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韩毅

又是一年春来到，办年货、贴春联、
扫阳尘、祭灶王、吃年饭、放爆竹、守岁拜
年……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已经开始，
山城弥漫着浓浓的年味。

随着岁月变迁，有些曾经的年俗逐
渐被淡忘，新的习俗日渐盛行。也许，改
变的只是内容与形式，不变的是记忆与
情愫。春节来临之际，重庆日报记者走
访了民俗专家、文化学者、市民群众，溯
源那些世代流传关于年的文化符号、精
神寄托，解锁关于年的喜庆热烈、奇妙创
意，期待我们来年更红火。

年货
赶场VS网购

“起早赶集买年货，天晴趁暖宰鸡
鸭。”过年前置办年货，是第一波满满的

“回忆杀”，预示着“年”真的要来了。无
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们都会扎堆赶
场，购买年货，糕点、干货、糖果、烟酒茶、
肉类制品、对联、窗花……

近年来，随着电商发展，网购已成新
风潮。据京东到家发布的《2020年年货
消费趋势报告》，重庆人的销售额同比增
长1.22倍，购买力居全国第三。年货清单
也从重“吃”向吃、娱、游并举发展，量则从

“囤一批，吃半月”变为“少屯点，更新鲜”。

扫阳尘
一日净VS日日洁

扫阳尘，即年终大扫除，是我国的传
统民俗之一，以表达辞旧迎新、迎祥纳福
的美好愿望。

“该习俗由来已久，《礼记》中有‘凡
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的记

事，周书《秘奥造宅经》有‘沟渠通浚，屋
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的记载，《吕
氏春秋》有‘岁除日，击鼓驱疠疫鬼，谓之
逐除，亦曰木难’。”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唐伯友称。

目前，该习俗在城市已日渐消失，家
家户户平日都比较重视卫生环境，早已
从“一日净”变成了“日日洁”。在农村，
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人居环境的改善，
环境卫生也已发生很大变化，年终大扫
除的意义已不是很大。

春联
手书VS印制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从北宋王安石《元日》这首诗，我
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过春节有放鞭
炮、喝酒、换桃符的年俗。桃符是古人用
桃木刻符于门，用来驱鬼，后来演变为春
联、年画。这些习俗，一直沿袭至今，传
统的年味儿并未消失。”重庆图书馆文史
专家万华英感叹。

万华英说，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
联、对子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
的文字，抒发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是我
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时至今日，无论城
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春节都要精选一
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
气氛。只是随着毛笔的使用量减少，古
时手书多变为如今的印刷品。

年夜饭
酒楼VS家里

年夜饭，不仅是春节传统习俗中的
重头戏，也是国人最温暖、最柔情、最重
要的一顿饭。从腊月二十几，奶奶、妈妈
就开始准备食材的身影，是不少人儿时

的共同记忆。
费时、费力、费工……丰盛的年夜大

餐，近年来也在悄然变化，记者走访了我
市多家酒店、餐馆，今年的年夜饭预订十
分火爆，不少地方已“一桌难求”。“年夜
饭，象征着团团圆圆，不管是在酒楼吃还
是在家吃，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才最
重要。”家住渝北区冉家坝新城丽都小区
的张女士称，她家亲戚多，挤在家里吃，
大人孩子都吃不好，早在半个月前就预
定了酒店的年夜饭。

回娘家
初二VS平时

回娘家，是我国又一个有特色的岁
时风俗。按照传统习俗，大年初二，又称
迎婿日，出嫁的女儿要带着丈夫及儿女
回娘家拜年，且必须携带礼品和红包。
但初一不可以回娘家，否则会把娘家吃
穷。

不过，时过境迁，异地夫妻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回婆家过年还是回娘家过年，
在很多家庭里是一道情商考题，甚至可
能引发“夫妻战争”。夫妻充分沟通、协
商，规划出最合适方案，才是解决之道。

过节
回家VS旅游

团圆，是春节的主题词。曾几何时，
漂泊在外的游子无论多难都会想方设法
赶在除夕前归家，与家人欢聚一堂，电影
《人在囧途》就曾引起一代人的共鸣。

时移俗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交通的便利化，逆向团聚（接父母
进城团聚）、旅游过年已成新风尚。据
携程旅游发布的《2020春节“中国人旅
游过年”趋势预测报告》及《2020春节

出境游签证人气与便利度排行榜》，“拖
家带口出去浪”成了新年俗，预计今年
春节将有4.5亿人次出游，足迹遍布全
球，其中重庆人的签证办理量同比增长
超过100%。

压岁钱
纸质红包VS手机红包

压岁钱，又名压祟钱，年节习俗之
一，由长辈派发给晚辈，寓意辟邪驱鬼、
保佑平安。《燕京岁时记》有载：“以彩绳
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
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如今时代变了，手机支付成为一场
全民狂欢。微信发红包、聚在一起抢红
包、发拜年小视频、发表情包……“互联
网+过年”的方式，已经成了过年的一部
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年味淡了的表
现，而是压岁钱在网络时代的传承，在传
承中也伴随着革新。尤其是网上抢红
包，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交分享的喜
悦，且现在晚辈也可以向长辈发红包以
示孝意。”唐伯友称。

放爆竹
传统鞭炮VS电子鞭炮

放爆竹，是我国春节一项传统民俗，
相传是为了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表达
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但出于环保要求，全国多数地方对
烟花爆竹都进行了管制。今年，我市绕
城高速公路以内等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记者在批发市场看见，既能带来年
味又能减少环境污染的电子鞭炮，逐渐
在市场上流行起来。“不放鞭炮、低碳过
年”并非年味丧失，而是移风易俗、文明
过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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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俗VS旧年俗

解锁重庆不一样的民俗年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
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获悉，春节前，各区县执法人员将对
辖区内的宾馆、旅店等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开展卫生监督检查，保
障市民住宿卫生。

据了解，此次卫生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是否设立卫生管理
部门或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是否按规定建立完整的卫
生管理档案，从业人员是否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是否设置醒
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识，是否按规定对空气、水质、采光、照
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进行卫生检测，是否按规定落实公共用
品用具清洗消毒等。

2019年11月1日，《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以下
简称新标准）正式实施，代替《旅店业卫生标准》（以下简称旧标
准）等标准。

“新标准实施后，对各类住宿场所统一要求，在卫生标准值
上，快捷酒店和星级宾馆一视同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有关负责人说，以普通旅店、招待所为例，新标准对室内温
度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为冬季16℃-20℃，夏季26℃-28℃，
替代了旧标准中冬季（采暖地区）大于等于16℃，夏季无温度要
求的规定。

在噪声方面，新标准中环境噪声要求不大于45dB（A），替
代了旧标准中对环境噪声无要求的规定。空气质量方面，新标
准相较于旧标准，新增了对空气中苯、甲苯、二甲苯、臭氧、总挥
发性有机物、氡、氨等卫生要求，进一步严格了住宿场所室内空
气标准。

新标准还将公共用品用具细分为杯具、棉织品、洁具、鞋类、
美容美发工具、修脚工具、其他用品用具等类别，并增加了外观
要求。以棉织品（床单、被罩等）为例，外观应清洁整齐、无污渍、
无破损、无毛发、无异味，这些都在旧标准中没有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重庆市各区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将继续加强公共场所检查力度，确保春节期间公共场所
卫生安全，让大家能过一个安全健康的新年。

过个安全健康年

重庆开展住宿场所
卫生监督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20日，记者从市燃管办了解
到，全市自2019年11月1日启动2020年春节期间燃放安全管
理工作以来，共查处非法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270起，其中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件166起，占比61.48%。

1月15日上午，开州区燃管办接群众举报称，一辆红色货车
满载烟花爆竹，停在丰乐街道清河路临湖的老冻库院坝内，驾驶
员不见踪影。开州区燃管办执法人员立即赶到，发现该车停在一
校车旁，车内装有烟花爆竹680余件，执法人员立即予以现场扣
押。经查，该车驾驶员牛某没有《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该
车也不具备安全运输烟花爆竹的相关资质。开州区公安局依法
对牛某处以行政拘留15天，非法烟花爆竹产品予以收缴。

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民警介绍，民警在查案中发现，部分违法
人员不清楚客运公交车、私家车等不具备烟花爆竹运输条件和
资质，直到被执法部门查获才知道自己违反了相关规定。

民警提醒，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经由道路运
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应当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
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公安部门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符合
条件后，核发《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载明托运人、承运人、
一次性运输有效期限、起始地点、行驶路线、经停地点、烟花爆竹
的种类、规格和数量。取得许可证运输烟花爆竹时，承运人除应
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外，还应注意随车携
带许可证，运输车辆悬挂或者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易燃易爆危
险物品警示标志，烟花爆竹的装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装
载烟花爆竹的车厢不得载人，运输车辆限速行驶，途中经停必须
有专人看守，出现危险情况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报告当地公
安部门。烟花爆竹运达目的地后，收货人应当在3日内将许可
证交回发证机关核销。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法的，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重庆查处
涉烟花爆竹案270起

民警提醒：非法运输烟花爆竹将被拘留

□本报记者 王亚同

“春风吹，醉心扉，好日子越过越有味”……台上，精彩纷
呈，台下，观众们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笑语不断，台上台下，汇
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这是1月19日，江津区珞璜镇合解村村民
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晚”演出现场，这也是该村举办的第六个

“村晚”。
据了解，合解村有1717户共4500多人口。近年来，靠着

“重庆市无公害蔬菜基地”“中小企业创业基地”等几块牌子，村
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物质生活好起来了，大家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想
多搞点文艺活动丰富生活。”合解村党委书记庄太前介绍说。于
是，2015年春节，村里搞了第一次“村晚”，而后年年都举办。

“近几年来，合解村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重庆市文明村’等荣誉称号。”庄太前说。

今年，参加演出的村民达300余名。“村晚”的总编导刘昌富
介绍，节目完全由村民出演，他指着跳舞的几个演员说，这个是
种菜大户，那个是养殖能手……

男声独唱《我的中国心》、舞蹈《不忘初心》、广场舞《大美
合解村》、快板舞《精准扶贫奔小康》，还有由村里的五保户、
低保户代表们共同演唱的《社会主义好》……最接地气的是
以垃圾分类为题材的方言小品《合解美丽靠大家》，讲述村里
两个“犟”大嫂，乱倒垃圾，后来在社区卫生监督员的帮助下，
思想观念得以转变，最后主动成为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故
事。因为是方言表演，人物性格鲜明、语气夸张，让观众们笑
得前仰后合。

参加该节目的群众演员徐永伦，是合解村九组的一位种菜
能手，每年他家的大棚蔬菜就能卖七八万元，还不算他加工棉花
的生意，加起来年收入有十几万元，他说，日子过好了，也要把环
境卫生搞好，建设美丽乡村，是村民的应尽之责。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一个，台上的演员一脸喜悦，跳得开心
自然，台下的村民情不自禁地喝彩，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江津合解村
300村民参演“村晚”

◀1月19日，渝中
区八一路好吃街热闹
喜气。当日，解放碑迎
春灯饰亮灯迎宾,满天
星、大红灯笼、雪花灯
等多彩灯饰营造出浓
浓 的 春 节 喜 庆 氛
围。

特约摄影 钟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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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市民
在南川区鼓楼广场选
购新春饰品。随着春
节越来越近，当地年货
市场越来越红火，人们
纷纷选购春联、年画、
中国结、灯笼等新春饰
品，张灯结彩过新年。

特约摄影 瞿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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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举办“幸福铜罐驿 现代美
乡村”2020年迎春晚会。图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明独唱《山
歌唱出好兆头》。 通讯员 周邦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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