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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富有诗意的节日，承载着

人们向往团圆和睦、美好生活的丰富情感。皓月当空，家

人团聚在一起围桌而坐，感受“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的诗意，品尝“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美味，共话“花

好月圆夜，人月两团圆”的浓情……又逢中秋月圆时，记我

们用镜头捕捉生活中的幸福剪影。

儿时的中秋记忆

“又是一年中秋月，当一轮皎洁的明月挂上枝头，心中

总会泛起一份难舍的思念，在青涩的记忆里，藏着中秋与

母亲的温暖记忆……”又逢中秋，年逾古稀的长春市民于

荭霞向记者讲起了她的儿时记忆。

“我小的时候家在农村，那是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平时

根本吃不到什么，家里虽然养鸡，但从来不舍得吃鸡蛋。

平日里母亲总会把鸡蛋攒起来，要不拿到城边去卖，要不

等有来家里收鸡蛋的，就拿鸡蛋换酱油、盐等物品。但中

秋节这一天的晚餐，母亲一定会蒸一盆黄澄澄金灿灿的鸡

蛋糕，我们三姐妹你一勺我一勺，不一会儿一盆鸡蛋糕就

见了底，而母亲却从不舍得吃上一口。”

“每到中秋节这天，母亲总要去城里一趟看望她的老

舅，我和两个姐姐就盼着母亲回来，因为母亲从不‘空手而

归’，总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些小玩意儿，红色的头绫子、小

花发卡、五颜六色的头花……我和姐姐开心得不得了。”

于荭霞说，虽然那时生活清贫，但中秋节这天家家户

户都会做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餐，而且还会买上几块五仁、

红糖馅的月饼，里面夹着青丝红丝，把月饼分成几块，一家

人一起品尝，那时的月饼都格外好吃香甜。

“晚上，我和两个姐姐坐在炕上，隔着玻璃窗户看月

亮。母亲说月亮里有一棵大树，树下一个老奶奶在纺线，

儿时的我们对月亮充满幻想，也对生活充满了期望……”

于荭霞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有关中秋的记忆永远那

么温情美好。

“隔空传爱”共团圆

中秋节临近，不少人选择通过网购、快递礼物来传递

对亲朋好友的祝福与惦念。近日，家住长春市南关区的周

薇薇就收到了几份这样的中秋礼物。

“我姐姐在北京、弟弟在杭州，中秋节他们不太方便回

长春和我们一起过节，就早早商量好了都就地过节。”今年

中秋对于周薇薇来说有些特殊，以前姐弟三人都是聚在一

起的，今年由于姐姐工作变动和弟弟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这是一家人第一次没能在一起过中秋节。“由于疫情原

因，他们单位要求最好不要离开本市，而且我姐姐怀孕不

太方便走动，所以他们在网上买了好多礼物，有给我的也

有给爸妈的。”

周薇薇的姐姐和弟弟不仅为家人购买了各式各样的

月饼，还邮来了很多当地特产。“从8月末我就开始收快递

了，他们专门给爸妈买了适合老年人吃的低糖月饼，也给

我买了我爱吃的蛋黄月饼。我姐姐邮来了爸妈爱吃的北

京果脯、糕点和烤鸭，弟弟给爸爸邮了茶叶，给妈妈和我买

了漂亮的丝巾，我们收到礼物都很开心。”

周薇薇的父母也准备了很多礼物，希望能让远在他乡

的儿女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爱。“我爸特意做了他最拿手的

酱牛肉、酱肘子、卤猪蹄，都用真空机塑封包装好，放上冰袋

给我姐姐弟弟寄过去了，还买了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鼎丰真

月饼和糕点，希望他们能在这个中秋吃到家乡味。”

“我们都商量好了，中秋节那天晚上要视频通话一起

过节，大家在屏幕前品大餐、吃月饼，我们要让他们看看家

乡的月亮，他们也要让我们看看北京和杭州的月亮，虽然

人不在一起，但是心在一起也是一种团圆。”周薇薇说道。

中秋节里庆丰收 稻香人喜日子甜

临近中秋，农安县前岗乡的李鹤一家也很忙。“我

家今年就种了两公顷地，其他的地都包出去了。别看

地不多，但伺候得好，地里的苞米株株都壮实，棒大粒

深，长得喜人。”李大叔一说起自家的苞米地就高兴。

“我俩儿子都在外打工，本以为得雇人掰苞米了，但前

两天儿子们商量说中秋回来过，然后在家待上十天半

个月的，回头和我一起收苞米。”李大叔说，现在农村生

活好了，收玉米都用机械，可以选择直接卖给附近的饲

料厂、养殖厂、加工厂，粉碎机一路过去不管是玉米还

是秸秆直接粉碎到一起，工厂里的人直接拉走；也可以

卖一半留一半，农村人家一般都不会全部卖出去，还会

留下一部分，李大叔家也是这样。“我家老二有个朋友

是做农产品直播卖货的，前段时间已经过来收了四五

趟苞米了，价格给的高。因为收得有点早，我们都在地

里挑个大饱满的给他，反响不错，中秋节这几天还要过

来收。他还看上了我家地里的菜，我们都约好了，以后

继续合作，双赢！”

李大叔说，中秋节对农民来说是代表收获的节日，一

般家家户户都比较忙。“今年咱们这里大丰收，你往地里一

走，看着就舒心。我现在每天都得走上一圈，带几穂苞米

回家往灶坑里一放，烤好了给孙子孙女吃。”地里的活儿得

干，家里也得收拾，李大叔早就安排好了中秋要做的事。

“我打算趁着孩子们在家，把自家吃用的苞米先收拾出来，

我和儿子在地里干活，儿媳妇们在家剥苞米、晒干，孙子孙

女在院子里玩，晚上一家人一起吃团圆饭，日子越过越有

滋味！”

忙在中秋 浓情满怀

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上一盒月饼，借此传达祝福是人

们过节必不可少的仪式。如今，随着电商与物流的发展，网

购月饼和节前互寄月饼成了很多市民的选择。为了能把月

饼尽快送到顾客手中，快递小哥成了最忙碌的一群人。

“从一周前开始与过节有关的快递就逐渐增多了，尤

其是月饼的快递派件和收件非常多，大概占了我这几天所

有派件量的四成。”快递小哥姚宏伟说，节前有些企业会给

员工和合作伙伴寄月饼，也有片区做网络主播的或是开网

店的人往出发月饼，这样的快递一般要好几个快递员一起

加班加点地忙活才能保证顺利装车运走。

“这两年还有好多人学做手工月饼寄给亲朋好友。我

前几天上门收件时，一位60多岁的阿姨就拿出自己亲手做

的月饼和酱牛肉说要寄给她儿子和姑娘。阿姨千叮咛万嘱

咐让我小心轻放，别摔碎了，并且一定要节前送到。我跟她

保证了，当天就帮她发走了，估计这时候她家孩子已经收到

了。”姚宏伟老家在通化市农村，他告诉记者，“每逢节假日

都是快递员最忙的时候！”今年中秋节他不回家了，“10月3

号正好是我爸生日，我月底提前请几天假，带着老婆孩子回

去多待几天，陪陪我爸妈。等我回来正好赶上‘双十一’‘双

十二’，再加上元旦和春节，那时会更忙。”

“家人们，这是今天新到的紫皮茄子，很嫩啊，还有芦

笋，都是收割完立马运过来的，新鲜着呢。有需要就拍店

里的链接啊。下午我们还有一车水果回来，保证都是好

货，咱店里还能打包，也有直接装好的水果礼盒，到时候我

把链接发给大家！”长春市创意路附近的一家超市里，客服

马璐正忙着拍小视频传到微信群里给顾客们看。“这不马

上中秋了嘛，咱家的老顾客都等着店里上新货，什么水果

礼盒、月饼礼盒什么的，还有呼声最高的海鲜、花束和零食

大礼包，很多人过来问。”马璐从中秋节前一周就忙活起

来，拍视频、做链接、回复顾客信息、给货品打包装箱、核对

数量……微凉的天气里愣是忙得满头汗。记者问她中秋

节是否休息，她笑着说：“不休，我们这儿来的都是老顾客

和周边的居民，过节了大家都要吃团圆饭，对生鲜的需求

量非常大，咱也要保障好居民的菜篮子，让他们都能吃上

最新鲜的菜！”

这个中秋，忙碌的除了快递小哥、菜贩，还有社区的工

作人员。这不，中秋节前，为了让辖区的困难家庭感受到

浓厚的节日氛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以及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长春市中海南溪社区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

了“浓情中秋话团圆 助困帮扶暖人间”中秋慰问活动。社

区的工作人员逐家逐户走访了辖区的低保户、残疾人及特

殊家庭，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生活状况，了解他们

的所思所盼，并送去了月饼及米面油等节日慰问品。社区

的高大爷说：“社区干部逢年过节都会过来看望我，儿女不

在身边，社区工作者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当我遇到了什么

困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帮助我，真得非常感谢他们。”

当非遗遇到中秋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我省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双

双巧手和精湛的技艺，为中秋节献上了一份礼物。

绳编于2021入选“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人徐晓雪最近十分忙碌，许多爱美

的女士纷纷将玉石、珠宝等小配件送到她这里来，希望通

过她的巧手，编织出更美的挂饰，在中秋节时能为自己带

来独一无二的传统装扮，其中不乏一些带有小兔子等中秋

元素的手链。

在忙碌的间隙，徐晓雪特意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制作

了一件“中秋明月夜，金桂十里香”的挂件，用非遗技艺献

礼传统民俗。该作品整体是用蜡线编织而成，徐晓雪告诉

记者，中间的圆代表满月、月圆。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花

卉之一，中秋赏桂是自古就有的传统习俗。在该作品中，

圆月之中几朵“娇艳欲滴”的桂花挂在枝头，连“玉兔”也忍

不住前来欣赏。据了解，每年到了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

徐晓雪都习惯制作一些绳编作品，充分将非遗技艺与中国

传统元素相结合，以期让更多人能够在了解非遗的同时，

也将传统节日的风俗传承下去。

我省非遗项目老怀德满族剪纸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

闫雪玲将剪纸与中秋元素相结合，创作出一幅传统气息浓

郁又不失可爱的作品。闫雪玲介绍说，该作品的主体是中

国神话传说“玉兔捣药”，远景为八月十五的圆月，月亮之

中的“嫦娥”翩然起舞。在玉兔的身上，又融入了“蝶恋花”

“年年有鱼”等元素，蕴含着美好的寓意。有别于传统剪纸

的单一红色，闫雪玲用套色剪纸技艺，构成了这幅颜色鲜

艳的作品，希望用非遗作品为中秋献礼，表达吉林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祝愿。

在延边州光东村，水稻即将迎来丰收，这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风光。村里的朝鲜族村民也为游客展

示起了“尤茨”。尤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是朝鲜族群众喜

闻乐见的一项融文化、体育、游戏于一体的民俗活动。趣

味十足的“尤茨”让游客大开眼界。

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中秋节赏
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习俗，更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传承。 吴茗 摄

图为闫雪玲的非遗剪纸作品。 全省城乡各大商超货源充足，品种丰富，洋溢着节日气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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