年”，通过倡议低碳春节、文化参观、艺术
鉴赏、义工服务、同吃年夜饭、勤工助学、
网络互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寒
假留校同学过上一个低碳、温馨、充实的
新春佳节！

! ! ! !“晒一晒我的年味”活动，在微博、微信上
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追捧，大家在网络平台上
展现着自家的新春喜庆，传递着新春祝福。

美食，是最能体现春节年味的关键词之
一。除夕夜，上师大大二学生袁玮“晒”出了原
汁原味的本帮特色年夜饭：“咪”道要好！“卖”
相要赞！还要“讨口彩”！爆鱼、四喜烤麸、油爆
虾……本帮的年夜饭也吸引了许多外地同学
的关注。远在沈阳的研究生叶洪力，则晒起了
自家的东北味年夜饭，还讲述了北方的过年习
俗：“除夕夜穿红袜子交好运；北方喜好面食，
除了饺子，豆沙包、花卷、糖三角等，都是过年

一样不能少的美食小吃。”天南地北的大学生
们在微博上晒着自家的年夜饭，更传递着春节
的喜悦。
回家过年，还有不少大学生走进厨房，与

家人们一起比厨艺，让新年的餐桌更加温馨。
网友“$%&'()*+*,”通过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
微博晒出“上海小宁”的年味：“手工馄饨-春
卷-蛋饺-酒酿圆子是标配，年年有鱼是必须，
上海人的年夜饭就是这么简单，但又这么有味
道！”
除了传统菜式，年轻人展示的新手艺，也

为新年菜单增添了新口味。网友“吴斯./*012”
贡献了自己的拿手之作———樱桃杯子蛋糕，当
做年夜大餐后的甜点，“看着家人品尝自己的
作品，心里特别特别开心。”

! ! ! !春节前夕，上海电气集团团
委就在其官方微博“3上海电气
共青团”发布了置顶消息，邀请团
员青年加入本报倡议的文明过年
行列，参与“品味家乡年味，晒出
绿色风尚”微分享活动，通过图片
或文字的形式秀出家乡有趣的风
俗。消息发出后，不少回家过年的
电气员工晒出了家乡的味道。
“3上海电站辅机厂团委”的

微博“主页君”回到兰州过年，在
网上向大家热情介绍牛肉面、灰
豆、酿皮、手抓羊肉等家乡美食。

员工“34*056'% 锺”用照片
说话，感叹“许久未回的家乡充斥
着浓浓的年味，家中美丽的蝴蝶
兰、守夜酒宴丰盛的菜肴、饺子里
包裹着的硬币和红枣，以及亲朋好友发来
的深情祝福，都勾起了无限的家乡回忆！我
爱家乡，我在高密过年！”
员工“3雪地里的双面胶”回到家乡莱

芜过年，和亲朋好友一起包水饺，蒸花馍
馍，还一同祭拜祖先，认为“家是最温暖的
港湾，家乡才有最最浓的年味。”
众多寒假期间回家乡的大学师生们，纷

纷在微博上“晒”出在家乡看灯会、逛庙会等
民俗活动的乐趣，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国家民
族传统节日的浓郁年味与祥和民风。

! ! !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委
发出倡议：每位同学将手机、电脑关机一小
时，和父母来一次面对面的沟通。

校团委书记陈颖辉说，如今的大学生更
多地把时间分配给了网络，跟长辈在一起的
时间越来越少。此次活动倡导大学生和家长

们都关闭平时不离手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
子产品，来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让学生
发掘爱、表达爱、分享爱，在沟通中品味家庭
的温馨。

身边人更需要关注
大一学生房佳璇因为“关机一小时”，吃

了一顿感觉特好的年夜饭。她说：“以前每次
在家吃饭，就会拿起手机刷微博和人人网。今
年的年夜饭，我们聊起了爸妈当初上大学时
的样子：爸爸怎么当上学生会主席、妈妈拿奖
学金时的心情、爸妈谈恋爱的故事。虽然我作
为倾听者，没有表达自己太多的想法，但听着
当初爸妈有趣的经历，觉得自己和他们的过

去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可能因为太有趣，直到
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手机一直关机。我意识到
手机上没有那么多人需要你时刻去关注，需
要我们关注的反而是每天在身边的朋友、家
人。对于我来说，没有手机的几小时里快乐、
充实。”

感受到浓浓父母爱
韩天瑞同学说，以前和父母说不了几句

话，家里最多的动作是拿起手机和同学聊天、
玩游戏。今年春节的这一天，因为手机关机，
他“被迫”听着父母的谈话，深有感触，“渐渐
地，我发现父母的话不全是唠叨，他们只是想
向你诉说，向你表达他们的爱罢了。关机一小

时，我感受到了父母浓浓的爱。”
徐文蓝同学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手从未

空闲，不是拿着 *768玩，就是拿着手机各种
刷。无论是座上、床上、厕上，又或者是在走
路、吃饭、聚会，手机总是不离手。也正因为
此，我们与家人长辈之间的交流变少甚至消
失殆尽，取而代之与我们对话的是手机。徐
文蓝感受了关机带来的亲情：“这一顿饭吃
起来，不会因为没有短信声而沉默安静，因
为在饭桌上可以和家人爸妈闲聊———从我
的大学生活聊到老妈的超市购物，再聊到老
爸的工作，有时还会聊聊电视剧以及最近很
红的抗战红片，这样的一顿饭才是真正的家
庭聚餐。”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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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年味

本报“晒”年味活动引来年轻人追捧———

少了鞭炮 温馨团聚“年味”浓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委发倡议———

“关机一小时”多和亲人“面对面”

春节长假匆匆而
过，但都说过了元宵，才
算是真正过完了“年”。
由本报联合共青团上
海市委、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
气集团、复星集团等多
家单位，在春节前共同
发起的“晒一晒”在没
有爆竹“硝烟”的春节
里自己经历的浓郁年
味活动，依然吸引许多
读者围观和参与。

! ! ! !没有爆竹“硝烟”的春
节，照样年味十足。这是许多
读者“晒”年味时的共同感
受。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党委副书记张艳丽说，中国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设生
态文明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势所趋，所以少了烟花
爆竹，照样可以过一个和和
美美的中国年。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的本科生小张同学
说：“作为环境专业的学生，
我深知烟花爆竹给环境带来
的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损
害。这几年春节我不仅自己

不放烟花爆竹，也经常劝朋友不要燃
放。我认为，‘年味’也可以体现在和亲
朋好友相聚、体现在互相送出的温暖
祝福之中。”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的

大三学生姜修成，寒假期间与同学们
在松江区开办了一所爱心学校，其中
一门课程就是讲春节民俗的。小姜在
一次关于春节烟花爆竹的课堂调研中
发现，八成以上的青少年并不认为烟
花爆竹是春节的必需品。“同学们普遍
认为，春节意味着新的希望，意味着团
圆、合家团聚。”

本报记者 王 蔚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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