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有车单位和个人：
经上级批准，S104郑常线武陟三阳至示范区宁郭段（下

穿长济高速公路分离式立交桥）从2017年1月23日至2017
年1月25日进行为期3天旧桥拆除施工，为保证工程质量、工
程进度，确保过往行人车辆安全，自公告之日起，该路段进行
道路封闭，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车辆绕行路线：绕行获轵线、温博路
监督举报电话：18303973233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焦作市公路管理局

2017年1月20日

关于S104郑常线施工限行的
通 告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3月7日10时至2017
年3月8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91/03）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
区民主南路999号锦绣江南小区5号楼2单元31号的房产。详细信
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优先购买权人参与竞买的，应于2017
年2月24日前向法院申报优先购买权并提交有效证明，经法院确认
后才能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
标的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联系人：侯根良 联系电话：（0391）3386815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20日

河南省国营博爱农场绿色廊道建设绿
化树苗及管护项目现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
进行采购，欢迎有意向的单位登录博爱农场
官网首页 http://www.hnbonong.com 查看有
关谈判公告。

地址：博爱县磨头镇友谊路
电话：13849503450

招标公告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我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博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5） 博民二初字第 39 号民事调解书、（2015） 博执字第
192-6号执行裁定书，依法将被执行人孟凡臣、毋桂莲所有
的位于博爱县磨头镇前十里村的恒昌乳业制品厂内的厂房一
座予以拍卖，具体事项请登录http://sf.taobao.com 人民法院
拍卖网，博爱县人民法院网。

联系电话：17603917577 王法官
备注：以上拍品如流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再次

拍卖或变卖。了解再次拍卖（变卖）时间及详情，请登录博爱
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
2017年1月18日

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2月20日10时至2017年2

月21日10时 （延时的除外） 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

博爱县电业公司电业小区4栋5楼B户建筑面积为164平
方米的住宅房地产。拍品详情请登录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

联系人：贺法官 联系电话：17603917576
备注：上述拍品如流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第二次拍卖或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
详情，请登录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
拍卖（变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
2017年1月20日

通 告
焦作天著商业有限公司因贷款需要，准备将本公司开发

的位于修武县七贤大道398号修武新世界商业楼1~2层部分
商业房和3层、4层、5层商业房进行抵押，凡是购买以上房屋
的购房户，自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
心办理预售房登记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理备案手续的，修武
县房产管理中心将办理有关抵押手续。

特此通告
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

焦作天著商业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1日

通 告
焦作万博置业有限公司拟将该公司开发的位于修武县云

台山镇古洞窑村回头山1号“云武堂”项目的院落式客栈在建
未售部分房屋41套房，抵押给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五里源支行作为抵押贷款担保，若有购买以上房屋的
购买者，请于5日内与开发商结合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办
理预购商品房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理备案手续的，修武县房产
管理中心将办理有关抵押手续。

特此通告
河南修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里源支行

焦作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

2017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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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
门。”当大红的春联被一双双手贴到门上的
时候，一个崭新的年，就扑面而来了。

小时候准备过年，要帮大人做很多事情，
我最常做的就是家里蒸、炸、煮的时候烧火，
以及大年三十的早上打扫庭院，并为每个门
贴上春联。而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贴春联。

准备过年是紧张而烦琐的，从农历腊
月廿三开始，几乎每天的安排都是固定
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到了大年三十那
天，一切必备用品都已准备完毕，就剩下
贴春联了。这个时候，先要把庭院进行最
后一次打扫。这件事情，最开始是父亲做，
大年三十的早上，他要早早起来，把屋内院
外的角角落落，仔细地打扫一遍，一直扫到
胡同口，干干净净。扫完了，再取出头天晚
上早已分割好的门对和门神，一个门一个门
地用母亲打好的糨糊贴上去。我从懂事起，

就开始帮父亲做这件事情，他贴，我打下手，
扶凳子，递东西，看高低。10岁的时候，就改
成我贴，弟弟和妹妹打下手。我们也像父亲
那样，早早起床，拿起家里的扫帚，从屋内开
始扫起，一直扫到胡同口，土房子、土院子、
土胡同，干净得就像刚刚升起的太阳。然后
我们开始一个门一个门地贴上门神、门对，
父亲教我们，门神要相对，才能为我们看家
护院，保佑全家平平安安。门对要从右贴
起，右为上，左为下，贴反了，会被人家
笑话。还要在家里的重要地方贴上各种吉
祥的祝福或祈愿，案板靠墙的地方，要贴

小心刀口，电灯开关的下方，要贴小心灯
火，水缸上要贴川流不息，粮圈上要贴五
谷丰登，树上要贴树木兴旺，猪圈和我家
小毛驴的拴桩上要贴六畜兴旺，平板车上
要贴日行千里，院内的墙上要贴满院春
光，对着街门的墙上要贴出门见喜，而且
每个吉祥语的上头和重要的器皿上，要贴
一个福字。从打扫庭院到贴完春联，往往
需要一两个钟头，我和弟弟妹妹的额头上
都冒了汗，但当看到我们的家红红的、喜
气盈盈的时候，我们笑了，我们真的感受
到一个崭新的年，站在我们面前了。

我在老家贴春联，一直贴到我在县城
成家立业。从此以后，每年的大年三十，
我在县城贴，弟弟在老家贴。我喜欢贴春
联，喜欢那种亲手把一副副红色的祝福和
希望贴在自家门上的那种美好的感觉，一
年又一年，乐此不疲。在我心中，贴春联
是春节最重要的民俗之一，它包含了我们
对美好生活代代相传的期盼和赞美，它的
红色，可以照亮我们的未来。

在县城自家贴春联，最开始是妻子为
我打下手，儿子稍大，就由他打下手。去
年的大年三十，儿子主动提出，他贴，我
打下手。当我把大红的春联递到他手上
时，他的脸上顿时映上了我自小深爱的过
年红，那样俊秀，那样生机盎然，仿佛他
就是我的春天。

过了祭灶就是年。前天，远在南京的
儿子回来了，我家的年也就要开始了。

过年红
□吴泽人

新年来到，瑞气临门，吉祥如意。看
到瑞香的花朵，嗅到浓郁的香气，人们知
道，春天的大门就要打开了。

瑞香的名字，据说与北宋的一个僧人
有关。地点在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
的庐山。宋朝的一天，一个喜欢云游的僧
人在庙后石凳上入定，梦中被浓郁的花香
陶醉。他醒来后四处寻觅，在草丛中发现
一株小树，绿叶笼罩、芳香袭人。他将这
株小树移植盆中，供于佛前，为其命名

“睡香”。
“山深月冷梅花尽，压尽群英是此香。”

此花开时，正值新春佳节，人们认为此为花
中祥瑞，所以将“睡香”更名为瑞香。宋代诗
人王十朋说：“真是花中瑞，本朝名始闻。江
南一梦后，天下仰清芬。”

瑞香的名字，在唐代就已经存在了。
“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就写过 《瑞香
花》：“得地移根远，交柯绕指柔。露香浓
结桂，池影斗蟠虬。黛叶轻筠绿，金花笑
菊秋。何如南海外，雨露隔炎洲。”此外，
那位颇有传奇色彩的陈子高也写过瑞香
诗，只是不知道这位“容貌艳丽，纤妍洁
白，如美妇人”的男人，在无奈的人生游

戏中，怎样看待如花一样的生命？
瑞香在宋代颇受欢迎。诗人杨万里描

摹过它的神韵：“外著明霞绮，中裁淡玉
纱……香中真上瑞，兰麝敢名家。”朱敦儒
这样说：“紫帔红襟艳争浓，光彩烁疏栊。
香为小字，瑞为高姓，道骨仙风。此花合
向瑶池种，可惜未遭逢。阿环见了，羞回
眼尾，愁聚眉丛。”

一天，苏轼与友人在杭州真觉院聚饮
并赏瑞香花。苏轼即兴写下《西江月·真
觉赏瑞香》：“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
通。领巾飘下瑞香风。惊起谪仙春梦。后
土祠中玉蕊，蓬莱殿后红。此花清绝更
纤。把酒何人心动。”夜半时分，月下的幽
深小院，有清风徐徐吹来，城楼上的画鼓
响了三通，灯油也快燃尽，文友饮兴尚
浓。他们把瑞香花插在黑头巾上，连陪欢
的歌女们都争抢酒杯畅饮。苏轼乘兴又作

《西江月·坐客见和复次韵》：“小院朱阑几
曲，重城画鼓三通。更看微月转光风，归
去香云入梦。翠袖争浮大白，皂罗半插斜
红。灯花零落酒花，妙语一时飞动。”一首
小词，把当时社会的宴饮生活写得活灵活
现，情趣盎然。

瑞香属常绿小灌木，叶子和桂花、冬
青差不多而略细小。如果把瑞香放在春天
的百花园里，实在貌不惊人，但在万花凋
零的冬日，它便显得卓尔不群。尤其是盆
景，更有一番潇洒神韵。

瑞香又名“风流树”“瑞兰”“蓬莱
紫”“千里香”“雪花皮”“山棉皮”等。深
绿的叶丛中，瑞香花恣意怒放，花开满
枝，一团团，一簇簇，光艳夺目。花被筒
状，上端裂成四瓣，乳白色，夹带一点
紫，形若丁香。印象中，有一种蔷薇叫

“十里香”，桂花也有被称为“百里香”

的，但与瑞香霸气十足的香气比，则是小
巫见大巫了。瑞香含苞待放之时，浅紫色
的花团掩映在枝叶之间，每个花团都有数
束纤细的花蕾。瑞香花香浓烈，几乎可称
为桀骜不驯。“曾向庐山睡里闻，香风占断
梦里春。窃花莫扑枝头蝶，惊觉南柯半梦
人。”诗人戏称瑞香花香袭人，在幽室中坐
禅的佛僧也会为之心慌意乱。

让人想不到的是，如此芳香的花儿，
竟然还有个很粗俗的别名——花贼，说它
偷得百花之香集于一身。李渔甚至把瑞香
贬为“花之小人”，其理由是此花“能损
花”，还解恨地说：所幸瑞香开在冬春之
交，群花摇落，诸卉未荣，能够与瑞香相
遇的，仅有梅花、水仙两种，“故罹其毒也
亦不深，此造物之善用小人”。其实只是，
瑞香的肉质根部有甜味，且散发香气，容
易引致虫害毁根。

以色、香、姿、韵四绝著称于世的瑞
香，在春节期间开放，花开满枝一团团、
一簇簇，繁花似锦，清香浓郁，为新春增添
祥瑞之兆。它契合了人们“瑞气盈门”“花开
富贵”的美好愿望，因此历来被视为吉祥之
花、富贵之花，深受人们推崇。

新年瑞香
□任崇喜

老家的年味儿，与结婚有点关系，算
是序曲？老家有话，“一进腊月都是好
儿”。好儿，就是好日子。是说进了腊
月，天天都是黄道吉日。所以每年农历腊
月，结婚的人特别多。

如今结婚，动不动十几辆、二十辆
车，当年人结婚二三辆“扑楞车”。说扑
楞车得先说“汽马车”，又汽车、又马
车？从车的血统来看，汽马车与太平车有
血缘。宋《东京梦华录》载：“东京般载
车，大者曰太平……”后来有橡胶轮胎，
才有了“装汽车轮子的马车”所以叫汽马
车。所谓扑楞车，就是在汽马车上，用竹
子扎骨架，再张几条花床单，形成一个小
棚子，就叫扑楞车。

那时，嫁闺女，最后一辆扑楞车坐女
送客、把轿门的、新娘子。女送客一般二
或四人，多的十数人，不用单数。把轿门
的，就是新娘家或亲戚家的孩子。一般为
男孩，显示女家有人。男家要用红包，先
让把轿门的下车。把轿门的下车、女送客
下车，最后新娘才下车。

我几岁时，本家有个老姑出嫁，女送
客饭后与对方女娶客闲聊之际，我跑到了
新娘屋里对她说，“老姑，俺走了啊！”一
句话，说得老姑放声痛哭。也因这话，老
姑见一次说一次。如今，老姑都 60 多岁
了，见面一说起，两眼还泪不花花的。

真年味儿，从腊八粥开始。相传，腊
八粥是佛祖释迦牟尼被一名牧羊女的乳糜
相救，最终成佛，所以寺庙每年腊八造
粥、施舍，后来传入民间。

老家的腊八粥好喝！里边放大米、小
米、糯米、花生米、豇豆、红枣、绿豆、
豌豆、红薯块、南瓜块、蔓菁块，算来该
有十几种。老家有一种红心红薯，切开真
是紫红心，杠甜！蔓菁，带点别扭味儿，
但蔓菁干儿，也甜得很！讲究的，还加桃
仁、松仁、杏仁，好看得不忍下嘴了！

过了腊八，走街串巷的小贩就多了，
小孩子们放假没事干，跟着小贩喊：女孩
儿要花，就往头上插；男孩儿要炮，一点
炸开花；小媳妇要胭脂，往那脸上擦；小
伙子新衣裳，那是真展活；老大娘要头
巾，上面绣着花；老大爷要毡帽，是灰不
啦嚓。

小贩中，卖芝麻糖、溜溜蛋儿、琉璃
咯嘣的多。“芝麻糖，又粗又长的芝麻
糖。今年吃根芝麻糖，一年更比一年
强。”前一阵，我抽奖中了芝麻糖，吃不
出当年的感觉了。过大年弹溜溜蛋，是一
大快乐。吹琉璃咯嘣，它脖子像笔杆、肚
子像苹果，一吹一吸咯嘣咯嘣响。“琉璃
咯嘣吹三吹”，就是从这儿来的。

年前，每家都得赶几次会，办年货。
县东南一般赶刘村会、二铺营会、乔庙
会，后来马营桥、何营桥会。会上杂货
铺、棉麻铺、粮铺、澡堂、酱菜店，卖
盐的、卖酱醋调料的，烩面摊、羊杂
摊、油茶摊、胡辣汤摊，卖杂果、冰糖
葫芦、鞭炮、纸风车的，热闹得很。童谣
曰：二十三祭灶关，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割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公
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去灌酒，三十
黄昏煮刀头……

这段童谣，小孩子一入冬天，就开始
念叨。在他们念叨中，年越来越近。腊月
廿三，是个重要的日子：祭灶，吃灶糖。
粘了芝麻的叫芝麻糖，不沾芝麻的叫灶
糖。祭灶有专门的“套路”。

“男不愿月、女不祭灶”，祭灶必须男
丁。灶爷是“一家之主”，所以祭灶爷是
爷们的事。乡下有个笑话，有一家男人在
外，过年回不来，没法祭灶。不是男人咋
办？媳妇灵机一动，在腰间别个“捣蒜
槌”。祭灶时说，今天俺男人不在家，我
与俺男人也不差；腰里别个捣蒜槌，今天
女人当男人……

祭灶时，打半碗水，撒上点麦麸，一
根稻草剪七节，放在碗里。摆上贡品、灶
糖，上三炷香，给灶爷磕头，祈祷他多说
好话。关于灶糖，有说是用灶糖，粘住灶
爷嘴，免得说坏话。

撕下陈年旧灶爷，烧掉。站在院里，
把放了麦麸和稻草的水，朝天空泼了——
这半碗水，灶爷饮马用。

农历腊月廿四，房子、院子大扫除，
衣服、被子洗干净。廿六蒸馒头——每家
每户都要蒸各种各样的馒头：馍、包子、
豆包、花糕儿、人口馍。特别是馍背上剪
成刺猬样的“仓”。据说，是一种善于积
少成多的动物，会把粮食搬到仓里。过年
蒸仓，有祈祷丰收之意，也有教育人像仓
一样积少成多吧。

腊月廿八贴春联。从前，少有人买春
联，自己写或请人写。写的内容要丰富得
多。除门对，还有大门口的出门见喜、春
光满院，床边的身体健康，树上的树木兴
旺，油灯、电灯边的小心灯火、小心用
电，平车上的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水
井、水缸上的川流不息、饮水思源，牲口

房里的六畜兴旺，还有
福、禄、寿、喜、财之类
的单字。还有些专用联，
如灶爷用的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天地全神用
的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
十。

贴 春 联 ， 也 颇 有 讲
究。有一年，我贴门神，
冻得龇牙咧嘴的，总算贴
完了。父亲开会回来。问，谁贴的门神？
我很高兴地说，我。他一巴掌飞过来。我
很委屈。父亲说，你看看你贴的门神。我
这才发现贴反了。门神应该脸朝里、对着
脸。但我贴的门神背靠背、不照脸儿。

除夕下午，各家族都会去坟，请祖先
回家过年。坟地回，挂上“神主”——把
祖先牌位挂起。用石灰画囤，把门窗封
住，在胡同口画外射的弓箭，据说辟邪。
还要用一根大木头挡在门口，据说可挡
财、守财。

放鞭炮，有危险！有一年，我在雪堆
上放炮，捻子熄了就吹，脸被炸得稀巴
烂。有人说煤水消炎，就往脸上抹。大年
三十，我却像包公一样。另一年，我穿了
条灰涤卡裤子，是大哥的裤子给改的。本
家一个哥，扔小火鞭儿，扔到我裤上，炸
了个大窟窿。

从前“送汤”，即送饺子。以我们村
为例，魏家老祖从詹店迁来杨延井，四个
儿子分成东、西、南、北四个院。杨延井
魏姓与詹店魏家是一支。所以端汤，到几
公里外的詹店，詹店人也端汤回我们。饺
子端几公里，肯定凉了、坨了，但心是热
的。其他姓氏也如此。

初一磕头是挨门进，不管是亲戚、本
家还是外姓，对劲不对劲都磕，这是一种
礼节，也是和谐典范。

串亲戚。“新亲戚”早，“新亲礼道”
嘛！新女婿大年初一去丈母娘家。这一
天，酒菜最丰盛。但新女婿不敢多喝，有
喝多把亲事喝黄的。新女婿要带几盒好
烟，孩子们会搜烟、搜钱买糖。不能恼，
一恼就“狗脸”了。一帮半大小子，扯急
了可敢怼他。“亲戚串到初五六，酒没酒
来肉没肉”，亲戚越老越是长辈的，也不
能马虎。

天天有讲究，时时有说处。初一到初
五，扫地不“撮垃圾”。要从门口往里边
扫，往家扫财。正月初十，石头过生，要
下扁食，供石头。还有“正月十五拾谷
茬，金钱银钱往家爬”。

老家的年味儿，少不了大戏。一般过
“破五”才开戏。几千年文化系统庞大、
纷繁复杂，史上“识字人”一直很“小
众”。但文化依然深入人心。

戏剧，说书。在识字不普及的几千年
间，传播文化、以文化人。乡村，多有目
不识丁的“文化人”，厕所“男女”或不
认得，却能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将相王
侯，功过得失，讲得毫厘不差。甚至能名
词动用“苏秦相六国”；能说出“三月桃
花雪”这气煞诗人、作家的句子。

乡下，多的是“锣鼓一响屁股沉”的
戏迷，“胡琴一响心‘蛄蛹’”的戏痴。
如今沉迷网络的年轻人，或许会偏见乡下
老头、老太太，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
懂。我要说，乡下老头、老太太能懂的，
如今的年轻人也不一定懂。乡下老头、老
太太能说出：“三国戏，有仁义；列国
戏，不仁义！”知道《鱼腹剑》是门客出
谋，杀兄夺嫡，让人轻视。能告诉你魏武
帝是追封的，戏剧中他是“白脸贼”额上
画“红灯焰”，因他心虽不臣却一生称
臣，“白脸”画“灯焰”，肯定他“义”。

曾经乡下，年前年后，许多说书人，
一个个其貌不扬，甚至有不少盲人，却又
个个满腹经纶。说书人感到火候到了，就
猛然把惊堂木拍下，有板有眼地说：“说
书不说书，上场先说毛主席语录！”操琴
的瞎子吱吱咕咕，拉一阵弦子。说书人接
上：“这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男孩
不哭了，女孩不闹了，鸡也不飞了，狗也
不叫了——我—们—开—书—了……”

年味儿 燕赶阳春回大地；
鸡鸣晓旦换生活。（王娟）

请大圣回山，金棒挥天宇净；
看雄鸡报晓，寒星隐太阳升。（陈香云）

时事相得春又到；
年龄共长日重新。（康伦明）

桃符喜帖三星到；
爆竹欢歌五福临。
横批：吉祥如意（李建安）

紫燕衔书心语寄；
金鸡报晓日光新。（紫藤）

家同和盛人同富；
花喜阳春景喜新。（王梁晓）

忙忙碌碌闲些日辞岁；
平平安安留份心过年。（王东）

春风满院家家喜；
瑞雪盈天处处欢。（成玉香）

紫气盈庭福满地；
金鸡唱晓喜临门。（刘钢）

厚重山阳，富曲唱红中国梦；
人文古邑，笑声点亮太平灯。

金鸡旭日同和盛；
瑞雪红梅沁园春。

金鸡报晓，九州逢太平盛世；
大地回春，焦作谱时代辉煌。

春到太行，家家和美；
梦圆华夏，步步铿锵。

千家逐梦同和盛；
百业争春共富荣。
横批:宏图大展

古邑四围祥瑞气；
山阳一卷幸福图。

唱晓鸡声，为幸福山阳喝彩；
裁芳燕剪，助和谐社会添花。

（焦作对联会提供）

2017年（丁酉）新春联

喜庆的日子。（油画） 张恒中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