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嘉定工业区娄塘村的宋大明

老人领到了 ２００５年 １月份的养老金 １５０
元，一看整整比去年多出 ５０元，一问才知
道，政府从２００５年起给农民的退休金增加
到１５０元。老宋激动地说：“没想到我没上
缴一分钱，政府却给我们农民加了‘工资’，

这真比儿女还贴心。”老宋算了一笔帐：去

年一年领到来自各级政府给予的养老金超

过１２００元，今年将超过 １８００元，加上老伴
的那一份，３０００多元用作零花钱足够了。老
宋感叹：“农民的收入是越来越多了，农民

的保障也越来越全了。生活在嘉定，我很幸

福！”据了解，在村级经济相对发达的马陆

镇、江桥镇、安亭镇等一些村，退休老人除

享受区、镇级“农保”机构发放的养老金外，

村里还另外给老人们增加了不同额度的养

老金，多的每人每月可拿到２００多元。
近年来，嘉定不断完善农村老人的生

活保障，养老金逐年提高，２００４年增加的幅
度最大，从原来的二、三十元上涨到 １００
元，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去年全年共发

放农村养老金 １０１８０．９１万元，５０４９１名农
村退休老人月平均享受养老金 １３８元，比
上年提高２７．８％，增幅为历年最高。

对于离土农民，区委、区政府积极推行

“镇保”，解决他们生活的后顾之忧，让广大

农民吃下“定心丸”。黄渡镇联群村村民赵

莉秀开始时还担心：“这政府搞建设本来是

件好事，但征地后，我们农民往后的日子怎

么过呀！”去年８月，赵莉秀参加了“镇保”，
并于当月就领到了４６０多元 “镇保”养老

金，她欣喜万分：“当初离开土地，心里直打

鼓，没想到这么快政府就为伲办妥了 ‘镇

保’，而且马上领到了退休金，今后不种地

也能养老了。”如今赵莉秀逢人就夸“镇保”

好，夸党和政府好。与赵莉秀一样，２００４年
全区有７．６７万名离土农民加入镇保，这一
“民心工程”，使广大农民喜上眉梢、甜在心

里，镇保因而成了农民挂在嘴边的新话题。

在确保农民生活逐年提高的同时，区

政府还致力于减轻农民的就医负担，实施

“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替代原来

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制度将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中的农民养老和医疗合二为

一，区镇两级财政加大扶持力度。在大病医

疗方面，区级大病社会统筹补偿范围降低

“门槛”，把原来的大病补偿报销起点标准

由“住院费满 １万元”改为“住院费和门诊
费满１万元‘；门诊医疗费用的报销起点标
准由原来２万元降低到１万元；补偿”封顶
额“由原来的２万元提高到３万元。农村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

了基本医疗服务，既使患小病者能及时得

到治疗，病治得起、治得好，又使患大病者

就医有保障，缓解和初步防止了因病致贫

和因病返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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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冈镇中泾村中陆村民组的宣世是

位颇有名气的种粮户，靠着党和政府的扶农

政策和自己的勤奋努力，走上了致富路。去

年，他种植水稻１６５亩，收获粮食１０３１２５公
斤，按照每公斤１．８４元计算，总产值１８．９７
万元，加上政府发放的１．４４万元种粮补贴
费，除去人工费、种子、化肥等各种费用，宣

世净挣六、七万元，成为种粮“富裕户”。宣

世感激地说：“在政府扶农政策的帮助下，

不但粮食亩产高了，收购价也涨了，这大大

激发了我们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像宣世

这样的种粮大户，在外冈镇还有很多，去年

外冈镇种植水稻近２万亩，用于鼓励农民种
粮的财政补贴达１６０多万元。

去年，在市委、市政府关于扶持农业和

粮食生产的 ５项政策和 ８项规定出台以
后，嘉定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扶农政策，减轻

农民负担，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在科技兴农

方面，大力推广精制有机肥和 ＢＢ肥的使
用，推广高效低毒新农药，降低水稻病虫

害，提高了水稻产量和售价。农民种植“寒

优湘晴”、“嘉花一号”等优质高产品种水

稻，同时让农民得以享受使用拖拉机、收割

机等农具的方便。在政策补贴的落实上，区

农委组织农业干部深入到农户，对水稻种

植情况进行逐户摸底、登记，确保资金到

位。全区７５２４７万亩水稻的种植户，领到补
贴总额６００多万元。

在扶持种粮的同时，区农业部门鼓励

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和蔬菜。马陆镇北管村

北管村民组的管华明，去年种植葡萄 ７５
亩，每亩产值达到 １０６７０元，年利润 １０万
多元，直让管华明乐呵呵。嘉定工业区灯塔

村的蒋天华种植区农业技术中心推广的无

公害绿色草莓，去年净收益 ６万元。据统
计，２００４年全区７１６８亩葡萄种植户，创出
总产值比上年增４１４万元的业绩。蔬菜的
种植面积共４．６万亩，实现产值 ２．５亿元，
比上年增收１０００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增
加５００元。

在２００４年的最后一天，马陆镇众芳村
的陈晓红顺利地成为上海益技欧电子器材

有限公司的一员，她欣喜地告诉记者：“我失

业后仅１０天时间，政府就为我找到了新工
作，我们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有保障了！”与陈

晓红有同样感受的徐行小庙村的林业养护

员顾秉少说：“当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

名，没想到政府把我们农民的就业当作一项

实事来办，不但多次指导，还提供免费培训

的机会，现在我每月收入达１０００元，生活有
了保障。”记者从区劳动部门得到证实：去年

全区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１１１０３人，完成

市政府下达目标的１３８．７％。其中“万人就业
项目”中的林业养护项目，帮助１３４１个农民
就业，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解决一人就业，落实长效帮助。要实现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就业是关键，更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去年，区委、区政

府把落实此项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建立了政府促进农民

就业的责任体系，并与各镇签订了目标责

任制。区财政给予农村富余劳动力每人每

年２００元的资金补贴。
各镇党委、政府把转移农村富余劳动

力工作列入对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设立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基金，通过职业

介绍、劳务输出、政府组织就业培训等多种

方式，千方百计解决农民的就业。外冈镇望

新杨介村郭祥英已年过半百，丈夫患病去

世，留下她与 １８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母女
俩多次寻找工作未果，生活极其困难。外冈

镇党委政府要求镇劳动服务所与多家企业

联手，先后７次为其母女推荐工作，在多方
支持下，母女分别进入了镇办企业工作，生

活从此有了保障。嘉定工业区面对３０００多
户动迁农民的就业压力，每月为农民举办

家政、绿化、保安等技能培训班，为农民落

实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同时，为满足农民自

主择业的需求，工业区还举办失地农民招

聘洽谈会，为企业和农民求职者提供双向

选择的平台。菊园新区鼓励农民争当“小老

板”，并由专人负责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

开业指导，培育了一批农民自主经营者。

据区统计局 “２００４年百户农民家庭纯
收入调查”结果表明：嘉定农民家庭人均工

资性收入为 ６８２４．９元，占总收入的 ７８％，
比上年增加４８７．２元，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
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帮助农民就业 提高工资性收入

春节前夕，已入住“海伦小区”的阿昌

来到该小区的另一套房子，上门收取一季

度的房租。握着手中厚厚的一叠房租钱时，

阿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的老房子动

迁，分得２套新房，一套自己住，一套出租，
每月可收租金１３００元，这日子真是越过越
红火。”像阿昌一样，目前，许多农民家里都

有房屋出租，每月租金不等。据不完全统

计，全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达４７４．８
元，比上年增加 ９３．７元，主要是来自房屋
租金收入的增加，并出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如何确保离土农民生活无忧，是上海郊

区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新课题。对于家中有

闲置房屋的农民来说，收取租金无疑是农民

增加收入的办法之一。但对于没有闲置房产

的农民，如何帮助他们拓展增收的渠道？江

桥镇华庄村的做法为农民提供了“保险”。

华庄村依托其雄厚的村级经济实力，

采取让农民成为股东、分享企业利润的做

法，使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华庄村大多数村

民都在村办企业工作，村里采取让村民入

股、成为村办企业股东的做法，让村民除了

领取月工资外，还可分享企业利润，村民收

入明显增加。目前，村里６００多名村民自愿

入股１６４０万元，个个是村办企业的股东。
经过多年企业股份制探索，华庄村的集体

资产已经由１２８０万元增至１亿元，村办股
份制企业也从１家增加到４家。每年年底，
入股的村民都可以分得一份红利。股东吴

春妹夫妇俩在村里的企业入股 ７万元，
２００３年获红利 ３．４万元，２００４年获红利超
过４万元。每到领钱时，吴春妹都笑得合不
笼嘴，不住地夸“村民参股”做法好，她还自

豪地说：“如今我也是企业的股东了！”据了

解，黄渡镇的联西村也积极探索“村民变股

民”的新路，千方百计让农民富起来。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拓展财产性收入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扩大保障性收入

嘉定积极贯彻落实中央１号文件精神，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采取措
施增加农民收入。２００４年，农村居民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消费支出稳步增长，农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达到８７４０．６０元，同比增长１０．１％，是近１０年来嘉定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

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２００４年嘉定区多渠道助农、惠农、帮农民增加收入实录

挖掘农业增收潜力 增加经营性收入

■童燕彬

本报讯 日前，又有

３幅地块配套商品房建
设工程在嘉定启动，按

预定计划，将在今明 ２
年新建 ３７．１３万平方米
配套商品房，而嘉定动

迁户将成为主要住户。

新建的动迁配套商

品房分别位于江桥镇、新

城路街道和真新新村街

道，其中位于江桥镇地块

的配套商品房总面积为

２３．７９万平方米，面向上
海市中低价 “四高小区”

江桥基地等地块的动迁

户；位于新城路街道地块

配套商品房总面积为

４．８１万平方米，供嘉定新
城及新城路街道地区动

迁之需；位于真新新村街

道地块的配套商品房总

面积为 ８．５３万平方米，
主要由曹安商贸城及真

新地区的动迁户迁入。

经过激烈角逐，上

海嘉定区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众宇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

住友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等３家公司，从参与竞标的１１家企业
中脱颖而出，中标开发建设３地块的动
迁配套商品房。据悉，其中１家企业具有
国家房产开发一级资质，另２家企业具
有国家房产开发三级资质。 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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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出游
首选南北两地

本报讯 据嘉定旅行社、旅游咨询公司统

计，从春节前一个月开始，两家旅行社安排市

民出游人数同比上升 ２０％左右，游客去海南
和哈尔滨居多。

在春秋旅行社清河路接待处的严小姐介

绍，早在 １月 １０日就有市民前来预定“海南
６日游”。２月初，前往海南、昆明等地线路，名
额便已爆满。从嘉定各大旅行社的报名情况

来看，选择海南、哈尔滨“一南一北”２条线路
的报名人数分别在８０人以上。此外，今年春
节期间，“港、澳游”也颇受年轻人青睐，仅锦

江旅行社一家，２８００元的“港、澳五日游”已
吸引４０多位市民报名参加。

因车票、机票、客房房价等因素上涨，各

旅游线路价格均较平日上涨 ２０％左右，而海
南等热门线路的价格则涨幅更大，约比平日

翻了一番，上涨约１０００元左右。
虽然“一南一北”线路客流比往年增加，

但据嘉定旅行社负责人分析，春节与 “五·

一”、“十·一”黄金周相比，旅行人数还是下降

约 ４、５成，旅行者为三口之家的约占 ８０％，
出游高峰多集中在年初四之后。 孙凌

盆花、切花新春“争艳”

嘉定鲜花市场“闹猛”

鸡年春节，记者在嘉定城区采访时发

现，各大酒店、海鲜城等门前停满车辆，大

堂、包厢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然而一些

舞厅、卡拉 ＯＫ等娱乐场所却乏人问津，门
可罗雀，有的甚至大门紧锁。嘉定餐饮业、娱

乐业一冷一热“两重天”。

农历正月三十晚上，在龙飞饭店，举家

前来就餐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春节举家团

聚，其乐融融，外出就餐花费不大，省心、省

力，所以１个月前就预订了这顿团圆饭。品
海饭店的服务员介绍，除夕夜他们忙得晕头

转向，大厅到包厢共 ６０多桌，平均每桌 １２
至１３人，满满当当。然而，同样在嘉定城区，
农历大年初一晚上，塔城路上一家较大规模

的娱乐城负责人谈起经营情况却连连摇头：

“生意难做啊，即使每小时消费降至１５元，

也没人来啊。”一旁迎客的服务生

两眼望向窗外，一脸无奈。

据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由

于嘉定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

展，市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饮食习

惯发生显著变化，市民已转换观念，普遍想

“解放”一下，并已具备了外出就餐的经济承

受力；同时，不少饭店、酒店优化软硬件，并

面向工薪阶层，不断降低价格。同时，市民过

春节的传统习俗是合家团圆或走亲访友，嘉

定娱乐业的人气尚不旺盛，市民也不十分习

惯在春节去娱乐场所参加文化活动。 沈青

本报讯 春节前后，嘉定的鲜花市

场格外“闹猛”，花商备足货源，花卉品

种繁多、争奇斗艳，激起嘉定市民购买

热情，各类盆花、切花销量比平日大幅

上升，不少市民还选择委托邮政送花

拜年贺岁。

２月６日下午，在上海嘉定馨绿花
木市场内，君子兰、粉菠萝、比利时杜

鹃、大花惠兰……１００多个品种的鲜花
竞相绽放。虽然春雨绵绵，可仍有８０
多位市民冒雨前来买花。一位花商告

诉记者，从元旦开始，前来买花的市民

日均在１００多人次。由于花商均备足
货源，竞争激烈，春节期间盆花价格不

涨反跌，如平日售价约３００元左右的
大花惠兰，以２５０元出售；郁金香盆花

往日售价约２０元，节日前仅售１５元。
鲜切花中，玫瑰、百合、郁金香，格

外受欢迎。据“城中鲜花店”店主称，２月
７日“小年夜”的销售额超过５０００元。

今年，选择邮政礼仪服务的市民也

比往年大幅增加。２月７日上午，在区
邮局内，正挑选鲜花寄给广东亲友的张

新立夫妇认为，邮政礼仪服务很便捷，

隔天即达。据区邮政局速递分公司负责

人介绍，从１２月２５日开始，每天都有
约１００家客户前来预定邮政礼仪服务，
截至２月１０日，该公司已承接８００多
笔送花业务。其中，仅２月８日农历大
年三十，就送出鲜花近３００束。图为 ２
月 ６日下午，上海嘉定馨绿花木市场
内，不少市民正选购盆花。孙凌 文／摄

本报讯 春节，长辈给小辈小孩发压岁钱是传统风俗。近

年来，随着嘉定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压岁钱数额 “看

涨”，而且压岁的品种也不断“翻新”，记者在嘉定街头采访不

少家长和孩子后发现，一些 “压岁书”、“压岁玩具”、“压岁保

险”等新型压岁品正悄然“走俏”。

年初一早晨，家住桃园新村的钱女士带着５岁的女儿赶
往市区娘家，她说，自女儿出生那年开

始，她就把长辈们给女儿的压岁钱作为

“教育储备金”存入银行，现已存有 ５０００
余元。现正读上海建桥学院二年级的叶

蓓蓓同学说，她一直用压岁钱的大部分

来缴纳学费，余下的小部分存银行以备

不时之需。她认为，大学学费昂贵，用压

岁钱交学费能减轻父母负担。

农历正月初二下午，在嘉定新华书

店，不少家长正陪着孩子选购儿童读物。

一位普通小学读三年级的李鸣小朋友

说，他今年的压岁钱有５００元，爸爸带他
用压岁钱来购买一些科普读物。据统计，

年初一、年初二 ２天，各类儿童读物、教
科书等销量比平日上升 ３０％。春节期
间，欧尚超市、乐购超市嘉定店，各类儿

童玩具、学习用品销量持续上升，为孩子

选购各类玩具用作压岁品是不少年轻父

母的首选。在欧尚超市，一套售价在３００
元、适合３至５岁儿童的的赛车模型，深
受儿童欢迎，所以卖得格外火，仅年初二

当天就售出２０余套。
另外，送份保险作压岁之用，也成为

在嘉定市民中流行的新风尚。自年初一以来，嘉定的“平安保

险”就接到不少家长为孩子咨询购买教育保险的电话。这种适

合０至１４岁儿童参保、年保费在２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元左右的教育
保险，使孩子在读高中或大学时，能领取金额不等的年金，免

去不少家长后顾无忧。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春节期间，嘉定的

“平安保险”收到各类教育保险金保单１５份左右，每张保单总
投保金额在２万至５万不等。 翟芳华

本报讯 新年伊始，嘉定财税部门又传喜

报：１月份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５１７５７万元，同比
增４９．６％；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６４５７７万元，同
比增４４．２８％，２项指标均创单月历史最高。

今年１月，嘉定私营企业上缴税收２９７６４
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４６．１％，主导地位明

显；外资企业上缴税收９１７５万元，超过地方财
政收入的１４％；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上缴税
收全面增加。同时，第三产业的贡献率直线飙

升，１月份地方财政收入达３９５０４万元，占地方
财政收入的６１．１７％，其中，房地产业增长较快，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１３９７０万元，同比增１９２％。

据悉，为了确保区财政收入实现 “开门

红”，嘉定财税部门抓紧、抓早，层层分解全年

财政预算目标，落实各项措施。同时，各单位

认真分析研究重点税源及重点税种的变化情

况，完善零散税收征收措施，保证税款及时足

额入库。 童燕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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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版）
２岁的曾孙小竹从车库到客

厅，跑了几个来回，累了，还不忘到

厨房跟正准备饭菜的妈妈撒一会

娇，逗得看护他的姑姑乐不可支。在

客厅包馄饨的一家人个个喜笑颜

开，言谈中还不时算着今年家中 ３
位老人共能领到多少 “镇保”养老

金。

请大家来别墅吃年夜饭：开心
今年的年三十，沈文华住的别

墅客厅里摆了 ３桌酒席，主
人请了亲戚朋友来别墅吃年

夜饭。

朱戴路３２８弄１０号，别墅门前
摩托车、自行车停得满满当当，亲戚

朋友们陆续进门。“来，先看看我这

别墅。”老沈无不得意地张罗着亲戚

朋友参观新房，这成了年夜饭前的

“助兴节目”。客厅里３桌酒席虽然
把屋子撑得满满的，不过旁边还是

摆放着全套真皮沙发，茶几上一束

鲜花绽开了笑脸。

老沈乐呵呵地忙前忙后，端上

一盆大闸蟹，又端上了甲鱼，他指着

满桌子的菜，还不时说：“没啥菜，大

家多吃点，多吃点。”举杯共庆新春

佳节，这别墅中的年夜饭桌上，充满

了欢声笑语。

移民融入嘉定淡了乡愁：舒心

很凑巧，大年三十是三

峡移民徐洪的生日，又逢她

轮休，于是，丈夫叫来同为移

民的姐姐姐夫来家里吃年夜饭，也

是他们家搬进海伦小区后的第一次

聚餐。

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为了团圆，

还为了啥？徐洪说，为了越住越宽

敞。从落户上海嘉定时的１２０平方
米住房，到现在的１８０平方米别墅，
这生活是越来越舒心了。指着客厅

里堆放着的瓷砖、木板等装潢材料，

徐洪喜滋滋地说，打算过了年装修

新居室。

腌猪心，腌猪肚，腊肠……徐洪

的父亲请同乡捎来自制的年货，他们

不回老家也吃到了家乡菜。伴着火

锅，蘸着酱，热气腾腾的汤底比以往

少了一层辣油，他们的口味像他们住

房一样，也在慢慢变化，他们一家与

当地农民一样，成了在新房过新年的

海伦人。 王珏 周炳项 严建琴

在新房子里过新年

嘉定财政迎来“开门红”
１月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均创单月历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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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娱乐冷热“两重天”

（上接第１版）
顾光１月下旬参加复旦大学金

融专业研究生考试后，就到上海豫

园批发春联、年画，然后在嘉定卖。

他说：“２００２年我来上海上大学后，
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闲着也是闲

着，趁放寒假赚点钱补贴家用，以供

弟妹上学。希望自己这次能考上复

旦大学研究生，如果今年考不上，明

年再考。我爸妈也在嘉定做点小生

意，所以，春节前我让弟妹们都来到

嘉定团聚，在嘉定过一个合家欢

乐的新年。”

“体验中国传统年”
澳大利亚人汤姆是上海大学外

籍教师，他在嘉定有一个温馨的家：

中国太太和两个可爱的男孩。汤姆

说，２００１年来嘉定后，今年在嘉定
已经是欢度第四个春节了。他喜欢

中国的春节，喜欢体验中华民族的

传统“年味”。汤姆的中文不太流利，

但他对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了解不

少。除夕那天，他和太太、孩子和岳

父、岳母在嘉定的酒店吃了年夜饭。

他知道大年三十和年初五要接 “财

神”，所以买了好多鞭炮、焰火。他还

给小孩压岁钱。春节是要拜年的，太

太家很多亲戚在上海市区，所以春

节期间，他还买了补品随太太走亲

访友。

“让病人家属安心过年”
老家在安徽寿县的真新地段医

院护工小张，上月初，她接受护理 ６
位年老住院病人的重任，其中一位

老太太大小便失禁，但她不厌其烦，

悉心照料，获得病人家属的一致称

赞。小张说，他们的病情不稳定，更

需要细心护理，他们需要我，我也舍

不得离开他们，所以今年春节我决

定不回家过年了。据悉，真新地段医

院１０多位外来护工中，今年有一半

不回家过年，他们说：“为了让病人

家属安心过春节，我们不回家过年

了。”

在真新新村街道金丰社区，经

常可以看到一位在社区垃圾房旁聚

精会神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宋金梅。

她从事保洁工几年来，都没回家过

年。她说：“过年燃放鞭炮多、垃圾

多，但人手少，这里是文明社区，为

了春节的社区保洁，我不能离岗

啊。” 张延 赵英琦

今年春节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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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
逛庙会、逛厂甸

到了腊月廿三，“老北京”

们都说这么一句话：“廿三糖瓜

儿粘，廿四扫房日，廿五糊窗

户，廿六炖大肉，廿七杀公鸡，

廿八把面发，廿九蒸馒头，卅晚

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北京人到了除夕，全家吃

完年夜饭后，要尽情地玩上一

夜。到１２点的钟声敲响后，“大
年初一的饺子”就端上桌了。待

到天明，家里的晚辈都要给长

辈拜年、祝福。正月初五这一天

叫“破五”，不到“破五”不能用

生米做饭。到了初六的清晨，家

家店铺要开张了，都在门前贴

上“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对

联，至此，“年关”已过，一切恢

复往常的生活。

老北京过年头件事就是逛

庙会、逛厂甸。春节期间，北京

的庙会很多，而且各个庙会都

有独特的地方。在西郊的大钟

寺庙会，人们击打永乐大钟，用

钟声迎接新岁的来临；在白云

观庙会，可以摸石猴、打金钱眼

等。从正月初一到十五，长长的

东西琉璃厂大街、和平门外大

街，游客如云，各种年货摊档鳞

次栉比，字画、字帖、珠宝、翡翠

……这些平日里不多见的古玩

珠宝，让人眼界大开。逢春节，

高跷、太平鼓、小车会、五虎棍

……各种表演繁多，围观者人

山人海，笑语欢颜，十分热闹。

福建兴化：
“做大岁”、“白额联”

福建莆田市辖莆田县、仙

游县，在宋、元、明、清四个朝

代，都同属于兴化这一军、路、

府，因此习惯上称兴化。兴化人

过年，至今还沿袭“做大岁”、贴

“白额春联”的习俗。

明嘉靖四十一年１１月间，
倭寇进犯兴化，杀戮掠夺，至次

年正月底始退，城中尸骸遍地，

惨不忍睹。农历正月初二，外出

避难的人陆续回来，亲友间互

相探望，决定重过春节，补做

“大岁”。以后为了纪念那段惨

痛的历史，民间相约以除夕为

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

亦称“做大岁”。正月初二为“探

亡日”，这一天互不登门，以示

对死难亲人的哀悼。

全国各地春联均为一色满

红，唯独兴化地区春联有一段

两寸长的白色联头，红白相间，

格外醒目。相传清战乱时期，滥

杀无辜，不少人家因办丧事贴

了白联。时值春节，清廷又强令

家家户户贴红联，以饰“国泰民

安”。有人在贴红联时，有意让

门上的白联露出一小截，表示

心有余哀。各家起而效之，遂成

“白额春联”习俗，流传至今。

绍兴地区：
“吃福橘”、“赶鸡睡”

大年初一，旧时绍兴人起

床后先吃 “烟火食”（即以柴火

烧煮之食物）后方可开口说话。

如今，通常以汤团、如意糕作早

餐，并吃福橘。家中习以元宝茶

待客，茶水中循俗置金橘、橄

榄、蜜枣等，寓有团圆、如意、幸

福等祝愿。旧时，有正月初一到

开元寺数罗汉之俗，意在卜全

年凶吉，且为自娱。数开元寺罗

汉时，须按先跨入罗汉堂之脚，

确定数罗汉方向。

（下转４、５版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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