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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春节假期
画上了句号。这个
假 期 ，您 是 怎 么 过
的？什么事儿拨动
了您的心弦？春节
假期期间，本报“微
过 节 ”活 动 邀 请 广
大 读 者 晒 晒“ 家 的
味 道 ”、说 说“ 新 春
新风”，动动手指留
下这个春节的难忘
记忆。许多读者通
过本报官方微博、微
信公众号与我们互
动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年味儿”。

核
心
提
示

12日，一股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迎来
雨雪降温天气。受此影响，当日我市普降小雨，局部中雨。昨
日，冷空气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黄色预
警称，受较强冷空气影响，13日至14日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
北向南继续出现大风和强降温天气。

昨日8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称，48小时
内我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8℃以上，平均风力可达5
级以上。

气象专家介绍，虽然气温下降剧烈，但是由于前期气温偏
高，此次寒潮天气过程不会出现大范围极端低温。15日起，
冷空气影响将逐渐结束，天气好转，气温有所回升。

据市气象台预报，今日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天，偏西风 4
级左右，气温-6℃到 7℃；明日全区晴天间多云，气温-6℃
到8℃。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市大部地区将有4级到5级风，建
议做好城市和森林防火、室外搭建物加固等各项工作，同时尽
量减少烟花爆竹燃放。

假期结束，气温骤降。内科医生提醒，近期因过度劳累、
气温忽高忽低等因素引起的感冒呈上升趋势。上班后大家需
提防“温差病”，尤其做好对感冒的预防，适时增减衣物。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禹东晖

寒潮至 大风起
最低气温降8℃

■记者昨日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不少车主对新车
“6年免检”仍存在误解，因未按时领取并粘贴检验合格
标志在路上被民警查获处罚。市交警支队负责人表
示，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0 年 9 月 1 日之后的非营运轿
车、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仅是在按检验周期检验时免
上线检验，直接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车主依然需要按照
检验周期申领并张贴检验合格标志。可享受“免检”的
车主需将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后，
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就近前往市区各车管中队
和县域各交警大队免费申领。

（苏楠 田贝贝）

“家的味道”情意浓
“新春新风”扬正气

本报“微过节”活动引关注，来看看大家有哪些分享

家的味道，最是亲情暖人心

春节，是一个最能品出家的味道的节日。
微信用户“一颗心的距离”说：常年在外地打工，当

年关临近，“回家”便成了“候鸟族”口里最多的一个
词。漂泊在外，每当夜深人静时，最想念的就是家。盼
望春节，因为我们离家太久，因为我们对家的思念太
久。

大年初一一大早，37 岁的市民郝俊强便为 70 岁
的老母亲洗脚。洗脚时，母亲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父亲则用手机相机记录下这一瞬间。郝俊强说：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母亲洗脚。平日里，我们并不喜
欢‘赤裸裸’地表达情感，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总能让
亲情放大，让我们真正品味到家的味道。”

在47岁的栾川人张卫平眼中，家的味道，是天伦
的欢乐。2月初，他就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和81岁的
老母亲自驾去了成都游玩。每到一处，三代人就拍照
留念。大年初二晚上，张卫平和母亲坐在一起，向她展
示手机拍摄的照片，老人很高兴。他的爱人拍下了这
温情的瞬间。

微信用户“暴走的咖啡”拍下了母亲煮的饺子。他
说：“再丰盛的山珍海味也抵不过一家人一起动手包的
饺子。于我而言，家就是饺子的味道。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边聊天边吃饺子，吃的是亲情，情越浓，味越香。”

我们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年初一，媒体
人高锦为师傅张扬准备了一份薄礼——徒子徒孙的拜
年视频。他通过微信，把徒弟们的新春祝福发送给远
在哈尔滨的老师张扬。高锦说，30多年前结下师徒情
谊，即使自己不在身边陪伴，也要送上家人的祝福。看
着这些视频，老人就能感受到家的味道。

新春新风，文明花开千万朵

新风正气催人进，文明花开千万朵。在安乐祥和
过年之余，人们也在用心感受着新春新风的和煦温暖。

微信用户“圆静静”说：新年新发现——馒头少
了！过去，每逢过年家家都会准备好多馒头招待客人，
过完年、走完亲戚，馒头可能会坏掉不少。今年，大家
似乎形成默契，都减少了馒头的储备量。我想，这也是
反奢倡俭之风对老百姓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这个春节，网友“小灰狼”一家组建了一支“健身小
分队”，茶余饭后到洛浦公园散步，到新区体育馆打球、
游泳。“以前过年，一家人吃了打麻将，打完麻将接着
吃，麻将桌边烟雾缭绕，既不健康又不文明。”“小灰狼”
说，“今年不一样，这年过得绿色健康有意思。”

网友“流浪”也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春节。“流浪”是
伊川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也是一名残疾人。大
年初三，他听说伊川县白沙镇陈村的孤寡老人赵云龙
家失火了，简陋的房屋被焚烧一空，便赶紧在网上发帖

募捐。第二天，他们就把募集来的被褥、面粉、挂面和
2000余元现金送到了老人手里。

“今天气温骤降，可看到栾川街头的这一幕，心里
暖暖的。”这是网友“亲亲鱼泡眼”转发微博时的评论。
大年初三晚，她在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当日18时许，
在栾川时代广场附近，一位卖甘蔗的老人突然晕倒，两
名路过的年轻姑娘立刻上前施救，周围的群众也纷纷
帮忙，有人维持秩序，有人打电话报警……网友纷纷为
此点赞。

春节逛庙会，是不少人的习惯。前两天，网友“白
昼的星光”陪家人一起到关林逛庙会，恰好看到一个小
学生把地上的塑料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弯一下腰，
捡起的是文明。”她说，看到这样的孩子，对古都洛阳的
未来信心满满。

微信用户“洁儿”是刚嫁到洛阳的外地媳妇，今年
头一年在洛阳过春节。大年初四早上，她陪婆婆去超
市买菜，回家后发现装有身份证、驾驶证的钱包不见
了。着急之余，“洁儿”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自己的遭遇，
令她没想到的是，不到1个小时，朋友圈就被她发布的
消息刷屏了，同事、朋友、陌生人都在帮她转发。消息
在转发，爱心在传递，虽然钱包还没找到，但古都的文
明之风已经吹暖了她的心。

本报记者 王晓丹 朱艳艳

张卫平陪母亲看手机照片 （网友提供）郝俊强为母亲洗脚 （网友提供）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随着纸屑飞落，一只只顽皮
可爱的“猴子”就呈现在众人眼前。近日，市剪纸艺术
研究会组织会员在周王城广场为市民表演剪纸技艺，
90后孟津小伙畅杨杨的工作台前格外热闹。

“这可是我们的形象代言人。”市剪纸艺术研究会会
长王飞说，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帅小伙在剪纸届资历
颇深，他在19岁那年就获得了全国性剪纸大赛的铜奖。

男娃钟爱“婆婆活”
畅杨杨的老家在孟津县横水镇元庄村。小时候，

奶奶常和村里的婆婆们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在纸
上剪绣花花样，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她们拿
着纸折几下，“嚓、嚓、嚓”几剪刀下去，剪啥像啥。畅杨
杨看得发了呆，扯着奶奶要学剪纸。

上中学时，畅杨杨的剪纸爱好被不少男同学嘲笑，
说他一个男孩子却爱做“婆婆活”，他一笑了之。辍学
南下打工之后，他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剪纸上，宣
纸太贵，他就捡来广告纸、硬纸片不停练习。后来，他
干脆回到家，“宅”在家里一心苦练剪纸技能。

2011年，山西朔州举办了中国年俗剪纸大赛，畅
杨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寄去了自己的一幅作品，没想
到获得了铜奖。在朔州领奖时，各路高手五花八门的
作品让他大开眼界，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剪纸也能

“剪”出这么大一片天地！

从此以后，畅杨杨四处参赛，积极向外地高手讨教，
因为眼力好、心思活，他的剪纸技艺进步很快。几年下
来，他获得了多个剪纸大赛金奖，也渐渐小有名气。
2012年，有人慕名前来，花2000元买了他４幅剪纸。

去年，畅杨杨在老城区鼓楼附近开了一家工作室，
他的作品价格一路高涨，较大篇幅的作品已卖到1万
元以上。

助力孟津剪纸申遗
在将自己的爱好发展为事业的同时，畅杨杨还积

极助力孟津剪纸申遗。
2011年，畅杨杨偶然了解到洛宁剪纸已成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觉得孟津剪纸也不差，只是
没人来做相关工作。”畅杨杨说，他为自己增加了一个
目标：让孟津剪纸通过申请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从此，畅杨杨骑着摩托车跑遍了附近的村子，搜寻
剪纸老艺人的资料。2013年，畅杨杨把收集到的相关
资料送到了孟津县文化局，当年，孟津剪纸顺利入选县
级非遗名录。去年，孟津剪纸入选第四批河南省省级
非遗名录。

“未来5年，我会在作品的表现力上下功夫。”畅杨
杨说，剪纸虽然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但仍然需要创新。
这些年他结识了不少喜欢文学、艺术的年轻人，他们常

常在业余时间组织交流活动，今后，他将更多、更好地
利用这些年轻人的“圈子”来推广剪纸。

本报记者 张宁 文/图

90后小伙“剪”出美丽青春

畅杨杨创作剪纸作品

“‘党员手记’小本便于携带、随拿随记，我年已七十，但
只要身体还行，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的事儿我就要继续做下
去……”今年70岁的刘永法，在自己的“党员手记”上写有这
样的话语。

春节前，在涧西区郑州路办事处西苑社区开展的“党员手
记”年终晒评活动中，刘永法等5名党员的“党员手记”获得优
秀记录作品奖，这5名党员也相应获得了最佳参与奖，成为社
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

去年 3 月，该社区开始开展“党员手记”晒评活动，社区
200多名党员人手一本“党员手记”，将日常生活中的所看、所
悟、所做、所思、所感记录下来。通过每季度党员活动日的“收
集”“晾晒”及“评议”，社区党组织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得以改
进，群众的民生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居民的凡人善举得以更好
地发现弘扬……

截至今年 1 月 15 日，该社区共收集“党员手记”记录近
700条，其中有关社区建设的50余条，社区民生230余条，党
员活动建议30余条，治安管理30余条，好人好事330余条。
社区采纳并处理的有300余条，受到居民称赞。

该社区49号院多年前是个“无主院”，2012年由社区代
管。小院外来户多，每月卫生费很难收齐。去年7月，小院出
现无人打扫、垃圾无人清理的情况。许多党员在“党员手记”
上想办法、提建议。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去年10月到现
在，小院的保洁员、垃圾清运工每天按时到岗，及时打扫，小院
的面貌焕然一新。

“党员手记”让党员们乐于奉献，处处播撒正能量。66岁
的党员钱永生在街边发现摔倒老人，及时上前搀扶；63岁的
党员吕新云，发现楼栋里声控灯不亮，找来电工维修，照亮了
街坊邻里的回家路；党员刘永法看见小区的公共照明灯不亮，
就 爬到2米多高的梯子上更换灯泡。

党员文黎民在“党员手记”上写道：“我从未把记录‘党员
手记’当成任务，而是当成一种乐趣。要把党员的义务实践在
生活中，使自己身边的人都受益。”

社区党委副书记胡兵说，在西苑社区，“党员手记”既是党
员工作的“晴雨表”，又是党员作用发挥的“代言人”，通过开展

“党员手记”晒评活动，全体党员积极参与，不仅发掘出许多党
员身上的“闪光点”，鞭策鼓励党员自我加压，主动作为，传播
正能量，也切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晒出了党员的新
姿态和新作风。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徐筱菁

“党员手记”
晒出社区新作风

文明河南 暖暖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