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博爱县磨头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冒着严寒对计生困难家庭

进行了看望慰问。 截至目前，该镇共投入资金、物资共计

1.8

万多元。

图为该镇计生办工作人员为柳庄村独生子女户严海利发放慰

问金和慰问品。

田浩萍 摄

新区：

慰问计生困难家庭

本报讯 为使计生困难家庭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春节，新区积极加大慰问帮扶力

度，

1

月

10

日，由区、乡主要领导带队，计

生工作人员陪同， 深入困难计生群众家

中，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救助物资。

据统计，全区将慰问计生困难家庭共

41

户，每户配送物资包括大米、食用油、

牛奶、被子等价值

300

元，每户发放慰问

金

500

元，共计投入资金

3.28

万元。

（孙明军）

解放区：

计生困难家庭获帮扶

本报讯 春节来临之际，为使每一个计

生家庭都能度过一个安乐、祥和的节日，解

放区四大班子领导对辖区计划生育困难家

庭进行了慰问和帮扶救助， 为他们送去慰

问金和米、面、油等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及时送到了群众手中。

据统计，双节期间，该区将为独生子女

及其父母死亡伤残而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

124

户家庭，发放救助金

12.4

万元；为

200

余户计划生育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的特

困家庭，发放米、面、油等价值

3.6

万余元的

慰问品和

1.5

万余元的慰问金。

（解放）

马村区：

情暖计生家庭

本报讯 新春即将来临， 为了使计生

贫困家庭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近日，马

村区五大班子领导在区人口计生委负责人

的陪同下，深入街道、社区、村庄，走访慰问

计划生育贫困家庭，为他们送去了

1000

元

慰问金和慰问品。

每到一户， 区领导都详细了解计生贫

困家庭的生活生产状况以及子女上学、就

医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对她们在经济困难

的情况下， 响应国家政策带头实行计划生

育表示感谢， 鼓励她们坚定信念、 鼓起勇

气，战胜疾病和困难，在各级人口计生部门

的帮助下，尽快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截至目前，该区共慰问计生户

138

户，

发放慰问金

80500

余元。

（计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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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龙

关爱育龄群众 情暖计生家庭

市人口计生委为计生家庭送温暖

本报讯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体现

党和政府对计生家庭的关爱，市人口计生

委积极开展为计生家庭送温暖活动。连日

来，市人口计生委班子成员周学相、袁培

莲、闫发安、王彦霞、薛慧庆、马银湘分别

带领委机关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农户、城市

社区，看望慰问计生困难家庭，为育龄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每到一户计生困难家庭，市人口计生

委班子成员都代表市人口计生委为他们

送去

500

元慰问金及慰问品，并送上一封

情真意切的慰问信

,

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

活情况，勉励他们树立信心，争取在各级

人口计生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尽快改善生

活条件，自力更生，早日走上富裕幸福之

路。

为做好计生困难家庭年终慰问工作，

市人口计生委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充

分发挥市、县（区）、乡三级人口计生网络

优势，对全市计生困难家庭情况进行详细

地摸底排查， 通过层层把关， 最终确定

367

户计生困难家庭作为年终慰问对象，

按照每户

500

元的标准，共计发放慰问金

18.35

万元。目前，各项慰问救助活动正在

进行中。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前夕，市、县

（区）、乡三级人口计生部门将慰问计生困

难家庭

2853

户，发放慰问金近

70

万元。

据了解，自元月份开始，市人口计生

委就将为计生家庭送温暖活动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实行市、县（区）、

乡三级联动，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进广大

计生家庭， 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在政

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生活上有保

障。 一是组织各县市区积极开展新春慰

问活动， 为正在创业的计生家庭推荐致

富项目， 为贫困计生家庭送去生活物资

和帮扶措施，为计生女孩家庭、特殊家庭

解决就学、就医、就业等困难。 二是组织

各县市区开展关爱流动人口活动。 通过

座谈会、联欢会、家访等形式，主动与返

乡流动人口交流、沟通，落实流动人口计

生家庭应享有的奖励优惠政策。 三是开

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宣传服务。 为计生

奖扶、特扶对象送好礼，开展免费体检送

健康活动，为留守儿童、计生老人提供亲

情服务。 四是组织农技人员、 义务志愿

者、 计生协会会员帮助计生家庭和特殊

家庭搞好冬季农田管理， 开展适时的抗

旱、防冻、保墒工作。 （杨雁冰 宋清华）

沁阳：

救助计生贫困家庭

本报讯 近日，沁阳市五大班子领导

及全市科级以上干部纷纷到计生困难家

庭慰问，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救助金。

为了让计生困难家庭过一个欢乐祥

和、平安愉快的新春佳节，沁阳市把慰问

救助计生贫困家庭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

来抓，实行市、乡、村三级联动，广泛开展

为计生家庭送温暖活动， 在全市上下形

成了关爱计生贫困户的浓浓“关爱链”。

目前， 该市共有

861

户计生困难家

庭得到帮扶，救助物质 、资金达

243650

元，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计生家庭的温暖

和关怀。

（贾利 黄军燕）

孟州：

送“福”进万家

本报讯 “老张，快看是谁来了。 ”伴

随着计生专干高兴的声音， 孟州市人口

计生委的领导带着慰问品和新年祝福走

进了该市计生户张祥的家中。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孟州市

人口计生委为了让全市所有计划生育困

难家庭过个祥和的春节， 对全市的计生

家庭进行了走访排查， 重点对独生子女

伤、病、残家庭和计生困难家庭以及留守

家庭进行慰问。

截至目前， 全市已为

1

万余个计生

家庭送去了春联， 走访慰问计划生育家

庭

385

户， 送去各种慰问品及慰问金达

14.1

万元，各级慰问活动仍在进行中。

（李丽 海燕）

武陟：

“三送”活动惠民生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宣

传活动，武陟县以“三送”活动为载体，

确保计生新政策的全面落实。

一是为“计生贫困家庭”送温暖。

为贫困计生家庭送去面粉、 食用油等

慰问品，讲解目前的计生优惠政策。截

至目前， 共为

206

户贫困计生家庭送

去了面粉、食用油、挂历、方便面等慰

问品。二是为“流动人口”送政策。截至

目前，共为

67

人办理了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发放宣传折页

2000

余份、扑克

500

余副、挂历

800

余册、避孕套

600

余盒。三是为“农村计生家庭”送帮扶。

截至目前， 共举办农技培训班

6

期，

87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李洪峰 赵阳）

修武：

关爱计生家庭

本报讯

1

月

11

日， 修武县人口

计生委领导班子分别深入各乡镇，对

全县计划生育困难家庭、 部分奖扶对

象进行走访慰问。

每到一户， 该县人口计生委班子

成员都仔细询问计生家庭生产生活情

况， 了解家庭困难原因和就业就学情

况，并为他们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和慰问金，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

决在生活、生产方面存在的困难，使其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截至目前， 该县共计慰问计划生

育困难家庭和奖扶对象

252

户， 送去

慰问金、慰问物品

20

万元。

（修计生）

温县：

走访计生家庭

本报讯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

际， 温县人口计生委班子成员分为五

组，深入乡村慰问计生家庭。为计生户

家庭中因一方病故或子女病故导致困

难、 一方有重大疾病导致丧失劳动能

力、

60

岁获得奖励扶助的老人或获得

特扶奖励的老人、 流动人口家庭等对

象，发放慰问金和米面、食用油等，将

党和政府的温暖， 计生部门的关怀送

到全县每一个计生困难家庭， 帮助他

们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新春佳节。

截至目前， 全县慰问计划生育困

难户活动正在有序进行。 该县已慰问

计生困难户

210

户， 发放慰问金及物

资价值

4.2

万元。 （原树武）

近日，山阳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开展慰问计生困难家

庭活动，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及新春的祝福。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

动，该区共发放慰问金

1.2

万元。 图为山阳区委书记牛炎平（左）

把慰问金送到该区艺新街道工字路社区计生困难户杨金萍家

中。 樊家富 曹艳琴 范建军 摄

1

月

11

日， 中站区人口计生委举行了

2012

年度计划生育

困难家庭救助金发放仪式，为

98

户困难计生家庭现场发放救助

金和慰问金共计

11.6

万元。 图为救助金发放仪式现场。

吉艳美 摄

希腊年轻人

到农村找机会

希腊人尼克斯·加瓦拉斯和亚历山大·特里查都是农

学家，而且年龄都是

31

岁。 由于目前在首都雅典很难找

到比较好的工作，能干的只有薪酬少、时间短的临时工，

再加上雅典高昂的生活成本，两个人决定离开那里。不久

前，他们在乡下开始了新的工作———饲养食用蜗牛，专供

出口。

随着希腊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 像加瓦拉斯和特里

查这样逃离雅典前往乡村找机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这

些习惯了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人很清楚， 农业是一种

专门的行业，农业需要的体力劳动远比他们想象得要多。

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决定转投农业，因为在国家紧缩财

政、随时处于债务违约边缘的时期，与其在城市等待，不

如到乡村搏一搏。 “我在雅典的亲戚和朋友告诉我，那里

没有希望，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选择

是对的。 ”特里查在自己的暖房中一边查看饲养的蜗牛，

一边对记者说。

据统计，到

2010

年年底，希腊的失业率高达

18%

，其

中

15

岁到

29

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

35%

。 而农业部门的

就业却在希腊遭受金融危机打击之后有较大增长，

2008

年到

2010

年间增加了

3.2

万个工作岗位，而且绝大多数

都是希腊人。

不少人表示， 希腊人并不向外界说的那样只会享受

福利，危机到来时，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找回幸福

的生活。 童 乐

可以说，春节在古代，就是老少一起狂

欢的日子。 用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话说，春节

可谓是“千家笑语漏迟迟”。 眼下年关将至，

我们却发现，年味一年比一年淡，在快节奏

高压力的生活中，人们已经倦怠于去享受快

乐。 回想古人，他们虽然没有高科技，可每年

的春节却过得非常热闹，有些习俗我们至今

延续，有些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得不

承认，古人这年过得其实也很时髦。

古代“春运”发生在春节后

每逢过年，是工作一年的人们最开心的

时刻，终于可以放假了。 我们现在每年的五

一、十一、元旦、春节等都会放假，古代也是

这样，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时间放假，而且很

多时候是七天假。

唐代法律规定，每一年的元日、冬至、清

明三个节日都要放假七天。 元日也就是正月

一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春节。 但如果你认

为古代官员正月只放七天假， 那就错了，人

家除了元日的假外，还有人日（正月七日）给

假一天 ，上元节 （正月十五元宵节 ）给假一

天，晦日（正月三十）给假一天。 这么算下来，

整个正月里，唐代的官员们大可以在家里歇

着了。 要是碰上皇帝、皇后、太后啥的恰好在

腊月、正月过个生日、生个儿子啥的，普天同

庆下，假期又能多几天。 不过如果赶上不幸，

皇帝、太后在正月、腊月里薨逝，那么这个年

老百姓就没法过了，更不要说那些官员了。

到了宋代，休假制度更加完善了，官员

们的幸福指数蹭蹭往上升。 宋代实行文官制

度，冗员现象非常明显，所以放假一多，全国

众多官员就可劲儿地休息了。 春节法定的休

假天数依然是七天，人日给假一天，元宵节

放假三天。 到了宋真宗时期，真宗老人家觉

得休息得不过瘾，又添了点儿节日，正月三

日为天庆节，放假五天，正月四日为开基节，

放假一天。 其实很多节日假期都重复了，不

过放假天数还是相当可观的。 正如我们现在

过年过节有时也要加班一样， 宋代规定，人

日官员们还得工作，不能“休务”。 至于加班

费， 鉴于古代官员的工资很多都是年薪制，

加班费无从算起，不过每逢过年，皇帝也有

赏赐。

我们现在一到春节， 春运就成了大事，

古代人虽然没有火车，可他们一样也得坐着

马车 、走着路 、骑着驴儿回家过年 、走亲访

友，这其实也是一场小规模的春运。

那时候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出行很辛

苦。 为了趁天黑赶到目的地，古人往往要起

个大早。 女子也一般在正月初二回到娘家与

娘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这时候，交通工具就

五花八门了，有钱的坐车、没钱的走路。 《红

楼梦》中，涉及到春节的就有两处，其中一处

为元春正月十五回家省亲，一处为贾家在一

起热热闹闹过春节。 其中元春省亲是个特

例，清代的春节习俗主要在贾家过年两回里

体现出来。 其中说道：“王夫人与凤姐天天忙

着请人吃年酒， 那边厅上院内皆是戏酒，亲

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 ”古代

家族庞大，互相牵扯的很多，因此过年为了

礼节周全，总要都走一遭，即便是平时很生

疏的，也会在过年时互相来往。

相比于我们现在的大规模春运“迁徙”，

古代的“春运”发生在春节后几天，而且“春

运”距离很短。

宫廷里元宵节“开集市”

除了官员，皇帝也要休息。 以清代为例，

清代宫廷中的春节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左右

开始，一直到正月二十左右结束。 在春节前，

由钦天监选定一个吉日，皇帝会举行一个封

宝仪式， 就是把印玺放入匣子中妥善收藏，

开始过春节，而各地衙门也要在皇帝封宝之

后封印。 从康熙皇帝开始，除了封宝外，还要

举行封笔仪式， 也就是不再用朱笔批阅奏

折。 一切都妥当之后，皇帝就开始过一年中

最重大的节日了，乾隆皇帝会写很多“福”字

贴在皇宫各大殿中，也会赏赐给臣子。 但这

并不代表皇帝可以偷懒， 将朝廷大事撒手，

他还会以口头形式继续皇帝的公务。

普通的百姓在元宵节可以上街狂欢，可

皇宫里的皇帝、后妃可不能随随便便走到大

街上，于是，皇帝就想出了个办法。 乾隆年

间， 皇帝下令在同乐园开设了买卖市场，每

逢元宵节期间， 就模仿民间的集市贸易玩。

集市贸易虽然规模比较小， 可也是啥都有，

有做衣服的、有挑担卖瓜果的、有茶馆酒肆，

不过这里面的老板全是宫廷里的太监，就是

图个热闹。 他们先从外面的小摊贩进货，讲

明是以代卖的形式进行，卖出去的钱会返还

给小贩，而卖不出去的货品也会返还。 开市

以后，王公大臣们可以进去买卖一番，等到

夜幕降临，外臣就不可以逗留了，这时，那些

被关在紫禁城里一年的快发霉的后妃们就

可以结伴去买东西了，虽然时间短暂，但买

卖声迭起，煞是热闹。

然而，在封建社会，还有很多杨白劳式

的过不起年的百姓，他们的新年就只能像听

着宝钗、宝玉唢呐声响，自己却无可奈何的

林黛玉一样悲惨。

宋代拜年多用“飞帖”

其实，现在我们的春节年味儿已经越来

越淡，在有的大城市，除了超市贴出的大红

宣传、家门口贴出的对联外，已经很难寻觅

到那种春节的味道。 很多人说，过年真无聊，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能寻觅到的乐

趣反而越来越少了。 在这方面，古人可比我

们会游戏多了。 可以说，春节在古代，就是老

少一起狂欢的日子。

除了贴对联、放爆竹之外，古人还有很

多新奇古怪的主意，在没有电视、电影、电脑

的封建社会，春节的确给了他们尽情释放的

机会。 我们现在过年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去

拜访到所有朋友， 因为路途遥远等原因，会

用明信片等方式送上祝福。 而古人也有用名

片拜年的方法。 宋代的时候，这种名片叫“飞

帖”， 由各家的小厮仆人代替主人送去其他

人家，而每家又在各自的大门上挂一个红色

的纸袋“接福”，用来装飞帖。 明代的文徵明

曾经写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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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过年时，每个人都要喝一种酒屠

苏。 相传药王孙思邈每逢腊月，都要分给乡

亲们一包药，百姓用这些药泡酒，可以达到

驱寒、驱除瘟疫的作用，因为孙思邈的屋子

叫做“屠苏”，所以乡亲们就把这种酒叫做屠

苏。 最有趣的是，这种酒要先给小孩儿喝，家

中最年长的人要最后一个喝，苏东坡的父亲

苏辙还曾“郁闷”地写过“年年最后饮屠苏”

的诗句。

猜灯谜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正月十

五， 花灯会将古代的城市装饰得异常夺目。

清代至民国年间， 辽宁各地每逢重大节日，

都会有百姓们提着花灯上街庆祝的情况。 全

国其他地区也有很多这样的习俗。 每到正月

十五夜里，每个人都提了自家做的最漂亮的

花灯，点上蜡烛，跟着队伍在村子里走上一

圈儿，非常壮观。 花灯可以说是古代点亮节

日气氛的最重要道具，辛弃疾的《青玉案·元

夕》 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

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可见当时的

人群是彻夜都在欢乐的气氛中。

古代“春晚”戏班子唱主角

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在除夕晚上边

包饺子边看春节联欢晚会，其实古代也有春

节联欢晚会，只不过没有电视直播、也没有

大明星。

古代，在春节期间，大街上会出现游行

的队伍，有点类似于国外的狂欢。 而且各朝

代各地区都不一样，有的会演社戏，有的会

舞龙舞狮，当戏曲逐渐占据人们主要的娱乐

领域后，春节看戏就成了那场松散的“春晚”

最热闹最受人欢迎的地方。 这种游行，有的

地方称其为“演春”。 就是到了现在，在某些

农村，一到春节，就有村子里组织的杂耍队、

舞龙队，一路欢呼着扭着秧歌，挨家挨户门

前表演一番，等舞到了村子的中心，就会停

下来表演更丰富的内容，引得百姓们驻足观

看。

至于古代有钱的人家，就不用出去看戏

了，他们会在自己家里搭戏台、邀请戏班子

开锣。 还是以《红楼梦》为例，贾家女人们每

年高兴了就看戏，但是春节、正月十五的戏

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他们的戏班子还是家

养的。 正月十五的晚上，贾母在大厅里摆了

几席酒， 邀请荣宁二府的子侄们进行家宴，

吃喝中欢快度过一天。 这有点儿像我们现在

的春晚时间， 人们看春晚只是为了消遣，真

正的娱乐却是和家人一起团圆。 看完贾府

“春晚”后，又放烟花助兴。

青 参

天气预报不准

在南非可能会判刑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党近日推出一项新提案， 拟对未

经政府批准而擅自发布不准确的、 重大天气灾害预警者

实施严厉处罚，最高可判处

10

年监禁。

根据南非执政党推出的《南非气象服务法案》修正案

提案， 独立天气预报员如果在未获得官方批准的情况下

发布了错误的极端天气预警， 初犯将被判处最多

5

年监

禁或罚款

40

万英镑， 累犯者则要面临最高

10

年监禁或

80

万英镑的罚款。

南非当局表示，这项新法案是为了避免错误的暴风、

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预报引发公众恐慌和经济损失。因

此， 任何未获得国家气象服务部门书面许可的人都不能

发布类似的天气警告。 南非气候多变、跨度大。 沿海地区

经常遭遇暴风袭击，内陆低洼地带，特别是北部天气炎热

地区经常遭遇长时间的旱灾， 而高原地区则经常出现猛

烈的雷电暴雨天气。 中 日

古人咋过春节？

也放七天假也看“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