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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俗称“年节”、“过年”，是我国民间隆重而又富
有特色的古老节日，也最热闹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狭
义上讲，就是指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广义上讲，春节
是从腊八节或者小年一直到来年的正月十九，都算是春
节。

下面分享的是春节期间的10个民间习俗，看看你知
道几个？

一、新春扫尘

据《吕氏春秋》记载，早在尧舜时代，我
国就已经有春节扫尘的习俗。因为“尘”与

“陈”谐音，所以新春扫尘就赋予了新的含
义，有“除陈布新”的意思，希望把一切穷
运、晦气统统扫地出门。

二、贴对联、福字、门神
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小孩子们会踩着凳

子，拿着糨糊和刷子，往门上贴对联，然后让
下面的大人看看贴的是否端正。有的还横批，
贴于门楣的横头上，对联贴在门的左右两边。
还有的在屋门、墙壁、门楣上贴福字，寄托人
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有人会把绘有门神的
画帖贴在门板上，祈求一年平安无事，增添节
日喜乐气氛。

三、祭祖、祭神
春节祭神，是一种遍及我国东西南北的习俗。全国各

地祭神习俗大同小异，但目的基本相同，都是为了祈求来
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吉大利等等。

祭祖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祭神之后，各地风俗也不尽相
同，在我们老家都是每天中午吃饭之前，各家各户派个代
表，端上食物、供品去祠堂祭奠先祖，一直延续到正月十
五，祠堂才会关门。

四、吃水饺、吃汤圆、吃年糕
北方大部分地区，春节都有早晨吃水饺的习俗，还经

常在水饺里面放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硬币，大家就说他
是全家当年最有福的人。在江苏淮安，早上有吃汤团的习
俗，河南开封一带，春节这天既吃饺子又吃汤圆。春节期
间还有吃年糕的习惯，年糕口味因地而异。

五、守岁、给压岁钱
除夕守岁，也是最重要的春节活动之一，邻居朋友聚

在一起，或者一家人在一起，有的打牌，有的看春节晚
会，大家终日不眠，一起等待天明，迎接新年的到来。

压岁钱是小孩子和晚辈最喜欢的习俗。除夕吃过年夜
饭后，长辈会向晚辈分别赠送钱币，并用红线穿编铜钱成
串，挂在小孩胸前，说是能够压邪驱鬼。这个习俗自汉朝
开始就已经流行，当然，现在已经没有铜钱了，一般都是
拿个红包装现金了。

六、燃放炮竹
新春来临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

竹，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辞旧迎新，以示吉庆。当然，现
在很多地方都禁止燃放爆竹了，还是应该遵守国家规定，
以安全为主。

七、拜年
拜年是春节最重要的活动和习俗之一。大年初一的早

上，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戴上新帽，走亲访友，相互拜
年问好，恭祝新年大吉大利。拜年一般是从自家开始，小
辈给长辈拜完年后，人们在外出相遇时，再笑容满面地互
相恭贺新年。

八、逛庙会
春节期间，一般在农村里都会有庙会。早期的庙会，

仅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
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又逐渐增加了集市交
易活动，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九、舞龙、舞狮
龙是传说中的吉祥动物，据说能够在天上呼风唤雨，

也能为人间祈福消灾。早在汉代时期，就有舞龙求雨的活
动。除了舞龙，还有舞狮子，也是春节期间比较普遍的习
俗，在我们北方，也叫耍狮子，小时候经常见，现在也少
了。

十、踩高跷
踩高跷，也是春节期间的一项娱乐活动，历史悠久，

在《列子.说符篇》就有记载：“宋有兰子者……以双肢长
倍其身，属其胫，并驱并驰。”踩高跷也叫“扎高脚”、

“踏高跷”，表演的人在两只脚上绑上两三尺高的木质跷
棍，表演各种古怪滑稽的动作，小时候基本村村都有这项
活动，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春节的10大习俗，你知道几个？

1月27日下午，市中区“两会”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区档
案馆第三会议室召开。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发改
局、区工信局、区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会议情况，解读工作报告，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省、市、区多家媒体单位的新闻记者参加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区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区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殷昭生介绍到，区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功选举出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委员，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市中区出
席枣庄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通过了区十三届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期间，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251名区人大代表，认真
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截至1月
26日下午5时，共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73件。
其中，涉及城市建设管理方面20件，道路交通方面20件，文
教体卫方面13件，工业经济方面6件，科技创新方面5件，营
商环境方面3件，乡村振兴方面2件，旅游和服务业发展方面
2件，其他方面2件。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分组通过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从15件候选惠民实事中票选出2022年市中区十件
惠民实事项目 （工程）。十件惠民实事项目（工程）分别是：
一、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二、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三、供水水质提标改造工程；四、城市供热管网建设改造工
程；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六、市场改造提升工
程；七、城市公园绿地提升改造工程；八、村卫生室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九、文化惠民工程；十、光明路中学建设工程。

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区政协党组成员、秘书
长华北介绍到，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选出了一个担当实干的

“好班子”，各位主席、秘书长、常委来自全区各行各业、各

条战线，这其中既有长期工作在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
投身商海贡献社会的企业精英，既有政治坚定的中共党员，
也有携手前行的党外人士。会议期间，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
广大委员累计提交提案273件。其中党派团体提案22件，委
员提案 251 件，其中关于经济发展方面的 59 件，占 21.61%。
关于城市建设方面的62件，占22.71%。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
30件，占10.99%。关于民生福祉方面的48件，占17.58%。关
于社会治理方面的43件，占15.75%。关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
31件，占11.36%。这些提案涉及面广、内容丰富。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徐敏介绍到，区长韩耀辉在市中区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全
面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市中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工作，深入
分析找准了当前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新一届政府
目标任务，安排部署了2022年政府重点工作。《报告》紧扣区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提出了未来五年“紧紧围绕‘先把经济
搞上去、集中精力强工业’这一中心，深入实施‘工业强
区、产业兴区、城建立区’战略，设定了“全面完成‘十四
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80亿元，人
均GDP增长33.8%，城市人口达到48.8万人，成为鲁南地区
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中心，在‘工业强市、产业兴市’建设中
走在前、当标杆”的五年目标，谋划了“市中要成为全市转
型速度最快、发展质效最高的城市之一，要成为全市公共服
务最优、民生保障最好的城市之一，要成为全市活力最强、
品质最佳的城市之一，要成为全市生态最文明、环境最美丽
的城市之一，要成为全市最和谐稳定、安全感最足的城市之
一”的发展任务。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党总支书记、区发改局党组书记、
局长潘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根据“两会”部署，2022年
我区重点项目共安排92个，总投资427.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3.7亿元。其中工业项目44个，总投资151.9亿元，同时，安
排城市基础设施项目5个，总投资17.6亿元；社会民生项目9
个，总投资37亿元；乡村振兴建设项目6个，总投资19亿元。

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区委、区政府既定目标，区
发改局将采取以下推进措施：

一是全力抓开工。全区92个重点项目第一季度开复工项
目预计69个，占比75%，达到历年最高水平。目前，已开工
17个，开工率为18.5%，共完成投资1.5亿元。

二是建立重点项目数据库。委托第三方公司建立重点项
目数据库，根据92家重点项目，每月预报入库。会同有关部
门拟定《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集成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为项
目在洽谈、签约、落地、开工、投产全过程生命周期中，开
通绿色通道，贴身服务。

三是对重点难点项目实行提级管理。制定区级领导帮包
责任制，加强督导调度，对重点难点项目每周进行实地督促
检查，针对问题，即时启动提级管理，上报区委、区政府，
召开联席会议予以解决。

四是积极为企业引才荐才。近期广泛征集重点项目的需
求，会同区人社局、人才办等相关单位公开发布相关招聘信
息，为企业引进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提高企业和项目运作
水平。

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坤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区财政局为保障全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将主要抓好以下工
作：

（一）有减有增，完善收入管理。首先是与税务部门加强
配合，全面落实中央的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其次
加强重点行业和重点税源的动态监管，切实打击偷漏税款、
恶意避税等行为，充分利用第三方数据作用，防止税费流
失。做到该减免的收入一定减免，该征收的决不遗漏，真正
营造公平、公正的税费征收环境。

（二）有力有为，争取上级政策。不遗余力抓好地方政府
新增债券申请工作，在完善项目相关手续基础上，争取更多
债券资金支持我区项目建设。利用好中央、省市的各项政策
红利，积极作为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支持我区各项重点支
出项目。

（三）有压有保，优化支出结构。压，就是从严控制“三
公”经费，压减一般性支出。保，就是兜住保工资、保运
转、保民生“三保”底线，将有限的资金，优先保障教育、
社保、农业等民生项目，为改善民生、建设幸福和谐市中提
供稳定的财力支撑。

孙坤祥还介绍到，搭建金融平台是我区“树立平台思
维，实施金融赋能”的一项具体工作，是建设品质活力城市
的需要。我们将按照区委、区政府整体部署，解放思想，学
习先进，发挥好财政部门的牵头抓总作用，全力推进我区金
融平台建设。通过金融平台建设，实现金融赋能，将市中区
打造成为鲁南地区金融洼地、产业高地、资金富地，从而实
现资源的加速聚集，调动更多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及项目招
引，推动形成良性循环和闭环机制。

区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晓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区工信局将紧紧围绕产业发展三年倍增计划，做好以下四件
事：

一、全力培育龙头企业。一是深入实施产业链主导企业
培育行动。支持泰和水处理、正凯新材料等龙头企业加大资
金投入，通过兼并、收购、参股等方式做强做大企业规模，
今年重点培育泰和水处理营业收入率先突破50亿；二是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盯紧营业收入过亿元的37家企业的
经济运行，全方位落实 42 家“小升规”培育库企业扶持政
策，促其尽快升规纳统，加速形成工业企业既“顶天立地”，
又“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努力实现今后五年新增规上工
业企业120家，工业总产值300亿元，工业增加值100亿元的
任务目标。

二、全力做强产业优势。一是深入实施“工业强链”三
年行动计划。围绕四大主导产业和16条优势产业链，打造一

批“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攻克一批制约产业链自主
可控、安全高效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一批重点产业链竞争
实力和创新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二是重点打造优势产业
集群。全力推进泰和水处理 HEDP 和涉氯上下游项目建设，
深度推进水处理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膨胀正凯新材料企业
规模，积极运作正凯年产60万吨涤纶短丝等项目落地；发挥
中建材等大企业集团带动作用，重点培育中建材光芯科技、
中建材科创院，全力构建中建材（枣庄）新材料产业园。

三、强力推动园区发展。全面依托市中区水处理剂产业
园等四个“园外园”和鲁南大健康产业园等四个“区中园”，
引项目、育产业、聚集群。盯紧主导产业头部企业精准发
力，加快推进26个谋划类项目沟通洽谈落地。进一步完善项
目推进有效机制，重点推进21个区级以上重点项目建设，加
快正凯数字化智慧纺纱产业园、中建材光子材料产业园等项
目尽快开工。高标准规划建设“兽药谷”，全力争取设立国家
兽用生物制品区域检测中心。

四、全面推动惠企服务。深入践行“无事不扰、蹲身服
务”的理念，精准施策，抓好分类指导，重点关注100家倍增
企业发展状况，强化为企服务。用现代先进技术嫁接传统产
业，着力推动建材、纺织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化、信息化、智
能化转变；支持泰和、正凯、康力、赛诺康等新兴企业强创
新、优品牌、促转型，加快构建具有市中特色的现代工业体
系，确保工业经济提升突破工程取得扎实、积极、显著的成
效。

王晓伟还介绍到，区工信局将全面贯彻落实本次人代会
的部署要求，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全力谋划技改项目。区工信局立足技术工艺、产品
质量、产业链条、企业效能“四个提升”，谋划了总投资98.6
亿元的100个技改项目。重点推动正凯新材料智能工厂第三期
技改项目、泰和HEDP技改项目和涉氯锂电池电解液、添加
剂技改项目、康力医疗年产100万件新型正压式防护服等总投
资63.6亿元的35个投资过5000万元的技改项目建设。

二、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实施制造业
高端发展攻坚战略，抓住正凯建设数字化智能产业园项目的
机遇，全面推广正凯新材料工业互联网智能技改成功案例，
目前正凯新材料先后和君乐宝思克奇食品科技 （山东） 有限
公司、山东晟达菲尔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这些企业完成技术改造完成后，将有力推动全区的“工业强
区、产业兴区”产业发展三年倍增计划目标的实现。

三、推动技改奖补落地。努力做好技改基金、政策奖
补、模式推广三篇文章，树牢有解思维、平台思维、市场思
维，扎实推进金融赋能，搭建破解技改资金缺口的融资平
台，近期开展“技改贷”试点工作。目前市中区技改基金的
运作模式参照市级技改基金运作模式，区工信局承担技改基
金的主要职责，在区财政局配合下依托财汇集团完善技改基
金管理和运作方式，引领基金在技改中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两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元日》
〔宋代〕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除夜作》
〔唐代〕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霜鬓 一作：愁鬓)

《新年作》
〔唐代〕刘长卿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守岁》
〔宋代〕苏轼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
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
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
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田家元日》
〔唐代〕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岁夜咏怀》
〔唐代〕刘禹锡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元日》
〔唐代〕李世民

高轩暧春色，邃阁媚朝光。
彤庭飞彩旆，翠幌曜明珰。
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
霜戟列丹陛，丝竹韵长廊。
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
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
草秀故春色，梅艳昔年妆。
巨川思欲济，终以寄舟航。

《拜年》
〔明代〕文征明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春节古诗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