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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殿封

“几时霜降几时冬，四十五天就打春。”
从冬至这天入九，“五九”四十五天，立春正
好是“六九”的开始，因此农谚说“春打六九
头”。今年的春节刚出“年”门，立春节气赶
在正月十一来了。

先民多智慧，历法定节气。我国古代将一
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十五天（半月）一
个节气，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首节，是一
年之始，春季之始。又将一年划分为七十二物
候，每个节气有三候，每一候五天。立春三候
为：“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
陟负冰。”意思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
立春五日后，蛰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再
过五日，河里的冰开始溶化，鱼开始到水面上
游动，此时水面上还有没完全溶解的碎冰片，
看上去如同被鱼负着一般浮在水面。

立春一日，百虫苏醒，百草回芽，“从此
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人们最先发
现，躲藏在墙角里的蜘蛛在慢慢爬动，枯叶遮

蔽下的野菜萌生出嫩芽，干绿的麦苗泛出鲜
绿。春回大地暖，种地早盘算，此时，耕牛已
经在农民的心里“遍地走”了，正是：“东风
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
醒，农家岁首有谋耕。”

我国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迎春礼
仪、春游习俗和“咬春”食俗从周朝赓续至今
三千多年。旧时，立春前一天，各地举行隆重
的“迎春”活动，州、县长官率领所有僚属参
加，“春官”前行众人随后，出城区东门迎接
预先塑造的土制春神、春牛。春神又叫句芒、
木神、芒神，他是主宰草木、各种生命生长和
农业生产之神。

民间塑造的句芒身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手上的鞭子长二尺四
寸，象征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句芒伴随春
牛，他在春牛旁所站的位置以阴阳年（甲、
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
阴）确定，阳年站立左边，阴年站立右边。如
果立春日距正月初一之前五天以外，他站在牛
前，距正月初一后五天以外，他站在牛后，如
果立春日在正月初的前、后五日内，他与春牛
并立。并且，句芒的面相、衣着根据纪年不同
亦不同。山东一带根据句芒的服饰预告当年的
气候状况：戴帽则示春暖，光头则示春寒，穿
鞋则示春雨多，赤脚则示春雨少。

牛是农耕的重要家畜，农民分外爱惜

它，以致成为吉祥的象征。民间塑造的春牛
身高四尺，象征一年四季；身长八尺，象征
农耕八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尾巴长一尺二寸，
象征一年有十二个月。立春这天打春牛，表
示春耕即将开始。

立春这天举行打春牛仪式，官民击鼓，一
官员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口喊一
打“风调雨顺，地肥土暄”；二打“吉祥如
意，国泰民安”；三打“六畜兴旺，五谷丰
登”。然后交给其他官民轮流鞭打，“泥牛鞭散
六街尘”，土牛打得越碎越好，寄意春气透
了，以示人们对春天的热爱。春牛破碎，农民
欢笑着抢土牛的土块，说拿回家放进牲口栏里
会槽头兴旺，撒到地里会长出好庄稼。孩子们
围着春牛前跑后颠、左冲右突，疯抢从牛肚子
里掉落的预先放进去的红枣、花生、柿饼、核
桃等果品。

今年是金鼠年，闰四月，是农历一年内恰
逢两个立春节气的“双春年”，一个既是正月
十一（2月4日），一个在腊月二十二（2021年2
月3日）。一年中为什么会有两个立春？这是因
为我国农历历法一年平均只有三百六十四天左
右，比公历历法一年约少了十一天。为了解决
农历与公历的时间差问题，使月份和季节相对
应，古人就设置了闰月。受此影响，第二年的
立春会出现在春节之前，形成年头、年尾两个

立春，与之对应的还有农历一年之中没有立春
的“无春年”。

“双春年”是喜庆年，鼠年、金鼠年遇到
“双春年”更是喜上添喜。农民说“鼠年难逢
双立春，农村喜宴把肚撑”。意思是“年逢双
春雨水多，双春年里好种田”，春雨比较充
足，耕种就有一个好的收成。地里五谷丰登，
农民手头富裕，喜事自然也多起来，何况“双
春闰月年，结婚好时年”。这样，不管是自己
家还是别人家办喜事，就会吃个酒足饭饱肚子
撑。在老人们看来，“双春年”有头有尾，意
味着所有事情都能善始善终，含有开枝散叶美
好寓意，特别适宜嫁娶，小夫妻幸福美满，老
年人多子多福。今年结婚的新人们，切莫错过
生育健康聪明“金鼠宝宝”的大好良机哟！

立春一年端，新天新地新日月。那首古老
的《月亮歌》又由稚嫩的童声唱出：“初一
生，初二长，初三初四闹嚷嚷。初一月不见，
初二一条线。大二小三，天黑月一竿。大二小
三见月牙，初三初四娥眉月。初五初六半拉少
肉，初七初八圆个半拉。初八、二十三，月出
月落半夜天。十五没有十六圆，十七夜里少半
边。十五六，两头露。十七八，黄昏摸瞎。十
八九，坐着守。二十正正，月出一更。二十二
三，月出半夜天。二十四五，傍明月出。二十
四五月黑头，月亮出来就使牛。二十七八，月
亮出来一霎。二十八九，光明出来扭一扭。”

□记者 杨国胜 张鹏
通讯员 徐春光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教育发动群众，是当前农村

疫情防控工作的难点，也是打赢这场攻坚战的
关键点。而对于不出门的农村百姓，防疫信息
如何让他们知晓？一个云平台链接，打开就能
知晓全市的防疫动态，有图有文有视频。诸城
不少人，并不是无聊翻看朋友圈，而是在家刷
抗疫“云直播”。

2月2日，诸城市融媒体中心编辑陈文龙告
诉记者，他与同事每天都会在爱诸城客户端和
现场云直播平台编辑发送上百条信息，内容涉
及防疫动态、防疫知识、抗疫举措、感人事迹
等，通过平台传送到千万诸城人手中。

同时，该市党员干部、普通群众齐上阵检
查，用大喇叭喊话、拉警示横幅等展现群众智
慧、发动群众参与的“土办法”，在诸城广大

乡村筑起一道道防控疫情的“铜墙铁壁”。
一到春节，串门走亲戚必不可少。不

过，与往年不同，今年春节，皇华镇下茁山
村街头不见了登门祝福的身影。村民们都在
各自家中，房前屋后张贴了很多关于疫情防
控的公告。

连续多日，每到早上8点，村里的广播中
就传来网格党支部书记王权的吆喝：“大家注
意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染性很强，
请大家加强防护，千万别出门串亲戚，电话问
候、视频问候一样能表达祝福……”

为了疫情防控，王权每天忙碌不停。他
表示：“疫情来得太猛了，防不胜防。目前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宣传、宣传、再宣传，不想
听也要宣传，一定要让大家对疫情有个清醒
认识，警惕起来，重视起来。”在不断地提
示与讲解中，村里三五成群、登门祝福的身影

基本消失。
林家村镇辖区巾帼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

“半边天”作用，积极宣传防疫知识，发放张
贴明白纸，充分利用微信群、移动音箱等多种
方式扩大宣传力度，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确
保志愿服务有效落实联系到户。“本来心里还
有一些恐慌，听了志愿者们的细心讲解，心里
踏实多了。我们一定减少出门，保护好自己，
不给大家添乱。”林家村镇前潘家庄村村民魏
玉平说。舜王街道还用好“地面、空中、网
络”三条宣传线，每天用倡议书、明白纸或村
广播喇叭、疫情防控群等，推动防疫工作安全
高效开展。

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诸城市基层党员
干部和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实现各村防控、宣传、排查、整治工作全
覆盖，一张基层防控大网正不断织密织牢。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刘雁 孙烨 报道
本报莒南讯 “党委政府干部好，天天围着各

庄跑，一天到晚都不闲，看看各村管得严不严。不
走近不走远，蹲在家里就怪管。出门就把口罩戴，
身体健康不会赖。野生动物不能吃，吃坏了就毁了
你自己……”最近，一段农村大爷竹板说唱的视频
在莒南火了起来。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广
大农民群众被迫待在家中，娱乐活动少，与外界交
流也大大减少，有些人难免会出现焦躁情绪，这不
利于疫情的防控和群众的心理健康。怎样既疏导不
利情绪，又让防控知识入脑入心、让群众更容易接
受呢？莒南县倡议大家利用说唱、顺口溜、小戏等
民间传统艺术，在家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利用手
机向村（社区）微信群传播，供大家欣赏。莒南县
洙边镇东夹河村的陈庆汉，就打起来平日最擅长的
小竹板。73岁的陈老汉平时就爱好编写顺口溜，他
脑子活泛，国家大情小事都挂心头，所以编的顺口
溜紧跟时事又贴近生活，乡亲们都特别爱听。这
回，他又打起了竹板录了这段视频，在村里的微信
群一发，立马引起乡亲们的关注，大家纷纷点赞，
争先转发朋友圈。

防控进农家，土法子也管用。越来越多的群众
依样学起来，有的家庭自编“三句半”，说唱歌颂
抗击疫情的先进典型，有的用诙谐的土话编成小曲
儿，告诉大家如何自我防范。发动“猫”家里的群
众自编自演小节目，既让大家解了闷儿，又在潜移
默化中提高了大家对防疫抗疫的认识。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2月8日正月十五20：30，2020江苏卫视

元宵荔枝灯会将播出。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江
苏卫视除了打通早中晚新闻报道、全天候播出公益
宣传片的同时，元宵荔枝灯会还特别增加了抗击疫
情主题的特别板块。

近日，江苏广电总台特别创作了一首原创歌
曲——— 《站在一起》。在元宵荔枝灯会中，歌曲创
作者和江苏卫视主持人将共同演唱这首歌，献给所
有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的人们，向他们表达爱意与
敬意。晚会上，在央视春晚中亮过相的蒋大为、降
央卓玛、凤凰传奇、刘宇宁等歌手，以及苗阜、王
声、霍尊、杨迪、张可盈等艺人，将为观众带来精
彩节目。

作为“热曲制造机”，凤凰传奇将经典的民歌
元素与电子音乐、Rap结合，在2020江苏卫视春晚
上以一首《大碗宽面》收获好评。这次的元宵荔枝
灯会，他们将带来歌曲《看看好河山》，用歌声阅
尽祖国大好河山，彰显民族文化底蕴。

一向温润如玉的翩翩少年霍尊，唱起歌来别有
风韵，但如果演出逗趣小品，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本次晚会，霍尊搭档杨迪、张可盈，将带来小品
《为自己代言》。这也是他首次尝试语言类节目。
全新的挑战，未知的表演，这一次的霍尊，或将带
来不一样的惊喜。

我国古代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物候。立春是二十四节气的首节，是一年之始，春季之始。

立春三候为：“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

鼠年适逢双立春 大地回暖自此始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你保重，我保重，武汉加油，祖国保
重。你保重，我保重，中国加油，祖国保
重。”由山东歌舞剧院、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出
品，山东歌舞剧院歌剧团10名歌唱演员昼夜奋
战赶制出的原创歌曲MV《保重》，2月3日上午
正式发布，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英雄致敬。

温暖动人的旋律、富有感召力的歌词、铿
锵有力的歌声、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感人画
面，令观者动容。MV发布当天，歌曲的作曲
者、演唱者闫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看到歌词一两分钟就形成了旋律

接受采访的时候，闫寒有些疲惫又难掩兴
奋。他说：“为了创作这个作品，我连续两天
基本没睡觉，现在一想起这事来就特别激动，
它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创作的过程是很煎熬
的，把一个旋律真正落实到纸面上，再录制出
来，做成MV，这是一套大工程。”

大年初六，还在东营老家的闫寒接到山东
省艺术研究院张积强院长的通知：针对当前的
疫情防控形势，抓紧时间创作出一首鼓舞人心
的音乐作品。“我赶紧找到经常合作的作词人
路兴华，他连夜创作写到凌晨4点。初七一
早，张积强院长对歌词进行调整、定位，我就
从中午开始谱曲。”闫寒说。

“只能看见，彼此的眼睛，还有眉间，那
一丝倦容。突来的云，突来的风，灾难让我
们，选择了奋勇。只要有路，就会有泥泞，只
要有爱，就会有疼痛。再浓的霜，再冷的冰，
灾难让我们，拧成不断的绳。”歌词让闫寒很
有感触。他说，看到歌词一两分钟就形成了一

个旋律，但真正落实到纸面上，需要反复推
敲。当晚8点，闫寒创作完成，录了小样给编
曲任斌，开上车就往济南赶。回到济南，已是
次日凌晨时分。

录制时有的演员等了几个小时

初八一早，编曲忙着作伴奏，闫寒则要选
定歌唱演员。在微信群里宣布了这个消息后，
演员们的热情让他倍感振奋。“大家听说了这
件事情后，都非常积极地想参与录制，群里顿
时热火朝天。但有的不在济南，有的身体状态
不好，他们对不能参与其中感到非常遗憾。最
终，在济南的能参与演唱的10位歌唱演员全部
到齐。大家都想尽己所能，为疫情防控做点儿
事情。”闫寒说。

闫寒告诉记者，这首歌得考虑好让谁唱哪
一句，这是比较难的事情，因为这首歌不像独
唱或者合唱、对唱，它得按照演员的特点来进

行分配。演员当中，美声、民族、流行唱法的
都有，要根据音高、风格合理安排，总体保持
一致，又让每一个人都能更好地展示自己对祖
国、对武汉的那份情感。

初八晚上6点，编曲刚刚完成，录音棚的
现场录制就开始了。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演员们只能采取分头录制的方式。“录音
棚提前用酒精消好毒，我们跟演员说好录制的
时间。前面的演员录完，电话通知下一个演员
上去录制，没有排到的演员就各自坐在自己的
车里戴着口罩等着。有的演员一等就是几个小
时。因为录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一句
歌词几秒钟就表现完了，但真正录制的时候却
需要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半小时，要精益求
精地去找状态。特别是这首歌我写的时候里面
流行的东西比较多，而录制的时候绝大多数都
是美声、民族唱法的演员，让他们用流行唱法
的节奏去演唱是有一定难度的，大家都在克服
困难。”

大家的热情和态度很让人感动

录制结束时，又是新一天的凌晨。对于闫
寒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整理录音、剪辑制作，
接下来的工作甚至比前期更繁重。一个不眠之
夜，又一个不眠之夜，直到MV制作完成上线
发布。终于想缓一口气的闫寒，在众多电话、
微信反馈下，又一次打起了精神。

闫寒说：“电话、微信一直不断，基本都
是山东文艺界的朋友。大家都说这首歌多么富
有情感，多么有张力，多么鼓舞人心。有的朋
友打着电话，边说边哽咽。还有两位艺术学院
的老师打过电话来，一直在唱那一句‘你保
重，我保重’。他们说真是太激动了，大家都
应该唱这首歌。”

身为山东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山东艺术
学院流行唱法教授，闫寒可谓集晚会策划、导
演、指挥、作曲、编曲、录音、混音、演唱于
一身的全能型艺人。“在我的创作经历当中，
第一天写歌，第二天全部录出来，紧接着做好
成品发行，这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用了最短的
时间，拿出了这样的作品，虽然大家都非常辛
苦，但是大家的热情和态度，很让人感动。我
甚至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这次工作的进展和状
态，罗列出几点到几点谁在干什么，这是我第
一次发这样的内容。”

原创歌曲MV《保重》视频及歌词请扫描
二维码，通过大众日报客户端观看

山东文艺工作者昼夜奋战赶制原创歌曲MV《保重》，向抗疫一线英雄致敬———

“灾难让我们，拧成不断的绳”

□记者 肖 芳
通讯员 王作岩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鼠年闹春没出动，静听春

色控疫情。全民行动防疫情，讲究卫生少生
病。大家耐心不添乱，迎来新春万物青。”2
月1日，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社区居民
微信群里，一位居民发出了自己原创的这首
“小诗”，小巧有趣、饱含生活气息，立即引
来邻居们在群里排队点赞。

“往年大家都会串门拉呱，现在每天宅在

家里，难免会出现焦躁情绪。”后田社区党委
宣传委员、居委会委员孙香娥介绍说，社区在
严防严控的同时，注意引入心理防控服务，利
用社区微信群，搭起欢乐“云舞台”，为居民
做好“心灵按摩”。

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精准到达每位居
民的“云舞台”上，社区干部们发动有才艺的
居民编排一些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顺口溜、短视
频，鼓励孩子们在家创作一些绘画作品，群内
共享、互动交流，享受线上串门带来的“云欢

乐”。“孩子们画得真好”“群内好欢乐哈，比
追 剧还精 彩 ”“ 病 毒 快 快 走 ， 生活更美
好”……居民们在频频互动中抒发着情感，你
追我赶地展示自我风采。

“疫情防控是阻击战、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面对有居民已经出现的心理波动，我们要
想做到持久无疫情、无恐慌、无纠纷，就必须
刚柔并济，做到隔离疫情但不隔离真情。”孙
香娥说。

诸城：“云直播”里知防疫

城阳：“云舞台”上欢乐多

莒南73岁老汉
快板编唱防控歌

江苏卫视元宵荔枝灯会

增加抗击疫情特别板块

闫寒（左一）和他的部
分“战友”合影

歌唱家蒋大为录制节目时的照片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生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2月2日上午，枣庄市薛城区陶庄

镇党委副书记马广东带领镇民政部门有关人员来到
井亭村，走进村民王新闯家中，为其送去1000元奖
励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后，王新闯同家人商量后决定，为配合疫情防控，
将原定正月初八的结婚日期延期。为此，镇里决定
对他进行奖励。

当前正是疫情联防联控的关键时期，薛城区对
原来已经敲定日期的红白事宴请，组织镇街包村干
部和村两委成员，仔细摸排、统计，并通过微信
群、宣传车、村村响广播、上户走访等方式，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倡导群众特殊时期不搞聚会，不搞
宴请。

在宣传舆论引导下，该区多数涉及婚丧嫁娶户
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支持配合疫情防控，主动
将婚丧嫁娶延期或取消，不搞聚会，不给疫情传播
机会。

临城街道东丁社区居民丁某某的父亲年前去
世，原定于大年初六办理丧事。经街道和社区工作
人员沟通，决定简办，没办任何酒席，直接火化埋
葬。该街道依据相关政策给予丁某某５００元奖励。

据统计，目前，该区共有48户取消或延迟了婚
丧嫁娶。其中，陶庄镇对21户主动延缓婚丧嫁娶的
每户奖励了1000元。

战“疫”新风扑面来
枣庄薛城区48户居民婚丧嫁娶

延期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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