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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工行 温度

近日，工商银行洛阳分行洛龙支行组
织服务人员深入各类商铺，为客户提供

“零钱包”服务，满足商户零钞需求，同时
积极开展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人民币流
通环境。

洛龙支行负责人介绍，该行近期全面
开展“零钱包”兑换服务活动，配备两种规

格（500 元和 300 元）、四种面额（20 元、10
元、5元、1元）的“零钱包”，通过网点服务和
上门服务两种方式为客户兑换“零钱包”，
持续优化人民币现金收付服务。

同时，该行利用客户到网点办理业务
的有利时机分发人民币宣传折页，开展厅
堂微沙龙活动，通过多媒体播放器滚动播

放“不宜流通的人民币标准”和“零钱包”等
宣传海报，通过LED显示屏滚动播放“不得
拒收人民币现金”相关宣传标语；组织服务
小分队，安排服务人员走上街头，重点向药
店、烟酒超市、小吃店等商户发放“整治拒
收人民币现金”宣传资料，讲解宣传人民币
现金和反假币知识，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示

范引领作用。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将持续开展拒收人

民币现金整治行动，普及推广“零钱包”及
人民币现金相关知识，营造自觉维护人民
币国家法定货币地位的浓厚氛围，让金融
服务更有温度。

（贾梅梅）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洛龙支行：

普及推广“零钱包”当好群众“贴心人”

近日，交通银行洛阳分行利用春节有利
时机，结合实际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切实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做实做
细，营造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

开展立体宣传。该行结合春节期间人员
流动特点、民风民俗等，安排各营业网点运用
电子屏幕、横幅、海报、展板、折页等宣传载
体，扎实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创新形式、注重
实效，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渠
道，通过公益广告、新春佳节宣传品、金融产
品宣传广告等载体扩大宣传覆盖面。

深入基层宣讲。该行组织“社区行”“校
园行”“企业行”等活动，安排服务人员深入一
线，与群众“面对面”，详细解读法律政策，剖
析典型案例，提示投资风险，帮助重点人群提
升防范意识；针对养老、涉农等领域客户群
体，介绍涉及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等常见新型
非法集资案例，加强风险预警提示。

下一步，交通银行洛阳分行将坚持金融
为民初心，践行国有大行担当，常态化开展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帮助广大群众守住钱
袋子、护好幸福家。 （交宣）

交通银行洛阳分行：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持续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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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下午，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老城
支行举行迎新春客户答谢会，邀请我市著名
书画家宋荣欣、赵荣杰、黄军和、刘久亮现场
义写春联和福字、创作牡丹画等艺术作品，
向参加答谢会的客户、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
者、低保户、贫困群众送上新春问候。（如图）

此外，50 多位客户代表和书画家们欢
聚一堂、共话发展。客户代表就企业发展、
政府扶持、银企合作等话题与书画家、农行
服务人员交流，祝愿老城支行在政府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上级各项政策的持续引导下
不断完善各项服务，在 2024 年实现新突
破、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农业银行洛阳分行以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为己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乡
村振兴、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全方
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存贷款和资产总量持
续增长。老城支行围绕老城区文旅强区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审批城市更新项
目贷款5亿元、科技产业社区项目贷款2.2亿

元、普惠贷款1亿元，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助力洛阳科创企业“乘风破浪”、文旅项目“火
爆出圈”；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园区贷等特色产
品，为牡丹种植、全蝎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项
目累计投放涉农贷款1.5亿元，惠及1200多位
农户，切实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将有效发挥“红色
金融、绿色产业”独特优势，为社会创造更
多的财富与价值，为现代化洛阳建设贡献
农行力量。 蔡延强 杨振 文/图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老城支行迎新春客户答谢会举行

干在实处创工作佳绩 走在前列送先进文化

写春联、贴春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习俗。一副副春联寄托着一个个家庭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也反映着他们的情感寄托、价值
追求和家风家训。

每年腊八节过后，赶集人多得“拧成绳”。
母亲一趟趟在集市和家之间往返奔波。父亲
不在家，写春联用的红纸、墨汁等，母亲要到集
市上早早置办齐全。

小年过后，父亲回来了，街坊邻居赶集似
的，把写春联的红纸送过来，有的大人置办年
货腾不开手，会打发孩子把红纸送来交到父亲
手里。

母亲很支持父亲义务写春联，早早地把屋
子收拾得利利落落。有时，父亲正吃饭，有人拿
着纸来了，父亲第一时间放下碗，来到桌前，根据
门窗大小、数量多少，魔术师般将大红纸折成大
小不一的长方形、正方形，然后用一把带柄的小
刀，将折好的红纸裁成相应的尺寸，动作娴熟规
范，纸张一点儿也不浪费，让人称奇。

父亲常说，一副好春联，不仅能带给全家
人平安与欢乐，还能带来好的家风。因此，他
把写春联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情，投入了极大的
热情与耐心。

等父亲把街坊邻居的春联写好后，才开始
写自家的春联。父亲拿起蘸满墨汁的毛笔，在

砚台边刮两下，凝神静气，开始落笔，行云流水
般在大红纸上写下这样一副春联：耕读并行传
家业；礼廉双崇惠后人。横批：孝悌之家。

父亲写春联时，我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
着。父亲给我讲解：耕好田是农家子弟的本
分，勤读书是农家子弟鱼跃龙门的资本，知礼
仪、晓廉耻是做人的底线，孝是要报答父母养
育恩，悌指要珍惜兄弟姐妹手足情，这既是家
风，也是家训。

除夕，父亲搬来梯子，招呼哥哥把春联贴在
门楣上。有人不讲究春联内容，更不懂上联、下
联，只图个喜庆就中。而父亲对此有自己的规
矩，他仔仔细细端详几遍，直到满意了，才准许放
鞭炮，一家人才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父亲去世前，耕读勤勉、恪守孝悌的家风
被他一年年写进春联里，也被我们姊妹几个牢
牢记在心里。

如今，每年春节前，哥哥都要重写父亲
留下来的那些春联，像父亲当年教导我们一
样，把春联里蕴含的家风家训，一遍遍讲给晚
辈听。

我们家也一直坚持手写春联，我相信，从
儿子第一次认认真真写春联、贴春联那一刻
起，写在春联上的家训，延续在春联里的家风，
已经悄悄在他心底生根发芽！

“二十三儿，发面火烧夹糖瓜儿……大年初
一儿，撅屁股作揖儿。”小时候，一进入腊月，外
婆就开始给我唱春节的歌谣，儿化音卷在舌尖
上飘过来，裹满乡情古韵，听曲入睡，年就会来
到我梦里。

那歌谣是老家过年的“日程表”，是年俗，是
“年规”。小年过后，人们踏着“日程表”的节拍
走。每天既忙碌又快乐，一瓢舀下去，捞上来
的，都是密密匝匝的欢声笑语，日子一天比一
天响亮，一路欢歌，直奔大年初一。

老家年俗：“二十八儿，贴嘎嘎儿（对联年
画）”。这一天很忙：写对联，贴对联。因为二爷，
村里又添了一档热闹事：赏评对联。

二爷是村里唯一的教书先生，写一手好毛笔
字，春节大家都找他写对联。后来，二爷指点着
让各家年轻人自己动手写。对联贴上后，二爷背
着手，尾随一群人，挨家挨户看，不时品评一番，
指指点点。遇到好对联，二爷就点明好在哪儿：
或意思好，或对仗工整有趣，或字写得好，或是有
长进。这时，二爷就笑呵呵地拍拍年轻人的肩
膀，家人脸上放光，年轻人更会高兴一年。每个
人都是紧张又期待，生怕对联有差错。晚上，端
了饭碗就出门凑一堆，对各家的对联津津乐道。

如果不懂年俗、不守“年规”，那就麻烦了。
“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回。”这是灶神对联，

灶神初一五更回家，是保一家平安，这是规矩。
一个小子别出心裁地写成“二十三日去，一去不
回头”！这还得了！笑话传遍十里八乡，别怨“金
箍当头”，这小子不戴金箍还真不中！

老家有规矩：过年“搁锅”（炸油食）前，舀一
碗水插双红筷子放门口，不许他人进灶火，自家
孩子也不行。有一年，香味撩得我没忍住，扯上
妹妹就进了灶火。爹娘既疼爱又满脸不悦：“不
能在这儿吃，把这盆油馍抬出去！”我俩感觉不
妙，赶紧抬上瓷盆就走，刚到门口，“啪”的一声瓷
盆掉落，油馍滚一地。过年要图吉利，爹和娘不
吭声心里却窝着气，这让我感觉比挨打还难受。

我明白了：得守规矩！有规矩管着，有年俗
这根线牵着，我们才能尽享年的快乐。

最稠密的规矩和最快乐的日子集中在大年
初一。五更起床头件事：悄悄开大门，放响开门
炮，迎进财神爷。洗罢脸先到家谱轴子前，给祖
先上香叩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跪地跪天
跪祖宗，汉子们无比虔诚。点起柏枝火，唤起一
家人……这都是讲程序有规矩的。比如下饺
子，排子上要留几个，祈“有余”；吃饺子前，先放
鞭炮敬祖宗……

有的规矩影响我们疯玩，我们很不情愿，却
又不敢违背。比如，上午我们玩空炮筒，正玩得
起劲，却来了命令：去给老寿星拜年！我们老老
实实挨个进门。等老寿星在椅子上坐定，一排
少年齐叩头。嘿，有好事：老寿星笑呵呵的，又
是发红包，又是往我们口袋里塞糖装花生。长
大后我们才知道，大人们收获更丰：平时邻里间
难免积一些疙瘩，这一拜，所有的恩怨全都烟消
云散，满村子其乐融融。

年俗，满满的仪式感，暖暖的规矩，古老的
歌，陈年的酒，谁喝都得醉。

深夜，陌生都市的街头，刚下班的阿木裹
紧了棉衣，拖着沉重的双腿匆匆走在回住所的
路上。道路两旁，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流光溢
彩，清冷却又充满诱惑。

半个小时后，阿木终于回到租住的简陋地
下室。简单洗漱完毕，他就将疲累的自己扔在
了床上。睡不着，翻看手机日历，已是腊月十
八，离年关越来越近了。看时间一天天往前飞
奔，阿木的心惶惶不安起来。思绪一次次穿越
千里，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个贫瘠的小山村，生他养他的地方，有
他牵挂的亲人和熟悉的一草一木。爹的老寒
腿今年冬天不知道好点没有？电视老旧，娘爱
看的戏曲频道还能不能看？家里的小黄狗已
经长大了吧？邻家门前的蜡梅是否开得正盛，
清香依旧？菜地里的大白菜靠谁帮忙运送回
家？这一切都像一只无形的手攫住他的心，
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想起年初和娘怄气，一个人来到这陌生的
大都市，还向娘夸下海口，过年回家要给家里
换台电视，给爹买辆老年代步车。那时他想，
年轻人只要不懒肯干，就能找到工作赚钱。来
了以后才发现，现实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
单。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没学历没技能，工
作并不好找。没有工作，吃住都成了问题。

后来，一位好心人介绍他来到一家饭店
打工。饭店工资不高，除去租房费用和日常
花销，他几乎剩不了什么钱。不是没想过回
去，只是倔强的他不愿在娘面前失了面子。
娘隔段时间就会打电话来问他情况，而他总
是简单地回一句“我很好”，就匆匆挂断电
话。娘好像听不出他的敷衍，仍会一次次地
打电话过来。

现在，年一天天近了，他的心也无数次飞
回家乡。只是，当初的“豪言壮语”化为空谈，
他有何颜面回去面对爹娘？正想着，忽然手机
铃声响，是娘的电话。这么晚，娘还没睡，他犹
豫了一下，接通了电话。“孩子，该过年了，回家
吧，娘给你做你爱吃的手擀面和红烧肉！”他心
里一热：“娘，可是，我……”

“啥也不用说，孩子，回家过年！乡镇领导
在咱村举办了技能培训班，娘都给你报名了，
回来吧！”娘的声音里透着坚决。他哽咽了。
是啊，别人都在看你飞得高不高、远不远，只有
母亲会心疼你飞得累不累，给你一个停靠的港
湾，一个永远温暖的家。他决定了，明天就去
订车票，准备回家。

他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在熟悉的路
上，抱一抱故土，陪陪爹娘，将过年的大红灯笼
高高挂在门前，让它映红小村的脸庞！

瑞雪辞旧岁，红梅迎新春。每到过大年、唱
大戏，欢欢喜喜的幸福时刻，我的思绪便不由得
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想起父亲为传承戏曲
文化雪夜排戏的情景……

那些年，一进入寒冬腊月，排戏就成了父亲
的“主业”。大队排的戏是曲剧，父亲会拉坠胡，
坐乐队“第一把交椅”。父亲每次排完戏回到
家，两只脚冻得如同冰块，我们弟兄三个，谁也
不愿意睡他脚头。

有一次，我随父亲到排戏现场看热闹，父亲
和演员们的认真态度令我难忘。有新演员的唱
腔与乐队伴奏不合拍，他们就一遍遍试，一遍不
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反复练习好多遍才
合上拍。他们排练大戏时，一段戏一段戏地练，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老演员手把手地教新
演员，传帮带的作用发挥得真好。排完一部大
戏，还要合练十多遍，直到满意为止。

这天排戏到深夜，雪还在下，回家的路被大
雪覆盖，是路、是地还是坑，也分不清。父亲拉
着我，顶着凛冽的寒风，用木棍边试探，边深一
脚浅一脚朝家的方向走去。有的地方积雪到了

膝盖以上，我俩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有
处路面结冰，我不小心摔倒了，父亲把我拉起
来，拍了拍我身上的雪，小碎步一点一点朝前
挪，有一次差点跌落三米多深的路崖。就这样，
我们冒雪走了一个多小时，进入一个村庄，借着
雪光仔细辨认，才知道迷路了，走到了邻村。

我们又折回来，继续一步步向前移动。回
到家里已成了雪人，棉袄棉裤外冰内湿，浑身直
打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母亲赶紧生了一盆
火，端在我们跟前，又进厨房熬了姜汤，让我们
趁热喝下，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缓过劲
来。

母亲心疼地埋怨：“你为排戏，连老命都快
搭上了。”父亲却回答：“咱这山区平时没啥文化
活动，乡亲们盼望过年看场戏、过个戏瘾，我怎
么能打退堂鼓呢？”

正月初二至初四，方圆几十里的父老乡亲
成群结队来我们大队部看戏，戏台上锣鼓阵阵，
戏台下欢声笑语。当我看到一张张观众的笑
脸，一个个如痴如醉的表情，心想，父亲雪夜排
戏吃的苦是值得的……

□赵奎

□夏一新

□华平

□王军霞

回家过年

春联蕴家风春联蕴家风

家风家教

年俗如歌年俗如歌

民俗民情

岁月回首雪夜排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