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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中的
“广东年味”

广东，这片岭南的热土，每当岁末年
初之际，人们都会用他们的热情和创意，
将过年装点得五彩斑斓、热闹非凡。这里
的民俗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年俗活动，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间智慧。

这一次，在羊城晚报社、广州市教育
局主办，羊城晚报教育健康部、羊城晚报
教育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羊城·花地新苗作
文征集活动之春节特别策划中，南粤少年
以生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的
年俗。第三期优秀作品展示，让我们一同
走进广东的民俗世界。

花城之春,南粤之年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

学 徐思莹

烟火年俗，乃广州之独特韵味。
逛花街、看大戏、乐游园、赏民俗、品美
食，五光十色，活力四射。南粤大地热
情如火，邀君共赴。观者如潮，笑语盈
耳，此情此景，恰似“火树银花合，星桥
铁锁开”。此等年味，非亲身经历，岂
能体会其中之乐趣？

踏春赏花，更添一番雅致。春风
拂 面 ，花 香 袭 人 ，游 人 如 织 ，欢 声 笑
语。青少年眼中之广州，花香四溢，美
不胜收。广东之年味，独特而浓郁，令
人陶醉。正如诗歌所云：“岭南春早百
花香，年味浓郁胜四方。”

潮玩乐游，百戏争芳，多彩文博，皆
为花城增色。广州之春，如诗如歌，如
梦如幻。南粤大地，热情如火，诚邀四
海宾朋，共赏花城之美，共品南粤之
韵。

吾辈当珍惜此时此刻，走读岭南，
寄情笔墨，描绘花城之春，南粤之年。
愿此广式人间烟火气，花香年味，永驻
人心，流传千古。

于花城赏奇花
品广府幸福年

作者：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
学 廖嘉凯

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花灯的绚
丽总让人感到一点意外的惊喜。这一
站，我们来到越秀公园花灯展。从越
秀公园北门进入，里面张灯结彩，夜如
白昼。一路沿着花灯前行，一盏盏精
美造型的花灯在夜幕下熠熠生辉，犹
如星辰点缀在夜空中，给人带来无限
的遐想。当我走到“诗词里的广州”，
流连忘返于诗词山水间时，竟有点恍
惚起来，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当
我再往前走，看见北秀湖上一条蓝光闪
闪的“巨龙”正在云雾中展现雄姿，令人
惊喜连连。当游人划着小艇绕着“巨龙
呈祥”、繁花似锦、出彩湾区驻足观赏，
众星捧月般衬托着“仙龙”时，眼前仿佛
呈现出一幅“水中仙龙有众星”之图。
据说这条“巨龙”出现的地点刚好在广
州城市的传统中轴线上，也就是广州的

“龙脉”所在之地。这绝妙的选题创意
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年味
作者：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甄俊琅

今年一如往常，我们一家老小吃
完团圆饭就早早地招呼上亲朋好友到
村头去，等待纱龙的到来。大家三三两
两地聚集在一起拉着家常，小孩们则绕
着大人追逐嬉闹，年味便在这说笑间弥
漫开。不一会儿，“咚咚锵”的锣鼓声从
远处开始响起，纱龙正式登场，人群开
始涌动，一时间本就熙熙攘攘的人群越
发喧闹起来。我踮起脚尖望，只见纱龙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在人群中舞
动，时而仰头长啸，透着直冲云霄的霸
气；时而高高跃起，展现着青春的活力
与不羁。我们一家走到了一处人少的
高地，远远望去，纱龙明亮透彻。村头
旁的池塘也倒映着这美丽的纱龙，交相
辉映、上天入地，愈发朦胧，愈发混沌。
锣鼓喧天，纱龙与人潮融成了一片红，
年味也愈发浓厚。

整理/关倩慧

参与春运志愿服务、投身“百千万工程”、下基层社会实践、留校坚持科研……

2024年春,有这样一群广东高校的青年

学子，他们放弃了宝贵的寒假休息时间，参

与春运志愿服务、投身“百千万工程”、留校

潜心钻研，在贡献社会发展、努力提升自我

的道路上步履不停，度过了一个“热辣滚烫”

的假期。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孙唯 实习生 唐颖妍 黄晓晗 图/学校提供

寒假期间的校
园格外安谧，但在

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
和操场上，仍能看到留

校学子全神贯注、精益求精
的身影。
考虑到植物学的学科特

性和本阶段的学业要求，华南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
学专业2023级博士生刘雯选
择寒假留在学校做科研，她
依旧每天按部就班完成科研
任务、完善实验数据。留校
的日子是充实而忙碌的。尽
管科研的过程重复而繁琐，
但刘雯所研究的课题方向与
其兴趣点完美契合，每天照

料植物的工作让她乐在其
中。今年是她第四个选择
假期留校的年头，她对此
感到坦然，“我需要完成这
些工作来完成我的学业，这
已 经 是 我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了。”

而就在不远处的操场，
华师田径队队长连芷在督
促队员们进行日常训练的
同时，也暗暗给自己定下了
提升跑步技术和身体素质

的目标。
连芷提到，她曾在上一届

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认

识到自己后程体力不足的问
题。此后，提升专业能力、弥
补不足，并为华师拿下金牌，
便成为支持她努力训练的重
要动力。“田径依赖于绝对的
实力”，她坚信，在坚持训练的
过程中，“我们没有一步路是
白走的”。

殷殷关怀沁人心。为了
让留校的同学们能够感受到

“家”的温暖，多所院校的领
导、老师深入实验室和宿舍，
为学生送上留校关怀和假期
规划指导。

“目前学科竞赛是我较为
薄弱的方面，我希望利用寒假
时间，梳理所学知识，学习新
的知识，应用到比赛当中。”广
工22级创新班庄焕欣介绍。

华工组织开展了留校学
生代表座谈会，来自三校区的
40名留校学生欢聚一堂，分享
留校感受及新年发展规划。

广州国际校区的硕士研
究生谭鑫宇刚入学半年，“实
在放心不下实验室里养着的
细胞”，他毅然选择留校，希
望可以尽快筛选成功。他分
享道，虽然没回家，但是身边
的老师、同学、宿管阿姨都在
关心着他，让他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

寒假期间，大批广东高校
学子响应“返家乡”社会实践
活动的号召，走进街道社区、
学校基层，在反哺家乡、建设
家乡的过程中磨砺成长。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组织开展了“健康卫士在行
动”之“我在家乡做科普”社会
实践活动，队员们回到家乡，为
社区居民、老年人、儿童送去健
康知识和服务。在从化区温泉
镇龙岗村和温泉村，学生开展
冬季养生、慢病防治、营养膳
食、心理健康等多主题的健康
讲座。在深圳市宝安区，开展
营养膳食社区行活动和幼儿营
养知识科普讲座，不断创新科
普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传播健康膳食的理念。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
明白了作为公卫人，我们肩负
着为社会大众传播健康知识
和提供健康服务的重任，希望
能为社区居民的健康作出更
大的贡献。”林仪同学说。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美术
创意学院的钟易轩同学则决
心在返乡期间，帮助当地青年
夜校的同学们。教学过程并
非如想象般容易，钟易轩坦
言，“有些学生在课堂上讲话
比较拘谨，不能把真实想法表
达出来。”为了提高学生们的
课堂参与度，他在教学过程中
不断调整授课方式和内容，增
加课堂互动。在趣味性的课
堂氛围下，学生们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显著提

升。“青年夜校的教学不但让
我提升了自身的绘画技巧，也
让我感悟到了只有在课堂上
不断学习交流才能完善自
我。”钟易轩分享说。

“我负责宣讲”“我负责准
备摊位小游戏”“我负责采
访”……寒假伊始，广东工业
大学赴河源高级中学招生宣
传队的几位同学便开始了紧
锣密鼓的筹备工作。除了为
家乡建设贡献力量，这个寒
假，不少返乡学子还主动当起
了学校“寒假招生宣传大使”，
走进高中母校，让学弟学妹们
更加了解精彩的大学生活，明
确人生规划。

由临床医学、应用心理学、
基础医学等多个专业学子组成

的南方医科大学寒招宣讲队走
进广东广雅中学，开展摆摊互
动、线上宣讲等系列活动。面
对学子和家长的疑问，队员们
耐心回答，介绍南医大的教学
培养计划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并回应了大家热切关注的
关于考研、就业等相关问题。

而在汕头市聿怀中学的
招生宣讲会现场，前来咨询的
学生将广东财经大学的摊位
团团围住。广财寒招队员们
准备充分，不仅针对同学们的
不同选科进行详细讲解，还送
出了广财的文创礼物。“此次
活动旨在帮助母校学子更好
地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高考志
愿规划，提高其报考广财的意
向。”队员们分享道。

寒假期间，广东多所高校紧扣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部署要求，组织了大学生寒假社会
实践乡村调研行动。

华南农业大学组织开展了
“万名学子乡村大调研行动”，上
万名华农学子在寒假深入广东省
21个地级以上市的1000多个行
政村，围绕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科
技支撑产业发展、基层公共服务
与创新治理等重要领域，以多种
形式开展调研。在汕头市潮阳
区，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的学生
们深入 11 个村实地调研。通过
访谈与问卷调查，他们了解并掌
握受访村的基层社会治理情况、
产业发展现状、集体经济发展及

“绿美乡村”建设进展，并就当地
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营模式，
以及如何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乡
村旅游等作交流，总结分析“百千
万工程”的发展“密码”。

华南师范大学共组建了 38
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
队，分赴广州、佛山、韶关等12个
地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健
康科普、助力乡村文旅建设、打造

“乡村特色产品+AI数字人”全新
名片……华师学子重点聚焦“乡
村教育”“乡村治理”“乡村产业”
三大主题，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
上建功立业，贡献青春力量。

岁末时节，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外国语学院“语你同行”实践团
的师生成员走进梅州市丰顺县小
胜镇坚真中学，为中小学生们开
展了一场特别的英语教学活动。
精美的 PPT、生动活泼的趣味阅
读活动、形式多样的课程讲解、主
题不一的主题写作和情景口语
……这次活动中，小学和初中的
课堂都妙趣横生。从音标发音到
趣味阅读，再到文化探索与配音
活动，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收获了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
英语和文化的热爱。

在湛江市徐闻县西连镇的金
土村和水尾村，一幅幅美丽的大
型墙绘图画让乡村老旧的墙壁焕
然一新，更在两村的干道上形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来自

广东医科大学的队伍开展的墙绘
活动，假期首日，学生志愿者们便
赶到村里。经过精心构思和辛勤
努力，他们完成了近400平方米、
共 13幅大型墙绘图画。这些作
品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还发扬
了乡村文化，让村民的精神世界
更加充盈。

新春佳节前夕，广东金融学
院就业服务中心河溪镇项目团队
与河溪镇团委、河溪工作队携手，
开展了一系列温馨的志愿服务、
政策宣讲和文化振兴活动。潮汕
古建筑讲解、“青年夜校”、法律知
识普及……团队实地走访，深入
聆听村民心声，精心策划了以“文
化振兴”为核心的系列活动。

广州工商学院的百余名师生
则奔赴河源、惠州、茂名等地，在
助农帮农、文化传播、产业调研、
绿美乡村建设等领域开展了
定点专项帮扶。其中，学校
青萌公益组织“粤味浓”突击
队以共创特色 IP、共拓文旅
新路径等为抓手，为惠州墨
园村推进省级“百千万工程”
典型村建设蓄势赋能；带领
寻梦海丝突击队则走进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遗址、场馆
等深入挖掘海丝文化底蕴，
广泛传播海丝文化遗产蕴含
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指导
绿美锡场突击队拍摄“绿美”锡场
特色宣传片，助力推进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

岭南师范学院通过“五聚五
度”策略，为“双百行动”和“百千
万工程”注入了新活力，推动廉江
市的高质量发展。其中，“筑峰工
程”深度对接了廉江市的基础教
育需求，学院以师资培训、实习实
践等方式，助推当地基础教育质
量的提升；在“四美”建设上，24
支“百千万工程”青年突击队通过
乡村规划设计、环境改造等措施，
助力廉江市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在产研融合方面，学院充分发
挥科研优势，积极提供技术指导，
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
成果转化，构建“进小学-入社
区-下乡村”科普教育矩阵。

2024 年春运拉开帷幕之
际，在广州火车站，有一群身
穿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忙碌穿
梭在各个角落，用心用情温暖
着春运旅客的回家路——来自
广州医科大学的学子无惧严
寒，守候在候车区，协助工作
人员维护秩序、引导旅客，并
为他们提供各类暖心服务。

在广场站岗的志愿者，是
为旅客答疑解惑的主力军，有
时还承担帮助游客查看发车、
进站时间等任务。“虽然很辛
苦，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做得
更多，做得更好”，2021级药学
院的廖宇婷分享道，“站岗的
时候，我还给一对正在前往我
家乡旅行的情侣一份‘来自本
地人的旅行攻略’，并提醒他
们注意气温变化。看着他们满
意的笑容，我真期待在我回家
的时候能与他们相遇。”

得知志愿者们是医学院校
的学生，不少旅客还会询问一
些医学问题。“很开心能用专
业知识为旅客提供更多的帮
助，感受到他们的信任，我觉
得付出得到回馈，也更加坚定
了我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从事
医疗事业的决心。”2021 级临
床医学专业陈昊林说。

在广州火车站的另一端，
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志
愿者们也活跃在春运志愿服务
的第一线。

暨大香港籍大四学生麦骏
飞热心地为乘客们提供线路指
引、行李搬运等服务，解锁了自
己的“春运服务初体验”。“这些
简单的举手之劳实际上对于旅
客来说可能意味着很多，尤其
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够为
他人提供帮助让我感到非常满
足。作为一名港籍青年，这次
志愿服务不但让我见识到祖国
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一次增强
文化自信的过程。”麦俊飞说。

华工的青年志愿者们除了
开展秩序维护、咨询指引、重
点乘客帮扶、设备协助等志愿
服务工作外，还积极运用专业
技能，帮助车站优化客运组
织，为春运期间的旅客带来温
暖和便利，让归家的旅途变得
更加愉快、安全。

志愿者们尽职尽责的表现
也得到了车站工作人员的高度
认可。“他们对于候车引导和
咨询解答都做得非常出色，为
保障春运组织顺畅发挥了积极
作用。”广州白云客运车间技
术员汤行路赞赏道。

来看广东大学生的花样寒假

“归途有我”，高校“志愿红”温暖春运旅途

深入乡村，让青春在社会实践中“热辣滚烫”

不忘桑梓，学成归来共赴家乡之约

学校供图

中大公卫学院科普活动现场

广东医科大学学子为西连镇村民墙绘

南方医科大学
学生摆摊互动现场

广州医科大学
志愿者为旅客处理
伤口

广州应用科技学
院的钟易轩在廉江市
青年夜校授课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志
愿者为旅客提供暖心服务

广州工商学院青萌
“ 粤 味 浓 ”突 击 队 为 墨
园村农户直播带货

壹

贰

叁

肆
坚持“营业”，留校科研奋斗充实而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