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期间能否燃
放烟花爆竹，成为公
众关注的话题。今年
春节，一些地方明确
可燃放烟花爆竹，引
发了舆论热议。有的
地方还明确了具体的
可燃放时限。

“爆竹声中一岁
除 ，春 风 送 暖 入 屠
苏。”在很多人的记忆
深处，过年与放鞭炮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在火药发明并被
应用于烟花爆竹生产
之后的 1000 多年里，
中国人用燃放爆竹除
旧岁庆祝春节，已经
成为一种传统习俗。
然而，基于安全和环
保考量，对烟花爆竹
的管理日益严格，近
年来不少地方纷纷出
台“禁放令”。绿色、
环保、无烟的春节，已
然成为一种新风尚。
但是，有不少人总觉
得没有爆竹声，就缺
失了年味儿。

民众想过一个热
闹年，民风民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
其在环保意识日益增长和新风俗不时呈
现的当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并不意味
着年味儿就淡了。

作为一种流传上千年的习俗，理应
予以尊重。即便只是“小众”需求，“一
刀切”的做法也有失简单粗暴。是否应
该探索一个相对温和的处理办法，尝试
在划定禁止燃放的区域中圈出可燃放
点，值得考量。

换言之，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的污
染影响不可否认，但也不应过于夸大。
基于上述情况，近年来有些地方对烟花
爆竹的态度有所松动，从“禁燃”微调为

“限燃”。
“禁燃”与“限燃”只是一字之别，但

体现了对传统习俗和部分民众“刚需”
的充分尊重和灵活处理，值得点赞。而
且，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将燃放烟
花爆竹对空气质量以及安全的影响控
制在最低限度。 一些地方出台的烟花
爆竹燃放管理办法，设置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部分重点区域全面禁止燃放，
包括文物单位、交通枢纽、人员密集场
所、医疗、教育、养老、公共文化、机关办
公区等区域和易燃易爆、防火重点单位
等，这些区域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另一种是在城市主城区，县（市、区）城
区建成区限制燃放，且自除夕至正月十
五可以燃放，其他时段不得燃放。

防疫三年，民众想用喜庆的鞭炮来
驱赶瘟神的想法比以往显得更为强
烈。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这样
的心情应该予以充分尊重和理解。当
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春节期间究竟
是“禁燃”还是“限燃”，需要结合实际进
行权衡。这也是体现社会管理文明程
度提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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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习俗

古人焚竹发声， 称为“ 爆
竹”，放爆竹是中国人过春节的
一大习俗，从古至今相沿不
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
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
竹，以避山臊恶鬼。意思是正
月初一，鸡叫头一遍时，大家
就纷纷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放
爆竹，来逐退瘟神。这段记载
说明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
邪的音响工具，这就使得燃放
爆竹的习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
定的民俗色彩。在当时，没有
火药和纸张，人们便用火烧竹
子，使之爆裂发声，以驱逐瘟
神，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渴求
安泰的美好愿望。

到了唐朝，鞭炮又被人们
称为爆竿，将一根较长的竹竿
逐节燃烧，连续发出爆破声。
南昌诗人来鹄的 《早春》 诗
句 ：新历才将半纸开，小亭犹
聚爆竿灰。这写的就是当时春
节燃烧竹竿的情景。

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
和麻茎裹火药编串做成“ 编
炮”（即鞭炮），关于爆竹的演
变过程，《通俗编排优》 记载
道：“ 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
爆之。” 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
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

明清两代，爆竹的种类更

加繁多，燃放爆竹的时间已不
限于大年初一清晨，除夕夜即
开始，子夜零时达到高潮， 俗
称“ 迎神”。这时，无论贫富均
要放爆竹，李家瑞 《北平风俗
类征》引《壶天录》说：“ 京师
人烟稠密，甲于天下， 富家鄣
购千竿爆竹， 付之一炬。贫家
即谋食维艰， 索逋孔丞， 亦必
爆响数声， 香焚一柱， 除早年
之琐琐， 卜来岁之蒸蒸， 此习
沿类然也。”清朝谢文翘《教门
新年词》中的：“ 通宵爆竹一声
声， 烟火由来盛帝京， 宝炬银
花 喧 夜 半 ， 六 街 歌 管 乐 升
平。” 则反映了当时北京燃放鞭
炮的情景。

如今，燃放爆竹已成为具
有民族特色的风俗娱乐活动。
人们除了辞旧迎新在春节燃放
爆竹外，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
庆典，诸如元宵节、端午节、
中秋节及结婚嫁娶、进学升
迁、大厦落成等，都有燃放爆
竹以示庆贺。

禁放话题

关于在春节时间是否燃放烟
花爆竹的话题，一直以来都是大
众关注焦点。在很多人看来，如
果不燃放烟花爆竹的话，这个年
似乎就过得冷冷清清。但也有一
部分人认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本质上是在保护环境，保护
大家的安全。

“我觉得不放鞭炮是一件特
别好的事情，过年的方式有很
多，不是只有放鞭炮才是过
年。”家住三元区城关街道下洋
社区的卫女士说，“燃放烟花爆
竹会产生刺鼻的硝烟味道，空
气质量也受影响，对老人小孩
都不好，还是希望有个舒适的
环境欢度新年。”

和 卫 女 士 持 有 同 样 态 度
的，还有家住碧桂园的池先
生。池先生告诉记者，他家住
在8楼，有一年春节，楼下邻居
燃放烟花爆竹炸坏了他家的玻
璃，也是从那一年春节开始，
他便特别希望有一天大家不再
燃放烟花爆竹，文明过年。

“燃放烟花爆竹不仅有安全
隐患，对环卫工人来说也增加沉
重的工作负担。过年可以做的事
情有很多，看看书、喝喝茶、一
起话家常，人们开心的方式也有
许多种。”池先生说。

家住三元区列西街道的吴
女士则表示，不燃放烟花爆竹就
没有了过年的氛围。“我从小觉
得，过年就要看春晚、熬年、放鞭
炮。现在不让放鞭炮了，就没有
小时候春节的感觉了。”吴女士
说，“我们家每年都买两串鞭炮，
我父亲说是要‘接财神’。”

出租车司机陈先生也表示
了对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不理解。“放鞭炮是中国几
千年来的传统，而且一年下来
也就集中那么几天放，并不会
对空气质量有什么过多的影
响。”他说，“我儿子今年 7 岁
了，他居然没见过鞭炮，更不
敢放鞭炮。”

文明新风

“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燃放鞭炮所带来的不
良影响，过年过节燃放鞭炮的人

也少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说。

从环保角度看，烟花爆竹
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颗粒物
等污染物会造成空气污染指数
超标，长时间在这样的空气中
呼吸，会引发支气管炎等疾
病，对于一些患有脑血栓、冠
心病等病症的老人也会造成影
响。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金属
氧化物的粉尘和有害气体也会
使空气重度污染，还直接产生
噪声污染，扰民现象时常发
生，同时垃圾量会成倍增加，
加重节日期间环卫工人的负担。

今年春节，市委文明办、
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发出倡议，
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相关规
定，不燃放烟花爆竹，共同呵
护绿色环保的生活环境。“倡导
文明新风，让大家过一个平安
健康的春节。”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嗜
好”，黄观水这位七十有余的老
人、山乡村庄的管水员，为了让
村民每天吃上安全放心的自来
水，几十年来爱水如命。他倾情
护着密密麻麻的水管，尽力当好
一名村民信得过的“管水员”，这
一当就是35个年头。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乐
县古镛镇玉华村余坊自然村自
来水管道都是用毛竹管对接起
来的，就连进家入户的也是竹
管。衔接处是用棕毛旋塞的，没
有固定的水源，四处凑接的水，

供水断断续续，村民生活用水不
正常。那时候村里已经有近百
户人家，800多号人，大家每天都
因用水而愁，挑着木桶四处担
水。1988年，35岁的黄观水毛遂
自荐来管水，村民们为他捏了一
把汗，担心其管不好。之前，村
里也有几个人站出来要管水，不
是撂了担子，就是“半途弃甲”。
谁爱管，谁会管，谁会专心致志
管好水，成了大家的一块“心
病”。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黄
观水立下了“家家都能用上水，
每个人口一年只收一元钱”的

“军令状”，并与村里签订了协
议。就这样，黄观水“走马上任”。

当年 35 岁的黄观水年轻气
盛，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
服村民。他第一步寻找符合安
全供水的水源地。大集体年代
上山做木头时，曾发现与南口
孙坊交界处的东坑有一股清澈
的山泉，水量比较大，沿途偏
僻遥远，离村有8公里。他与村
干部上山提取一份水样去送
检，经过检测，山泉水符合安
全用水标准。但要把水从8公里
的东坑岭引来，需一笔不小的
开支。村里没有过多的钱，这
个项目得到了村民的支持，村
民们自发地响应，按户分派开
挖管沟的任务，每一户按150米
到200米摊派。很快村民们积极
扛着工具开挖自己的管沟任
务，不到一个星期，8000 多米
长的管沟全部挖好，大家还义
务帮忙铺设管道和填埋。水源
的问题解决了，还要建3口300
多立方米的过滤池、蓄水池和
闸门。他自筹了部分资金，还
得到了爱心人士的资助，终于
完成了全新的自来水供应设
施。一个月后，余坊自然村村
民真正吃上了安全、放心的自
来水。

但好景不长，随着人口增
多，加上外乡人的不断迁入居
住，原有的东坑岭水源地的供
水量已远远满足不了人口增长
的需要，黄观水的管水压力加

大了。他又寻找水源地，把符
合用水标准的“南门坑”“反
窠”等山泉引入主管，筹措资
金建起两处围池，让充足水源
流进村民家里。

2019年6月，将乐出现了连
续多日的大暴雨，从东坑岭引
出的主管被山洪冲出地面，断
裂 100 多米。当晚，接到村民
发来的断水警情后，他和妻
子，打着手电，沿着管路去寻
找，看到眼前惨烈的情形后，
连夜动员家人凌晨集中赶往，
对现场进行紧急开挖，重新铺
设管道。亲人们齐心协力，一
个上午就把被山洪冲毁的管道
铺设好。

时间长了，他养成了一个
巡管的习惯，每天都要沿着管
路去检查一次。冬天遇到霜冻
时，水管会出现爆裂，一些入
户管道和水龙头同样会发生爆
管，他和妻子会逐户去查看，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黄观水是一个朴实、憨厚
的农民，除了管好自来水外，
没有别的什么“爱好”，但他的
人生经历却很丰富。

如今，黄观水 76 岁了，家
人劝他该休息了，不要那么累
了，可他还是那么坚定和执
着。他说，自己管了几十年的
自来水，哪段管是新的，哪段
容易出故障，心里面有底。他
想把这份爱心事业交给下一
代，传好接力棒，这样才放心。

村民信得过的管水员
●张明华 文/图

1 月 20 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双
满意”（沙县光明先锋）共产党员服务队
来到沙县区夏茂镇的返乡村民家中，查
看用电负荷情况，检查家庭使用的漏电
保护器配置安装和灵敏度，及时为他们
消除安全隐患。

“我们一整年都在外面，刚回家，过
年了用电量也比较多，供电工作人员来
给我们检查，我们很放心。”返乡人员严
小花说。

夏茂镇大部分村民常年外出经营
小吃，家中长时间无人用电，开关、线路
容易出现潮湿、锈蚀情况。春节期间，外
出经营沙县小吃的业主返乡，居民生活
用电负荷随之增加。夏茂镇供电所工作
人员深入各村，扎实开展“敲门行动”，
以上门走访、开展安全用电服务等形
式，让常年在外劳作的人们感受到节日
的温暖，过上一个亮堂的新春佳节。

（吴 玲）

红马甲
温暖返乡人

燃放烟花爆竹 当讲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 吴佳霖 文/图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
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
里啪啦的爆竹声辞旧迎新。

近年来，随着公众安全、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越
来越多的人自觉加入到“禁放一族”的行列，禁放烟花
爆竹也逐渐成为城市文明管理事项。少了燃放烟花
爆竹的热闹，年味似乎也变淡了，但燃放烟花爆竹又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春节期间，记者就此
话题对市民进行了采访。

鞭炮是不少市民春节家庭采购的必需物品

黄观水在维
修近日被霜冻坏
的自来水管和供
水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