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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陈 帅

有趣的灯谜、可口的汤圆、喜
庆的红灯笼……2月22日下午，
在清江浦区长东街道兴隆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二楼，元宵佳节氛围
浓厚。“今年我和社区老党员、外
卖小哥一起过节，大家一起吃汤
圆、猜灯谜。”“江苏好人”沈宝新
说，希望通过一起过节，让新业态
从业人员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
余，感受到社区的关爱和温暖，共
同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元宵佳
节。

早在几天前，沈宝新就和兴
隆社区党委书记刘建祥商量，今
年元宵节邀请外卖小哥一起过。

“兴隆社区位于新亚商圈，外卖小
哥比较多，平时他们都忙着送餐，
很少有机会坐下来歇一歇，这次
我们要发挥社区的优势，给他们
送上节日的祝福。”沈宝新说，元
宵节吃汤圆、猜灯谜必不可少，这
次社区准备了美味的汤圆和不少
灯谜，大家不仅可以品尝汤圆，猜
中灯谜还有礼品拿。

“男女单打——打一成语。”
老党员们和外卖小哥看着灯笼上
悬挂的一个个谜题，积极开动脑
筋。灯谜内容广泛，既有传统文
化知识，也有现代生活常识，既考
验了大家的智慧，也增添了节日
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当有人猜中
谜底获得一份小礼品时，欢乐的
氛围立即蔓延开来，整个活动现
场笑声不断，节日气氛浓厚。“这
些灯谜是我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准备的，不仅有传统的灯谜，还有
结合我们淮安本地特色的灯谜，
有趣又精巧。”沈宝新说，这次他
邀请老党员们一起参加活动，就
是希望在他们的带动下，年轻人
对传统节日能有更深的理解。

在大家聚精会神地猜着灯谜
时，社区志愿者们正煮着汤圆，软
糯的汤圆在锅中上下翻滚，老党
员们和外卖小哥围坐在一起，

吃着热腾腾的汤圆，甜在嘴
里，暖在心间。大家开心
地聊着节日习俗、唠着
家常，畅谈对新一年
的美好愿望。“我们小
时候，可没有这么好
吃的汤圆，现在不仅
有芝麻汤圆，还有鲜
肉汤圆，汤圆种类越
来越多，我们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沈宝新

笑着说。
活动的最后，社区还准

备了精美礼品作为节日礼物
送给外卖小哥。“今天和大家一起
猜灯谜、吃元宵，特别有家的感
觉，社区太温暖啦！”外卖小哥刘
洲说，大家坐在一起，边吃汤圆，
边聊着心里话，感到十分高兴，不
仅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也
增添了更多美好的回忆。

■融媒体记者 王 磊
通 讯 员 蒋婷婷

胡依默是翰文书院的创办人，同时
也是书院的书法老师。书院成立了16
年，胡依默也和书院的孩子们一起过了
16个元宵节。每年的元宵节她都要忙
到晚上8点多才能到家，为了表示歉
意，她会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人送上一
个亲手制作的花灯。“每次看到孩子们
拿着花灯手舞足蹈的模样，就仿佛看到
了小时候的自己，瞬间感觉自己都年轻
了。”胡依默笑着说。

在胡依默的记忆里，花灯就代表着
元宵节，也是她对元宵节最深的记忆。

“我是淮安本地人，小时候每年的元宵
节，父母都会带我去文庙逛庙会。”她
说，因为家里并不富裕，每次都是空着
手去、空着手回，虽然感受到了元宵节
的热闹，父母却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盏
花灯。拥有一盏自己的花灯，就成了她
元宵节最大的心愿。

后来年龄稍大一些，胡依默喜欢上
了书法和绘画，元宵节的时候便萌生了
自己做花灯的想法。“也没有人教，当时
就是自己琢磨，用竹签搭一个花灯架
子，用橡皮筋扎紧，然后找来纸在上面
画上图案，把胶水糊在花灯架上，找根
绳子系在木棍上，再在花灯里点上一根
蜡烛，就算完成了。”胡依默说，每次花
灯做好的时候，她都特别有成就感，尤
其是看到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自己就
更得意了。从此以后，元宵节自己动手
做花灯就成了一个习惯。

大学毕业以后，胡依默也在学校教
过书法，后来因为要照顾孩子，便自己
创办了翰文书院。书院刚成立的时候，
胡依默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所以书院
成立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她带着儿子一
起和书院的孩子们制作花灯。和孩子
们一起做花灯，是她元宵节最幸福的时
刻。

儿子长大了，小女儿也已经读初中
了，孩子们学业忙，没有时间和她一起
做花灯，但她还是将元宵节做花灯这个
活动一直坚持了下来。“只要和孩子们
在一起就觉得特别开心，好像回到了从
前，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一点也不觉
得累和枯燥。”胡依默也不会忘记，亲手
做两个花灯，回家带给自己的孩子。

胡依默说，自己从来不会在网上买
现成的制作花灯的手工材料，教给孩子
们的都是自己小时候做花灯的方法，一
方面想在做花灯的时候重温童年的快
乐，另一方面也想让每个孩子感受亲手
做花灯的成就感。“元宵节虽然是在书
院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很少和家人一
起吃团圆饭，但每一年的元宵节都让我
感到无比幸福，我在陪孩子们一起感受
传统习俗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胡依
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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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通 讯 员 高 畅

在市民李学珍的记忆中，元宵节
是一个代表团圆的传统节日，猜灯
谜、搓元宵、做花灯等诸多元宵节习
俗更是伴随李学珍从儿时到现在。
今年的元宵节如何度过？66岁的她
决定带着孙女一起到社区参加社区
工作人员精心筹备的元宵节主题活
动，和邻里一起感受浓浓的节日氛
围。

几天前，得知花街社区党委、文
庙商圈党委、文庙商圈联合工会将于
2月23日上午在文庙商圈党群服务
中心组织关爱新就业群体元宵节主
题活动，一直热衷社区集体活动的李
学珍早早就报了名。这次和以往不
同的是，她要带上9岁的孙女一起前
往，让孩子在社区集体活动中沉浸式
感受元宵节的节日氛围。

“元宵节一定要吃汤圆，代表着
团圆美满。”上午9点，社区元宵节活
动拉开序幕。早早来到现场的李学
珍便和前来参加活动的社区党员、志
愿者、外卖小哥一起搓汤圆。一小块
糯米面团先被搓圆，再在面团中央轻
轻按出一个小坑，填上一小勺黑芝麻
碎和一小块荤油，最后封好再搓圆
——就这样，一颗颗小汤圆在李学珍
娴熟的操作中完美出炉了。李学珍
说，小时候家里没有糯米，家人便用
黏玉米面搓汤圆。后来，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李学珍仍坚持每年元宵节亲
手搓汤圆，在元宵节当天一大早，她
便会为全家人端上热气腾腾的手工
汤圆。

元宵节，怎能少得了猜灯谜。活
动现场，悬挂着的各色灯谜吸引着参
加活动的人们。李学珍带着孙女仔
细研读每一个谜面，反复推敲。每当
猜出灯谜时，李学珍和孙女开心不
已。李学珍说，元宵节猜灯谜这个喜
好源于她的爷爷。小时候，每当回乡
下老家的时候，爷爷总会给她出谜
语，通过猜谜语李学珍学到了不少知
识。“左边不出头，右边不出头，不是
不出头，就是不出头——林。”“摸着
有节，看着无节，两头冰冷，中间火热
——日历。”……如今，几十年过去
了，李学珍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爷爷
教给自己的好多谜语。

元宵节做花灯必不可少。活动
现场，大家还一起动手做起了好看的
龙年元宵花灯。李学珍和孙女挑选
好喜欢的花灯样式后便认真制作起
来，不一会儿，两盏漂亮的元宵花灯
便组装好了。“带孩子参加社区元宵
节活动，不仅让孩子感受到了浓浓的
节日氛围，学习了传统节日习俗，还
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李学珍高
兴地说。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通 讯 员 张玉娇

“正月里的节日就要热热闹闹
地过。”86岁的唐士贤看着鲜艳的
灯笼、高高悬挂的灯谜、欢聚一堂
的邻居们笑呵呵地说。今年元宵
节，唐士贤所在的清江浦区柳树湾
街道桃花坞社区组织居民一起

“闹”元宵，在重温传统民俗的同
时，也让唐士贤和老伴感受到温暖
的邻里情。

唐士贤家住文华苑小区，今年
与邻居们一起欢度元宵佳节，他觉
得很开心。在唐士贤心中，元宵节
是春节年俗活动的压轴戏。正月
十五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
灯万盏，人们吃元宵、赏花灯、猜灯
谜、划旱船、舞狮子，游乐赏玩，热
闹非凡，承载了人们期盼生活团
圆、红火、幸福的愿望。“女儿说如
果元宵节工作不忙才能回来，开始
还担心我们老两口在家无聊，没想
到社区组织了元宵节活动，还专门
把我们这些平日不和子女一起居
住的老人都喊了过来。”

唐士贤与老伴穿梭在灯谜之
间，与几位邻居结伴，时不时停下
脚步看谜题、猜谜底，寻找隐藏在
灯谜背后的智慧与趣味。“四四方
方一座楼，大人小人住里头，小人
有嘴不开口，大人开口又动手。”唐
士贤被这个有点像绕口令的谜面
吸引住，反复读了好几遍，老伴也
在一旁眉头紧锁思索着。“是不是
木偶戏？”老伴说。唐士贤思索片
刻，恍然大悟：“控制着木偶的人是

‘大人’，木偶是‘小人’。”随即两人
相视哈哈大笑。“木偶戏在电视机
还没普及的年代特别受欢迎。”一
个灯谜，把唐士贤的思绪拉回了从
前。

唐士贤回忆道，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人们喜欢聚在村头聊天、吃
饭，逢年过节就更热闹了，只要听
到锣鼓声，那一定是有表演来了，
人们就像追星一样去观看，比如舞
狮子、划旱船，现场掌声、喝彩声不
断。“我年轻时就是一个划旱船的
演员。”唐士贤笑着说，从前在农村
老家，元宵节前几天就准备好高粱
秆子用来扎花船，家里的花床单拿
来往船身上一罩，再到街上买些彩
纸回来剪成小花点缀在船上，一个
简易的花船就做成了。“那时条件
不好，有花船的样子就行。”唐士贤
说，表演的时候他和一个叔叔一人
坐船、一人撑船。“我是站在船头撑
船的那个，还要唱点小调融合在表
演里。”说到这里，唐士贤清了清嗓
子，唱道：“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
户户点红灯……”“他年轻时长得
帅气，歌声也洪亮。”唐士贤的老伴
笑着说。

“吃元宵啰！”社区工作人员一
声吆喝，唐士贤拉着老伴和邻居一
同落座，品尝新鲜出炉，圆溜溜、甜
蜜蜜的元宵。“今年元宵节过得好，
既体验了传统民俗猜灯谜，又回忆
了往事，和邻居们相聚在一起十分

开心。”唐士贤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