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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前明

“天开日明，万物熙熙，皆有春意”“辞

岁迎新更万象，春满人间”“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元复始，新憧

憬、新发现、新语言在古人的眼前展开着，

留下了众多与元旦、新年有关的诗词、文

章。元旦，即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

是公历新一年的第一天。但是，很多人并

不了解我国元旦的来历与演变。

历史上，中国古代曾以腊月、十月等的

月首为元旦，自汉武帝起确立为农历 1月 1

日。但据《中华文明史》等记载，“元旦”一

词最早出现于《晋书》中“颛帝以孟夏正月

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记载。南北朝

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元

旦，万寿初春朝”的描写。我国发掘的大汶

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一幅太阳从山间升起、

中间云烟缭绕的图画。经考证，这是我国

最古老的“旦”字写法，意为太阳从地平线

上冉冉升起。

中国元旦是指夏历(农历、阴历)正月

初一，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

“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因而在古代，除夕

与元旦交汇之节，就是延续至今的春节，俗称过年。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劳动人民在年度交汇之际，总

有回顾上年的收获和展望下年变化的想法，随之产生了

一系列的年节风俗、娱乐活动，如贴门神的风俗，出现了

最著名的两位门神：神荼和郁垒。现在还能见到出土的

汉代石墓画像上所绘刻的神荼、郁垒形象，后来渐渐发展

到在一块桃木板上写二人的名字，称为桃符，以驱邪除

妖。元旦新年放爆竹是为了驱邪镇恶，祝福一年的吉祥

如意。之后，全家敬神祭祖，再饮椒柏酒，预祝人们在新

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顺利。然后喝桃汤，魏晋以后，

改为饮屠苏酒，以避瘟疫。“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

都如意。”岁首吉日，善颂善祷，北宋赵长卿的这首“探春

令”，成为极好的元旦祝词。

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每逢元旦，都通过不同的形

式表达衷心的祝愿。居住在齐齐哈尔的满族，除夕之夜

在住房门外和店肆门前点燃没有火苗的火堆。满族之家

还在门上悬挂弓箭，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曾于除夕力克

强敌，并成就帝业，因此沿袭成俗。赫哲族人民生活在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雉飞到饭锅里”的三江平原，在满汉

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和鄂温克、鄂伦春族人民一样，所过

的基本是农历的节日，祈求着平安吉祥。

对元旦这样重要的节日，官方也非常重视。近几年宫

廷题材影视剧中已描写表现甚多。如元旦宫廷的贺岁之

礼，规模宏大而隆重。三国时曹植《元会》诗云：“初步元

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唐白居易《七年元日

对酒五首》之二写道：“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

七秩，屈指几多人！”孟浩然写了一首《回家元日》诗，云：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

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公元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

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

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并规定阳

历（公历）１月１日为“新年”。1912 年袁世凯上台强势

推行阳历，1928 年民国政府甚至发布政令要废除春节，

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老百姓还是准备过阴历年。当时，

湖南长沙一庙春联是：“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之后，为兼顾阳

历阴历和节气，决定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叫作春节或过年，

把公历的1月 1日叫作元旦。

今天的法定节日“元旦”，是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同时，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

历１月１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当我们怀着温情和敬意，翻阅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东

北日报》时，会感觉到一缕缕春风荡漾。1949 年 1 月 1

日，《东北日报》刊登了一篇记者专访，苏联邮电工人工会

负责人专门谈了苏联邮电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这篇

专访，在东北邮电工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激发了他们对

新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东北邮电工人更充分地组织

起来了，为党政军服务、为人民服务，以坚实的脚步、火样

的热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力量。

辞
旧
迎
新
话
元
旦

□宋金秀

快要过年了，不得不感叹时间的飞逝。孔子说的“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应最为形象。不管你愿不愿意，时间

都会一分一秒地流逝。

作为一名邮政人，我就感觉时间过得快。从首季度的

“开门红”到二、三季度的特色市场再到“四大战役”……一

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在不停忙碌，不停奔波，不

停地给时间留下一些印记。对于我个人而言，由于常年在

综合办公室工作，把大量的时间都交给了材料的组织和撰

写，当然，最头疼的当属年底，因为有一堆要写的材料等着

你，而自己也会不知不觉成为时间的奴隶，任凭你多么想主

导时间，都无济于事。

最近，“年轻人选择躺平可耻吗”登上热搜，青年人选

择躺平，归因于目前社会上攀比心态已经涉及社会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孩子们上幼儿园要比谁上的是重点幼儿

园，上中学要比谁进入了重点中学，当进入重点大学之

后，要比谁找的工作更好……因此，在这样一种比而又比

的社会氛围之下，某些“没有可比”的青年便选择了一种

躺平的态度。

躺平，于我而言是一种奢侈。把生活的节奏安排得

紧密而流畅，一寸光阴不可轻，把“比”的时间都挤掉了，

哪还来的躺平呢?

□星河

2021 年的 7 月，就像我人生

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将一整个年

度明明白白地划分成了两半。上

半年，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学生

娃，忙着投简历，笔试和面试，扎

进书海里写论文；下半年，我踏入

北京城，摇身一变成了“打工人”，

从零开始接触对我而言几乎全然

陌生的邮政业务。

还记得入职前同学们在一起

交流，得知我要去邮政，大伙儿纷

纷睁大了眼睛：“你要去送快递

了？”我摇头说不是，于是她们又

问：“那送报纸？”我又摇头。人便

追问：“那你去邮政到底是做什么

呀？”我去邮政，是做什么的呢？

那时候的我也无法给出明晰的答

案。

儿时，邮政是一阵亲切的“叮

铃叮铃”——那是邮递员蹬着自

行车走街串巷的清脆铃铛声。年

幼的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清晨

穿着绿衣的邮递员叔叔阿姨骑车

来到我家楼下，将当日的报刊塞

进信报箱。

少时，邮政是同学们的“秘密

基地”——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未在

学生中普及的年代，我们在校门口

的邮局里收集精美的明信片，写满

祝福的话语，寄给远方的笔友。

近年，邮政于我而言，是爱，是

希望，是连接美好的幸福使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我的家

乡武汉，小区的居民们封闭在家，

缺乏食物来源。在最迷茫无助的

时候，绿色的大邮车穿过城内空无

一人的马路，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

同胞捐赠的爱心物资出现在大家

面前。我和邻居们激动地站在各

家的阳台上，饱含热泪向着那抹希

望的绿色挥手致意。

2021 年硕士毕业季，我拿到

了邮政的入职 offer，这是偶然，

也是缘分。但那时的我仍未知晓

“中国邮政”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就在懵懵懂懂中，我告别了

生活二十余年的家乡，来到千里

之外的北京城。过去，我就像沿

着既定轨道缓缓行驶的车轮，一

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而在那个

节点，对于即将面临的一切——

陌生的城市，独居的生活，全新的

职场生涯，我一无所知，却又不得

不硬着头皮走下去。父亲陪我来

到北京，安顿好一切后便要回

家。他返程的那天傍晚，天色沉

沉，愁云密布。我站在租住高楼

的阳台上，目送他拖着笨重的行

李箱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消失

在奔忙的人群里，视野里只余雨

水在窗上歪歪斜斜爬过的痕迹。

我的内心变成了一个空洞，既没

有离别的伤悲，也没有对新生活

的期待，只有无尽的迷惘。

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早早

来到单位，从工位的桌挡板后悄

悄探出脑袋，注视着同事们陆续

走进办公室。无人闲谈，每个人

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四周都听

得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作为

初来乍到的职场菜鸟，我还不知

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该问谁，只好

闷着头翻阅资料，在本子上装模

作样地写写画画。

然而，在领导和同事们的热

情帮助下，我很快就熟悉了新的

工作环境，不再拘谨不安，和大家

打成了一片。当我真正开始了解

邮政后，所有的担忧和迷惘都烟

消云散。我发现，原来邮政远远

不止是“送快递”“送报纸”，邮政

的业务种类繁多：惠及农民的助

农贷款、帮销农品的邮乐电商、方

便民生的普遍服务，此外还有重

要证件文书寄递等政务类业务，

报刊发行以及邮票明信片制作和

销售等文创业务，各种商品的代

销业务……邮政的体系架构庞大

而复杂，而身为其中一员的我，有

如运转着的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

丝钉，平凡而渺小。但中国邮政，

正是由无数个小小的螺丝钉齐心

协力推动运转着的巨大机器，它

承担着为国为民服务的重担，金

融、寄递、农村电商、普遍服务是

支撑它的“四梁”，而让这个庞大

机器“劲往一处使”的机制，叫作

“协同”。

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确实很

吸引人！这半年来，我在邮政从

事新闻宣传工作，做过微信，编过

报纸，写过文稿，下过基层；我曾

跟着快递员推着装满包裹的小车

一路小跑，在支局大堂里观摩柜

员小姐姐办业务，在雁栖湖畔参

加新员工培训……

工作之外，我也发现邮政服

务其实无处不在，邮政早已无声

无息地融入百姓的家常事儿，成

为生活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有机会遇上可爱的邮政人。

打算往家里寄份礼物，就拨通

11183，很快就会有个邮政小哥风

风火火地上门来揽收，听说我也

是邮政人，他咧开嘴露出一口白

牙，笑得很亲切。我也享受到了

邮政电商业务发展的福利，在邮

乐购平台上买到了来自家乡的农

特产品，在异乡也能品尝到家乡

的风味。去邮储银行办业务，营

业员小哥看到我的邮政工作牌，

热情地与我交流。入职这半年，

邮政予我太多惊喜。

□宋雪菲

最近收到很多年度报告，不禁感叹自

己这一年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各种手机

软件详尽地记录了我的各种生活、工作习

惯和轨迹，但无法记录个人的成长和变

化。所以，真正的年度报告还得由自己出

具，我自己的年度关键词是：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从一名行政秘书

变成了一名农村电商工作人员。去年10

月，四川省自贡市邮政分公司成立乡村

振兴专班，未知工作的挑战和强烈的好

奇心驱使我最终来到乡村振兴专班，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与行政事务不同，在

乡村振兴专班，我们主要围绕农产品销

售、农业产业融合和客户经营开展工

作。简单来说就是利用邮政线上线下渠

道优势，帮助农户增收、客户获益，从而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我的老家有自贡早香柚种植基地。

为了抢占好的摊位销售柚子，很多农户总

是天不亮便肩挑背扛地将香柚运到附近

的乡镇上贩卖，不一会儿，街边两侧全是

金灿灿的香柚。农民把扁担往摊位后边

一放就地坐下，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中

午在旁边的小吃摊买个馒头就是一天的

吃食。如此辛苦，一箩筐柚子还不一定卖

完，卖完了也不一定有个好价钱，一年又

一年，周而复始，只换来微薄的收入。这

是我小时候记忆里的香柚销售画面。

曾经，我老家的种植基地因为香柚销

售不畅，换种了其他农作物。反观其他的

柑橘种植基地，通过与邮政合作，水果穿上

了包裹外衣，坐上了汽车、火车或飞机，传

统的销售变成了网络上的交易。农民不用

起早贪黑去守一天未知的收入，只需将要

寄出的水果打包好，送上家门口的邮车，便

能等着收入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而乡村

里，放眼望去全是整齐划一的大楼房。

农村电商改变了乡村，也改变了

我。我们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联，全面

融合各项邮政业务，满足乡村群众的各

项用邮需求，群众笑容满面，我们也很开

心。看见乡亲们一个个嘴角咧到了耳

根，我觉得自己仅仅做了一件不起眼的

小事，却是关系他人的大事，心中满是作

为邮政人的自豪。

去年只是开始。新的一年，我们这个

新的团队还要继续助力乡村振兴，希望把

自贡当地的农产品推广到全省甚至全国，

让大家想到自贡的时候，除了彩灯、恐龙

和井盐，还有自贡味道。

□所越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年的时光仿

若流沙，不知不觉，就悄悄见了底，曾经以

为遥远的2022年已悄然而至。

回顾一年来忙忙碌碌的每一天，有收

获的喜悦，也有失落的茫然；有无助的感

慨，也有意外的惊喜；有温暖的时刻，也有

感动的瞬间……尽管还有些许遗憾难以释

怀，有三两目标尚未实现，但也收获了很多

美好的回忆，结识了一群有趣的伙伴，使

2021年的所有奔忙都变得格外有意义。

2021年 4月，背着行囊，我再次踏上去

北京的旅途，开启在中国邮政报社的学习

生活。尽管已不是第一次到报社培训，但

此次行程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自己的身

份有了新变化，从最初的通讯员变成了专

职记者，与之前相比，此次的学习目标更明

确，实践性也更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社培训期间，见到

了“传说”中的邮政先进典型人物其美多

吉。在报纸上、电视上无数次听到、看到其

美多吉的先进事迹，深受感动和鼓舞。在

报社举办的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其美多

吉，现场聆听他的故事，倾听报社老师们采

访其美多吉的经历，汲取榜样的力量。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伟

大历史时刻的到来，中国邮政报社组织开展

了庆祝建党百年之“寻迹红色邮政 传承红色

基因”全媒体采访活动，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了

第三站福建省、广东省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

的采访工作。6天，1200公里，采访组一行奔

走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一系列重要节点上，寻

迹邮政故事，感受历史温度，触摸时代脉搏，

见证红色基因在邮政人身上代代相传。

在此次红色之行中，还结识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邮政伙伴，在紧张的采访工作之

余，互相陪伴和照顾、彼此信任与支持，尽

管生活的地域不同，但此时此刻，我们有着

共同的身份——同为邮政人，这也是在邮

政这个大家庭工作的魅力所在吧。

挥 别 了 过 往 ，一 切 都 是 新 的 篇 章 。

2022 年，愿自己能够依然心之向阳，有尊

严、有追求、有梦想，努力奔跑，继续奔走在

自己的热爱里。2022年，愿成为更好的自

己，不遗憾现在，不畏惧未来，不负韶华，不

负自己。2022 年，愿结识更多的伙伴，有

诗有酒有知己，有花有茶有欢笑。2022

年，愿我深爱的企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也将继续献出我之所学、我之所能、我之

所爱。2022 年愿疫情散去，山河无恙，神

州大地四季安康！

放眼邮政天地宽

一寸光阴不可轻

我的年度关键词：改变挥别2021年

□桂志强 摄

□王世安 绘

家乡的味道

寻访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