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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所归，中国女足 3：2 战胜韩国女足，夺得亚洲杯

冠军，时隔 16 年后，又一次站在了亚洲之巅。

对于女足夺冠，不单中国球迷异常兴奋激动，就是从不

看球的无数国人也特别骄傲，朋友圈到处洋溢着赞美之词。

女足夺冠之路可谓着实不容易。 半决赛遇到世界杯冠

军队伍日本队，中国女足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 被

对手先进球落后的情况下，女足姑娘们，不放弃，死拼到

底。追平，被超越，又追回。最后在点球决胜中，门将神奇发

挥，扑出对手 2 个点球，最终将日本队斩于马下。 整个过程

太过刺激，太令人感动，太让人振奋。

面对强敌，敢于亮剑。 从比赛内容看，日本队整体实力

要更强些，控球时间更长些。 但是，中国女足靠打不死的坚

韧，磨垮对手的信念，顽强拼搏着。 不是一味地死守，而是

通过积极拼抢，有效的战术制约，精准的反击，最后让对手

越来越急躁，最终，抓住机会赢得胜利。 看着娄佳慧拼命重

伤下场，“拼命三郎” 王珊珊累得喘气却仍给队友鼓掌打

气，怎能不让人感动。 连日本主帅都说，中国队太顽强了，

她们配得上比赛胜利。

决赛对阵实力派韩国队， 在 2 球落后的不利情况下，

又是逆境崛起，不但扳平比分，最后还绝杀对手，赢得让对

手折服。 一次次落后，一次次反超，女足姑娘传承了永不言

败，拼搏到底的女足精神。

曾经的中国女足是世界杯亚军，绽放的铿锵玫瑰。队伍

中有刘爱玲、孙雯等世界级球星。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

实力大为下滑，去年奥运会上更是惨败，输得让人心痛。 这

是不按足球规律办事的后果。可自从水庆霞担任主教练后，

球队脱胎换骨。 她任贤为亲，为女足重新灌入凝聚力，团结

力，拼搏力，更汇入了国家荣誉感。将国家队带回正轨，打造

出一支战斗力强、纪律性强、荣誉感强的铁血之师。

即使亚洲杯夺冠了，主帅水庆霞仍谦虚地说：“即便夺冠

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一如既往进行备战，亚洲杯只

是起点。”清醒的认识，正确的定位，会促使女足更好的前进。

期待，女足在今后的世界杯、奥运会更大的舞台绽放。

女足赢了，那从未放弃的精神，那奔跑不止的身影，那

团结一心的呐喊，让国人激动感动。 中国足球太需要这样

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女足，原来中国足球不光只有失望，

更有胜利骄傲。 可以永远相信中国女足。《人民日报》体育

版发文：面对强手应有怎样的态度，中国女足做出了榜样。

足球是项竞技体育赛事，更是比拼一种精气神。 相信

自己，努力拼搏，坚持到底，就有可能产生奇迹。 女足之所

以如此受到盛赞，那是她们用汗水努力、职业态度、拼搏精

神诠释了女足精神。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中国女足，你们值得一切赞美！

铿锵玫瑰又绽放

筅 张帮俊

去年 12 月中旬， 在省城照顾女儿的我回了趟老家，探

望婆婆和父母。 返回省城前，我特意嘱咐老人们：“爸，妈，

我还有一个多月就回来。家里擦窗子、扫尘、准备年货的事，

你们千万别操心，一切等我回来，我会安排得妥妥的。 ”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受疫情影响，元旦之后全国多

个省份发布通知， 倡导务工人员非必要不回乡过年。 结合

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加上疫情防控的需要，全家商议后决

定：我在省城就地过年，今年不回老家了！

决定是下了，可多少觉得有些遗憾，不仅年前的承诺无

法兑现， 以前过年全家团聚的热闹场景也不能再呈现。 何

以舒缓这深深的思念？ 唯有以置办年货寄相思。

有了主意后，我立刻行动起来。婆婆的牙齿不好，喜欢吃

松软的食物；老爸患有痛风，含嘌呤较高的食物不能多吃；老

妈对贝壳类食物过敏；三位老人都喜欢吃我做的肉圆、鱼圆、

包子等。 考虑到食物制作完成后还要通过快递寄出，必须综

合考虑方便运输以及时间节点等， 我又制作了电子表格，有

年货办置计划表、食材采购表、成品制作表等，何时做肉圆、

何时蒸包子，除夕夜的食谱是什么，事无巨细，一目了然。

之后的每天清晨， 我带着食材采购表去菜场采买。 今

日买些做包子的食材，明天购买做鱼圆的青鱼，忙而不乱。

回家后发面、择菜、洗菜、做包子馅。 晚上，等女儿下班回来

吃完晚饭，娘儿俩一同蒸包子，一笼一笼香气扑鼻。 待凉透

后装进食品袋，用便签写好包子的品种贴在食品袋上，置于

冰箱冷冻。 炸肉圆、鱼圆是个技术活。 肉末中加入生姜、葱、

料酒等佐料，放入鸡蛋液，用筷子按顺时针方向搅动，搅拌

的同时加入少许凉水，直到肉末有了黏性、劲道，便可开火

炸了。 火太小，肉圆炸不透；火太大，容易炸焦。 待肉圆裹上

金黄的“铠甲”，便可出锅晾置。

一周下来，冰箱里冷藏的食品已接近饱和，我便联系快

递小哥寄出了第一批年货。 留在老家照顾婆婆的先生也给

我发来信息，说家中冰柜、冰箱已“虚位以待”。 他计划将我

的父母接到家中，一起过大年。

老爸打来电话告诉我，老家的民政部门启动了“帮扶空

巢老人度年”行动，将年过八旬的空巢老人登记在册，年前

按需求上门服务，还会推出“春节送餐活动”。 前几天，有义

工来家里帮忙打扫卫生，擦洗了所有的门窗，过几天，会有

专业人员上门清洗油烟机。

电话那头， 老爸滔滔不绝地说：“被政府关心着， 惦记

着， 原本以为的失落感顿时被幸福填得满满的！ 我们都好

着呢，你就响应号召安心在那儿过年吧！ ”

老人有政府的关心、先生的照顾，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

的呢？ 想像今年的春节，老人们依然能够欢聚一堂，品尝我

做的家乡菜，通过视频遥道祝福，这年味并不比往年淡！ 不

一样的春节，不一样地过，照样红红火火。

快递“年味”寄相思

筅 王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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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是中华民族文化认

同的精神家园。中国人素来注重春节的团聚，从阖

家团聚的年夜饭，到姻亲拜年的团圆饭，都展示着

华夏子孙对春节团圆的热情追求。疫情当前，如何

把春节期间的家人团聚和疫情防控有机结合？

因时因事、 移风易俗为这一问题带来了一个

新的答案，也为春节增添了一抹别样年味。首先，相

聚是春节的一大特点。“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春节显

得尤为明显，民众的情感在悠久而古老的节日习俗

中得到积淀。“春节期间不返乡，留在工作地过年”

成为一种新的倡导和选择。 为不返乡的居民打造

浓浓年味，各地相继推出众多举措，从红包补贴、消

费券到线上年夜饭的预定，从春节景点门票减免到

戏剧欣赏、庙会、年会，从社区关怀到企业员工的关

心，让未返乡人感受到年味的温暖。其次，饮食文化

也是春节的一大特色，在美味佳肴中，筷子是人们

进食的必要工具，但也会把病菌带入菜中，使用公

筷分餐成为疫情发展以来的新风尚。公筷分餐可以

避免“病从口入”，也能减少粮食浪费，体现环保精

神。最后，民俗活动也引人瞩目。春节把祭祀拜祖、

年节习俗、庆祝活动巧妙地集为一体，起到了民族

文化认同的引领作用。如今，随着网络的发达，线上

拜年成为春节的一种新习俗，见字如面凝聚着人们

深厚的情感寄托，同样可以表达最真切的情感。

健康祥和的春节，就是最幸福时光。 传文明、树

新风，春节期间，移风易俗培养了人们健康环保的过

节习惯，让传统美德以全新的方式融入社会，使家庭

美德得以传承，给春节赋予了更丰富多元的意义。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博士，任职于华东理

工大学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时间车轮把又一个虎

年推到我们面前。 作为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底蕴

的古老文明祖国，自然有着独特而又鲜明的非遗

传承。 十二生肖就是其一。

虎年谈虎的美文已经不少，倘若另辟蹊径，说

说虎与同框且轮回坐庄的其他生肖的文字关系，

岂不别开生面，增添些、烘托些过年欢快气氛呢！

一种是平起平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

系。 如常见的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盘虎踞等

等，这里似乎虎比龙还逊色一分，因此有时不免

龙争虎斗。“九牛二虎”，可谓相提并论，唯二只老

虎的洪荒之力抵得上九头老牛，但别忘了初生牛

犊才不畏惧猛虎呢。

第二种是扯虎旗，蹭虎威，败坏了虎的名声，

使虎处于尴尬境地。 如马马虎虎，好端端的马和

虎，扯在一起怎么成了草草应付、匆匆对付的代

名词了？ 又如握蛇骑虎，以及虎头蛇尾，还有同义

的虎头鼠尾。 后者少见，但孙中山先生曾以此成

语描述过当年无良无序无力的政局。

再一种即为虎稳坐高台，俯视那些“不对称、

不相配、不自知”的生肖们。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

称大王；说是虎女岂嫁犬子，但同时又须防范虎

落平川被犬欺；还有羊质虎皮，一旦遇见真虎，披

着虎皮的羊就不由自主胆战心惊露出原形来了，

最终羊入虎口，成了饿虎扑食的美味。

至于兔、猪，还有鸡，好象能与虎联袂的机遇不

多，不在一个排名档次，见虎失色，老虎驾车———谁

敢（赶）的这三者，即使有去无回也显不出虎的英雄

本色，所以这类用语罕见。 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翻

遍词典，才勉强找到“寅吃卯粮”可以凑合，至于

“亥、酉”二位尚无着落，在此亦求教于大家。

倡导移风易俗，共度祥和春节

筅 毕淑敏

戏说与虎同框的生肖

筅 戴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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