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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珠江时报记者 刘永亮

平日里，家是原点，我们从家出发，

逐梦远行；过年时，家是终点，我们从五

湖四海启程，如飞鸟归林。而 2021 年的春

节，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为巩固来之不易

的防疫成果让每位市民都过上一个平安健

康、欢乐祥和的春节，佛山市向全社会发

出了倡议：尽量选择留在佛山过年。由此，

留在南海过年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收到投稿作品上千篇

为助力南海开展疫情防控工作，2021

年 2 月 23 日，珠江时报社响应政府号召，

倡导文明新风，联合南海区委宣传部、南

海区教育局共同举办以“我在南海过大年”

为主题的“家书日记”主题征文活动，鼓

励南海中小学生记录自己在南海过年的故

事、感悟和瞬间，以日记的方式表达自己

的所思所想。

自征文活动启动后，反响非常热烈。

全区上百所中小学校的同学们踊跃参与，

主办方共收到投稿作品上千篇。

评出 200 篇优秀作品

“我们和所有留在南海过年的人一样，

感受到了大地的祥和，感受到了春天的美

好”，“正月十五虽已过，南海年里暖暖

的亲情，浓浓的年味，喜庆愉悦的气氛始

终萦绕在我的心间”……大家字里行间都

在表达着在南海过年的心情和感受，表达

对南海年俗风情的热爱与享受。

最终，主办方从投稿作品中评选出了

200篇优秀作品。所有获奖作品均由专业评委

和老师，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精心挑选而出。

本期家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其中的部分

佳作。

年初一早上，早早的被吵醒，但是心里边却是感到高兴的，因为我们来

到了新年的第一天。我看向窗外，一片欣欣向荣，充满着春天的美好。

我们一家人都穿上了新衣服，一起迎接新年第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是

从吃年糕开始的。年糕寓意着年年有余，甜甜蜜蜜。在家乡的时候，每到过年，

我们都少不了吃年糕。今年留在南海过大年，我们家也做了美味的年糕。

早餐之后，妈妈说自己还是留在家里守大本营，可我们说，一直以来，

妈妈为一家人忙碌了大半辈子，辛苦妈妈了。今年开始，我们不再让亲爱

的妈妈单独留在家里过年初一了。

我们和几个亲戚相约到了海寿岛。海寿岛上阳光明媚，游人很多，但很有

秩序，非常热闹。我们一行，漫步在绿道上，眺望远江，数江上千帆竞渡……

我们和所有留在南海过年的人一样，感受到了大地的祥和，感受到了春天的美好。

南海欢乐年
南海九江初级中学 二 (11) 班  梁晓晴

在异乡的每一天，天气总那么阳光明媚。在异乡南海过年的日子里，太

阳公公也总是普照着大地，滋养着万物，照耀着人们。

今年过年，因疫情原因，我们家选择留在南海过大年。虽然心里总有点

不习惯的感觉，但在这儿，我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从年廿五开始，我们家已经为过年忙碌了起来。许多地方都取消了花街

和活动，但人们的爱花热情依旧不减，因为花儿开放寓意着花开富贵。我们

把买回来的花摆放在客厅里，希望家人来年的工作和学习、生活都能“心花

怒放”，家里有了花，就有了年的味道。

2 月 8 日  星期一   晴

2 月 12 日  星期五   晴

小学

小学

不会辜负的春天 不会错过的团圆

心相连，我在南海过大年

——我在南海过大年

南海实验小学 宋浛嫣

桂城街道文翰第二小学 刘美杏

转眼间，今天已是正月十五。和爸爸从里水买回来的桃花开了，一朵一

朵立在枝头分外好看，邻居家的笑声传过来，满屋都是新年的气息。在南海

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就要画上句号了，也是在这一个春节，我意识到了回家团

圆的重要性。

回想起去年春节。大年初二，一个孤独又寂静的一天，没有烟花没有欢

笑，只有电视里惊心的数字在翻动。是增还是减，关系着每一条生命。爸爸

妈妈把我送到了外公外婆家，我在那里待了整整 57 天。期间我一直疑惑不解。

爸爸妈妈去做什么了？为什么总不来看我？在电话的这头，我总是含泪哭泣，

模糊的双眼中出现与父母依偎的美好画面，又忽然在瞬间化为乌有。听到泪

水掉到地上的声音，仿佛所有的东西都碎了，新年的期待、新年的愿望。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将一万分的毅力投入到了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中去了。他们虽然不是白衣天使，但是一直坚守在一线，和时间赛跑。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原本严重的疫情有了好转，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一家选择了留在南海过年。大年初二，我们

去了外婆家，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吃了一顿团圆饭，天上的月亮也在和我们一

起团圆。

团圆是美酒，喝时甜，回味更甜；团圆是繁花，看时美，回想更美；团

圆是时间，当下珍重，回忆可贵。爸爸妈妈带着我，贴春联、看春晚，挂灯笼、

吃饺子，说笑话、哼小曲，在这个南海的家，到处都是蜜的味道。

听！我听见了春风拂过。

看！我看见了花红柳绿。

深呼吸，我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今年的愿望——不负光阴，不负韶华，心怀美好，向阳生长。明年春节，

咱们南海再团圆！

2021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五  小雨

2021 年 2 月 11 日  星期四  晴

终于盼来了除夕。除夕，就是大年三十，除夕是守岁、年夜饭的重要时刻。

真是令人兴奋的日子！

今天一大早，爸爸让我和姐姐负责贴春联。我心想：不就是贴春联嘛，

这可难不倒我。于是，我快步拿起一个“福”字，就往大门板上贴去。姐姐

却哈哈大笑：“贴错啰！”我不服气：“福字就是要倒着贴啊，福到嘛。”我

们只好请爸爸当裁判。爸爸却站在姐姐这边，他耐心地解释道：“不是所有的

福字都要倒着贴，比如大门板上，这是一家人进出的地方，所以大门上的福

字都要正着贴，象征‘迎福’和‘接福’的寓意。”我和姐姐恍然大悟，原

来贴“福”字有这么多讲究，比如水缸和垃圾箱上，防止福气被倒掉，可以

倒贴“福”字。接下来，我和姐姐分工合作，很快就把家里的春联贴好了。

瞧，“万事如意财运来”，“新春大吉福门开”，横批——“吉祥如意”。喜气

洋洋的春联正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

到了除夕夜，一家人其乐融融聚在一起，共享团圆饭。爸爸妈妈准备了一

桌子丰盛的菜肴，“年年有余”“金鸡报喜”“节节高升”“牛气冲天”——光

听菜名，你能猜出是什么好菜吗？爸爸说年味，就是家乡味。今年由于疫情，

只有爷爷奶奶留在老家，我们只能通过微信视频一起品尝年夜饭了。我对爷爷

奶奶说：“爷爷奶奶新年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在南海过大年，都挺好的！”

我明白了，无论是否回家，家人都是心心相连的，有一种团圆，叫心的团圆。

部分优秀作品节选

初中

近年来，南海的标志性

建筑日渐增多。新春佳节，美

丽的千灯湖，魅力的南国桃

园，各具特色的大小公园等，

处处都精心布置，迎接新年

的到来。说到红，不得不提

南国桃园的桃红！桃花谷内

种植了大量的桃树。春节期

间，桃花相互邀约似地盛开。

漫山遍野、桃红柳绿，与湖

水、小桥相互辉映，宛若桃

花仙境。我们一家都迫不及

待地与桃花争相拍照留念。

——南海实验中学初一（6）班 

郑树桐

春节是我最期待的日子，

往年我们一家都会提早回老

家过年，但疫情防控仍不能

松懈，所以今年我们响应政

府号召，就地过年！

留在南海过年其实也有另

一番的趣味，因为这里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妈妈喜欢看花，

可以到梦里水乡百花园欣赏各

种不同品种的花，沉浸在花海

中当个花仙子。爸爸喜欢登山，

西樵山是他的挚爱。西樵山有

七十二峰，以山青，水奇著称，

享有“岭南佳境”之盛名，是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周边的南

国桃园，不仅可以爬山锻炼身体，

还可以沿途观赏桃花。而我，就

想去千灯湖划船、放风筝，沿着

绿化带慢跑，晚上还可以观赏千

灯湖美丽的灯光夜景。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603班

梁乐然

轻尝一口，食物的味道

和年味一起，像种子一样扎

根，在味蕾绽放。人间至味，

不过外婆寄来的小菜一二。

菜香裹挟了思绪，仿佛回到

从前，外婆在厨房里精心准

备美食，折菜、切肉、片鱼、

宰鸡，每一道后面似乎藏匿

着魔法。我站在一旁看着外

婆忙碌，一边念念叨叨的重

申自己最爱的菜，好让大人

们记住不要用其他理由搪塞

过去，幸好这样的心愿总是

能得到满足。大人们一边手

上不停忙着活计，一边絮絮

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

——大沥镇海北初级中学 807 班 

闫以琳

作为新南海人，听闻千

灯湖有灯光秀上映，我和妈

妈决定年初二晚一同前去观

看，探访这场在“城市客厅”

上映的光与影的魔术。晚上

八点钟，我和妈妈刚找到位

置，灯光秀就开映了。只见

湖对面的大厦群楼外屏亮起

了一片炫目的光，蓝色的湖

水迎着人们的欢呼声波涛而

起，气势磅礴地朝着前方奔

来，宝蓝、湖蓝、浅蓝层层

叠叠，卷起的波涛犹如万马

奔腾。再一抬头，又见一片

龙舟队登场，只见那红、绿、

黄相间的龙舟在震天响的锣

鼓声中潇洒登场，大厦上闪

过一艘一艘神气的龙舟！

——南师附小 602 班

方一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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