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4 日晚 8 时， 北京冬奥会盛大

开幕。北京敞开博大的胸怀，热烈地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北京“温暖”您，

“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践行“和合”的理念，用

“热情”欢迎您。千年圣火跨越时空，生生

不息；奥运精神飞越国界，接续弘扬。 奥

运圣火从希腊奥林匹斯山一路走来，一

直闪烁着理解、和平、友谊、团结和公平

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照耀着人类追

求美好梦想的历程。“春风如贵客，一到

便繁华”。 今天的北京奥运会，将努力弘

扬和光大“奥林匹克精神”，世界各国化

干戈为玉帛， 一起加入到伟大的奥运舞

台， 成为和平共处的一家人。 中国古语

云：“天下一家”“和合共生”；北京奥运理

念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一起

向未来”。 热爱和平、精诚团结，反对单

边、抵制霸凌，让圣火照亮世界和平。 世

界各国和地区人民需要体育运动， 更需

要团结一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成功举办， 将成为照亮世界前路的又一

束希望之光、团结之光、和平之光。

北京冬奥会弘扬“容融”的精神，用

“热心”礼遇您。 奥运会是重在参与的盛

会，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

性的呵护、对竞技的追求，是奥林匹克精

神生生不息的动力。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竞技成绩，专业、热情、忘我的赛

场气氛，精彩、精致、精心的艺术表演，越

来越成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多样文化

交融互动的体育平台， 成为全人类一起

共襄盛举的文化盛宴。 尽管人类肤色不

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

享奥林匹克的魅力与欢乐， 共同追求着

人类和平的理想，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

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互相包容、互

相理解，融合和睦、携手共进。“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籽”。 作为集自强不息的体

育精神、 家国天下的民族精神和命运与

共的人类精神于一身的奥运会， 早已成

为人类和合交好、包容融通的灯塔，照耀

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

北京冬奥会兑现“绿色”的承诺，用

“热忱”服务您。新时代的中国，办一场特

色中国的“特色”盛会，是开放的中国向

世界递交的“中国答卷”。 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 无论

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阻挡中国举办“特

色”盛会的脚步。科学防疫是办好北京冬

奥会的重要前提， 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

会一直秉持的理念， 科技支撑赛会安全

是办好冬奥会的重要保障， 科技提升观

赛体验让更多公众参与到本届冬奥会观

赛中来……同时， 为了办一届真正绿色

奥运，北京冬奥会在能源、场馆、交通、碳

汇等多方面入手， 推出碳减排碳中和措

施，展现了绿色办奥的决心和成效。新时

代的北京奥运会必将风雨无阻、 勇往直

前，以卓越的表现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捧“雪花请柬”，赴奥运之约。北京“温

暖”您，“一起向未来”！让我们团结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旗帜下，共同汇聚开辟

人类光明前景的强大力量，守卫好千年不

息的圣火，建设好命运与共的世界。

■ 红彤彤（摄影） 孙逸

刊头书法 张立敏

“小年过后是大年”，人还在远方，母亲

在电话里的一句“早点回家吃团圆饭哟”，

让心一刹那怦怦跳个不停， 眼眶一瞬间噙

满了泪水。 有母亲的年，是多么的幸福呀！

自打小在湖乡长大，由于家境清贫，

缺衣少食， 过年， 意味着可以吃得好好

的，穿得靓靓的，可以领到压岁钱。

家，那时是一个大家，有四位体弱多

病的老人、四个未长大的孩子，全家的负

担，都压在父母肩头。 一年到头，家里的

收入来源，主要靠十来亩水田。 由于地处

湖乡，当雨水一多，就会发生洪涝，收成

锐减，导致“过年难”。

“没有过不去的年， 日子会好起来

的！ ”每当到了腊月，母亲总会给一家人

鼓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湖中有野

藕，母亲建议父亲一道去挖，天寒能卖个

好价钱。 朔风起，大雪扬，湖野茫茫，天地

一片白，唯见两个黑点，犹如两只野鹳。

到了小年，当父母挑着满满两担年货，捧

着一沓崭新的钞票归来时， 两双漂白的

手已裂出了深深的口子，一道道，如血色

的闪电，触目惊心。

很快，灶火熊熊，炊烟袅袅，锅碗瓢

盆，蒸炸炖煨，奏响了过年的乐章。 为了

办好一桌年饭， 款待亲戚来客， 既要丰

盛，又要节俭，母亲下了一番工夫。 被香

气所吸引，我们一起围拢在灶边，眼睛一

眨不眨，亮亮晶晶，盯着水汽蒙蒙、年味

浓浓里的母亲，忙前忙后，蒸年糕、蒸年

鱼、蒸腊鸡……惹得馋虫在肚子里打架，

口水直流。

母亲在灶上操办，我和姐姐、弟弟、

妹妹抢着要烧灶，母亲见了，心知肚明，

知道一伙孩子“蹭”吃的来了。 为了公平

起见，平均照顾，她要求依次前来。 轮到

我时， 油锅里正翻滚着一枚枚色泽金黄

的肉丸子， 当我将小脑袋再一次伸出灶

面时，母亲已盛好了一碗炸好的丸子，递

到我手里：“慢点吃，别噎着，小心烫啊！ ”

当乳黄色的夕霭暗下去， 黛紫色的

夜浮了上来， 一串噼噼叭叭的爆竹声响

起，一个个顿时亢奋了起来。 母亲特地拿

出一瓶备好的酒，大家杯杯敬长辈，一句

句祝福，让老人们开心不已。

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开开心心

吃了年夜饭，才算过年！

因为心中有亲情，肩上有担当，一年一

年的团圆饭，是那么和和美美，红红火火。正

如母亲所言“没有过不去的年，日子会好起

来的”， 在一家人的团结一心、 共同奋斗之

下，一家人终于闯过了难关，走向了富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往后，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相继作古，父亲中途撒手

而去，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在外地相继成

家立业，已是满头白发的母亲却情愿一个

人留在老家，在每一年除夕坚持操办一家

人最爱吃的年饭。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

饭，成了一年中她最幸福的时刻！

不管多么繁忙，不管距离再远，每到

过年，我们依旧会像候鸟一样飞回老家，

母亲在电话那头的一句：“早点回家吃团

圆饭哟”，胜过太多的千言万语，勾起了

我们对儿时过年的眷恋， 激起了大家前

行的勇气，温暖着我们回家的路。

母亲的年

祥和群讲座至今已开讲了八场，因

为内容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干货多

多； 材料鲜活生动， 极有个人的独特感

悟，还吸引了闻讯搭乘高铁和长途大巴，

不远百里赶来的江苏昆山和启东的文学

爱好者。 有的师友还吟诗点赞道：最喜讲

座听宏论，振聋发聩耳目清。 休说诗书寂

难忍，祥和群里有知音，足慰平生情。

天天都是“丰收日”

几个新加盟的文友微我，群主啊，哎

呀呀，不得了啊，怎么这一阵文友在祥和

群里的诗文如万紫千红的迎春花开，让

我们目不暇接； 有的干脆放言相告，“来

不及拜读了”！

作为群主，我也有点纳闷。 前些年，

文友散见沪上报刊的诗文每周也不过七

篇八篇， 而近年来， 群里师友人人都出

彩。 难不成是接地气干货满满的讲座为

她添劲加力： 从沪上报刊到全国各地报

刊都留下我们这些老文青的耕耘的足

迹，有建党百年的诗文，有讴歌魔都巨变

的小说， 更多的是充满烟火气的退休火

热生活的散文随笔， 有师友盛赞当年厂

子里你追我赶的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最有劲的是《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的上

稿和《劳动报》文华副刊，好几次被师友

作品“挤占”；伟忠和志良的言论几乎是

各报的常客， 被师友戏称是天天见“忠

良”；炽越和妙瑞的独具一格的散文以新

奇巧见长，他俩发表在报刊的作品，被师

友誉为“越写越好”。 最有趣的是，春节前

那天沪上几家报纸同日刊发了群友《母

亲的春节菜单》《竹翁画竹品自高》《自行

车社区须缓行》《小话汤圆》《街角的年

味》《牛司令说牛》 等 9 篇文章， 咋看标

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平诗人用他的奇

思妙想， 用串联词这个形式将不同作品

的标题衔接得天衣无缝，让人拍案叫绝。

母亲春节有“菜单”，街角年味话“汤圆”。

“竹翁”画竹品自高，社区“行车”须缓慢。

群里为何牛气足，只因有个“牛司令”。 此

串联词刚一亮相，博得群里一片喝彩。 有

人点赞：多年童子功，今朝张口来。 其实

他们可能忘记了，本色是诗人的平兄，多

年练就的童子功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

十多年前， 他所在的杨浦区向全国征集

歌词， 应征者不乏词坛名家高手， 他以

《和谐杨浦》应征，在 2000 多首来稿中脱

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叫好又叫座的聚会

过去常听张罗聚会的群主诉苦说，

选一个大伙都满意的“点”费心费神，有

时还叫好不叫座，这叫众口难调，总有遗

憾相随。笔者有同感。毕竟不是退休前在

单位，一声令下，大家各就各位齐步走。

不过，在祥和群里，贵为群主的我很

潇洒。 因为群里总有几个热心人，自告奋

勇来操办。比如群友云海兄。选点比三家，

还要好中选优，如此严谨办事，难道是和

他退休前会计师的头衔，和他打了一辈子

的阿拉伯数字依依不舍脱不了干系？！

这次群里金秋聚会， 他选聚会点在

位于市中心某宾馆， 地铁公交下来不超

“五分钟”；价格亲民，百把元美味菜肴，

还有下午茶奉送。 最可心的是：仗着他的

人脉，大包房环境幽静，可以让群友畅所

欲言“八个小时”，如此实惠群友当然翘

起大拇指。 却不知六十好几的他在附近

酒家和宾馆来来回回许多趟， 为的是方

便来自四面八方群友。 如此热心精心选

点，聚会的师友当然满意又开心。

记得那天聚会结束前，许多群友对云

海兄的选点都啧啧称道，连新加盟王女士

也不甘寂寞地表露心声， 优雅的包房环

境，让你们这些老文青思路敏捷，妙句迭

出。只得幽幽地道一声，尊敬的王女士，我

想和你商量一下，是不是将老文青的“老”

字去掉，我们这些初心不改夕阳红里的文

青其实并不“老”，都是小弟弟啊。

我当群主乐淘淘。 因为有了祥和群

里齐心协力的热心人， 每天沉浸在喜悦

的时光里， 我这个平庸的群主也跟着沾

光了。 有些熟识的文友见着我们都说，多

年不见，容光依旧焕发。 这真是：祥和群

里精神爽，文化养老人不老。 （全文完）

我当群主乐淘淘

（下）

筅 金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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筅 刘 峰

北京“温暖”您

筅 许华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