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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通州“春节气氛组”早已就位：大红灯笼挂满街道，
绚丽彩灯扮靓夜景，各式年货摆满商超，剪纸窗花
飘红城乡……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人们都在红红
火火迎新春。

在东关大桥、新华大街、故城东路等主要街道
沿线，一串串、一排排红灯笼、中国结与蓝天、白云
相互映衬，喜庆的氛围处处洋溢。夜幕降临，城市
犹如穿上了华丽的“晚礼服”，流光溢彩。

以新华大街为轴线，自北苑至万达商圈、北京
ONE等节点区域的建筑物景观灯在黑色幕布上
画出一幅幅绚烂的油彩画，大红灯笼更让整条街
熠熠生辉，大家或拍照或驻足欣赏。

大运河也披上了彩衣，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
等桥梁都亮了起来。东关大桥上红彤彤的灯笼与
夜晚运河景观相得益彰，流光溢彩迎佳节。

记者从通州区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今年春节
及元宵节两节期间的景观布置主要集中在新华大
街、通胡大街、通济路等19条主要道路，以及东关
大桥、天成桥、北苑桥等重要节点，遵循利旧原则，
采取灯杆悬挂发光 LED 灯笼、中国结，行道树悬
挂不发光布艺灯笼的布置形式，灯笼、中国结等节
日装饰共设置 22000 余个，灯笼上的牡丹、芍药、
百合等元素寓意平安吉祥，和谐幸福。同时，节日
期间开启大运河、新华大街、通济路、通燕高速景
观亮化节日模式，打造昼夜兼顾的节日景观效果。

街头巷尾喜气洋洋，各大商超市场也备好了
节庆饰品供大家选购。记者探访多家市场发现，
很多人今年选择线上置办年货。永辉、物美、家乐
福等实体超市依托自有购物APP推出网上年货置
办通道，采办年货、赶大集等活动纷纷“云”上办，
让群众足不出户选年货，既方便又避免人员聚
集。据悉，“2021年全国网上年货节”已于 1月 20
日正式拉开帷幕，这一活动将持续到2月18日，大
量电商企业开启春节“不打烊”模式。

不过，要说过年的氛围，还属农村最浓最
朴实。

每年春节前，张家湾镇里二泗村的李东民家

都会炸出一大盆饹馇饸和丸子。刚出油锅的饹馇
饸，入口带着劲酥脆，咯吱作响，是全家过年最爱
的零食。而各色各样的丸子，寓意“团团圆圆”。

西集镇尹家河村的刘东敏家后厨也是一片热
气腾腾。泡豆、磨浆、过滤、煮浆、点卤、压模，一家
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制作传统豆腐。浓浓的豆香顺
着窗户氤氲开来，年味儿十足。“我们每年都会多
做一些豆腐，过年孩子们回来，都要带些回去。”刘
东敏说，做豆腐是老辈传下来的习俗，如今自己的
母亲年过八旬了，每年春节还要亲自给家人做豆
腐。“现在日子好了，豆腐也不稀罕了，但是过年还
是惦记这一口。”刘东敏边说边乐呵呵地给母亲打
下手。

在西集镇还有两位“非遗”手艺人，用他们的
方式迎接新年。

“无风声不小，有风响不停，风吹风车转，有车
幸福来。”逢年过节，人们都会买个风车回家，寓意
四季平安、吉祥如意。每年此时也是西集镇武辛
庄村“风车大王”“风车梁”梁俊老爷子一家最忙的
时候，他们要赶制上千只风车送往庙会迎新年。

今年受疫情影响，庙会取消，但梁俊还是决定
象征性做一些，给村里的孩子玩玩。“咱们通州大
风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不能丢。”通州

“风车梁”的风车制作技艺源于清末，今年88岁的
梁老爷子已是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风车不仅颜
色更加鲜亮而且可拆卸，深受民众欢迎。

王庄村的“团花剪纸”非遗传承人王文敏一家
最近也挺忙。只要得空，全家人就围坐一起制作
剪纸作品，准备剪窗花送邻舍。快过年了，不少邻
居上门来求团花剪纸。“平时谁家有喜事儿也让我
给剪两幅，都是图个喜庆。”王文敏说。

“牛气冲天、金牛报春、福牛闹春……”在王文
敏的家中，墙上挂着全家人的作品，儿媳尹利芳的
作品“牛气冲天”看着就喜气。内有传人，外有徒
弟，如今已桃李满天下的王文敏，看着这些作品很
欣慰。他希望团花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
被更多的人熟知传承，“这些寓意美好的东西就该
在人与人之间世代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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