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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的春联更有年味！”

本报讯（通讯员 周文博）“无联不成春，有联
春更浓。”春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寄托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为了丰富社
区居民文化生活，喜迎虎年新春，2022年1月12日
上午，东昌府区华府社区党委、阳光社工联合东昌
府区人民检察院、聊城口腔医院，邀请聊城市直书
画家协会的书法爱好者在水城华府小区广场开展
了“喜迎新年写春联，情暖社区送祝福”活动。

在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精神饱满，他们挥
毫泼墨，笔走龙蛇，“东风迎新岁 瑞雪兆丰年”“春
满人间家家好，福到社区事事成”，书法爱好者们
把对社区居民的美好祝福倾注笔端，没多久，一副
副手写春联、一张张福字就铺满了桌面和地面。
随后，居民们自觉排队，有序领取。

“还是手写的春联有年味，与往年在外面买的
春联相比，感觉完全不同，这样年味更浓，过起年
来更有意义。”领到心仪的手写春联，居民们纷纷
这样表示。

活动最后，大家又一起将春联、福字送到小区
老党员、空巢老人家中，并与他们谈心交流，送去
节日的祝福。

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孙伟表示，通过开展“迎
新春 送春联”活动，既让广大居民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同时也在社区营造了浓厚的节日喜庆
氛围。

1月11日，在香江光彩大市场百货区
一家店铺内，店主王静在悬挂、整理准备出
售的春联。而这家年味十足，红红火火的
年货店铺，在一个多月前还是一家眼镜店。

“店里的经营范围就是文体办公用品，
所以，一年之中，我灵活掌握，10个月卖眼
镜，两个月卖文化类的年货！”王静笑着
说。十几年来，王静一直在这里主营眼镜
的批发、零售，每年春节前的两个月，当眼
镜生意进入淡季，“年货经济”开始升温时，
王静便及时转变经营方式，开启春联、福
字、剪纸等春节饰品的批发、零售生意。

支撑这种灵活转变方式的，是多年诚
实守信经营的客户积累。“每年春节前，都
有不少客户打电话订购年货。”王静高兴地
说。 文/图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挥毫迎新春 送福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张琪）1月19日上午，聊城市
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特邀书法爱好者来到
古楼街道文化社区，开展“迎新春 送祝福”活
动。

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运笔自如，多种字

体各显神韵，一张张寓意吉祥的福字、一副副
喜庆的春联，带着美好的祝愿，为即将到来的
虎年春节营造了浓浓的喜庆氛围。社区居民
拿到写满祝福的福字和春联时，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文/图 本报记者 岳耀军

虎年春节将至，聊城市民侯家麟创作出一
幅“百虎贺春”书法作品——由252个篆体“虎”
字组成。

今年88岁的侯家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家中看到一幅篆书

“百寿图”，从那以后，便产生了收集、书写吉祥
字的念头。2001年，他用收集到的上万个不同
写法的篆体“寿”字创作了“万寿图”，2005年又
创作了“万福图”。

后来，侯家麟集字范围不再局限于“福”
“寿”等吉祥字，十二生肖也纳入他的收集范
围。目前，他收集到不同写法的1000余个“龙”
字、286个“马”字、100多个“羊”字、100个“鼠”
字等。

在壬寅虎年即将来临之际，他特意用 252
个不同写法的篆体“虎”字创作了“百虎贺春”。
252个篆体“虎”字灵动自然，形体各异，整幅作
品布局匀称，和谐统一，韵味十足。

“虎虎生威，气壮山河，希望大家在虎年里
都能干出一番事业。”1月20日，侯家麟说，作为
一名老党员、离休干部，2019年和2021年，他荣
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由衷地感谢党，
感谢国家。

“虎年过后就是兔年，我还要用60多个篆
体‘兔’字创作‘玉兔迎春’，以后继续写生肖
字，直到握不动笔为止。”侯家麟说，人要活到
老，学到老，在有生之年，他争取创作出更多的
作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为自己的晚
年生活带来更多的生活情趣和精神寄托。

□吴建正 田柏林

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一进腊月，最具年
味的美食便是蒸上几锅枣馒头、黏豆包。

1 月 16 日，在高唐县姜店镇，今年 51 岁的
袁树连在家里忙着做枣馒头。袁树连说，北方
人对馒头情有独钟，过年时，枣馒头是必须要
有的。

一大早，袁树连就开始和面、洗枣。准备
好做枣馒头用的材料后，便开始行动起来，她
把已经发好的面或擀成长条，或擀成圆饼。袁
树连第一个做的是鱼形馒头，首先把擀好的面
饼折成一个三角形，然后用叉子按住面饼的底
部“画”出灵动的鱼尾，再用叉子去掉多余的面
后，在面饼身上勾勒出漂亮的鱼鳞，最后，用半
颗枣当鱼的眼睛，这样，一个鱼形的枣馒头就做

好了。她开心地说：“这象征着年年有余！”
花、鸟、鱼……通过袁树连灵巧的双手，形

象生动、款式多样的枣馒头摆到了案头。
与此同时，在姜店镇西郭村，农家院里的

黏豆包正准备出锅。黏豆包因其易于储藏、食
材易得成为一些地区的春节传统美食。在西
郭村，黏豆包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在位于该
村的艾佳食品有限公司，从选材到食品加工，
都要经过层层筛选。首先，把煮熟的红豆和紫
米按照比例和成团状的馅料，裹上糯米粉，再
用糯米面制成的面皮包裹住，然后，把包好的
黏豆包放入蒸锅，15分钟后，香喷喷的黏豆包
就好了。

刚出锅的黏豆包带有浓郁糯米的香味，不
禁让人想起家的味道，而黏豆包圆圆的外表也
象征着团团圆圆。

88岁老人“百虎”贺新春

“年货经济”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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