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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 80后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童节，充
满了难忘的记忆。

“每年儿童节都是我最期待的节日，那一天就跟过年
一样，我又会有一身新衣服。”1982年出生的赵丹，至今还
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的儿童节，妈妈买回了布料，亲手为她
制作了一套新衣：暗红色的上衣和短裤，短裤上绣着两只

“盼盼”——熊猫“盼盼”是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
赵丹说，妈妈为了绣好“盼盼”，特意找到美术老师把“盼
盼”画下来，再一针一线绣在衣服上。“把‘盼盼’穿在身上，
心里美滋滋的。”赵丹说。

让赵丹印象最深的一个儿童节，是学校组织看电影
《妈妈再爱我一次》。“我和同学们都哭惨了。”赵丹说，当年
镇上只有一家电影院，大多数孩子都没有看过电影。因为
电影院座位少，排在最后看完电影的赵丹回家时，月亮都
出来了，“我们伴着月光，走着山路，唱着《世上只有妈妈
好》。”如今已经年过四旬，但是那年儿童节的记忆一直留
在赵丹心里。

踢毽子、滚铁环、勺子舀鸡蛋……小时候的儿童节，玩
小游戏能获得小礼物，让 1985年出生的王宾对儿童节充满
了期待。“有时是一支铅笔，有时是几颗花生糖，让我十分
满足。”王宾说，儿童节那天，老师会买一些瓜子和糖，大家
围成一个圈，玩击鼓传花、抢凳子等游戏，好不快乐。虽然
当时教室里的装饰只是简单地在黑板上写上“儿童节快
乐”，但那时候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纯粹。

“童心美好而可贵。回忆起儿童节，会让我更加珍惜
现在的生活，也让我想为我的孩子创造更加美好的儿童节
回忆。”王宾说。

踢毽子、滚铁环、看电影——

“这是儿时最盼望的节日”
本报记者 陈 瑶

又是一年“六
一”儿童节。笔者
发现，在小朋友们
快乐过节的同时，

不少早已成年的大朋友们，也勇于“重返童
年”：买玩具、看动画片、吃儿童餐等等，体验

“做一天小朋友”的限定快乐。
有人说，成年人爱过儿童节，是一种幼

稚的表现。笔者认为，童心，无关年龄；过儿
童节，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一方面，儿童
节是只与快乐有关的节日。在所有人的记
忆里，小时候的儿童节，代表着可以自由玩
耍、可以少有甚至没有作业，代表着最纯粹
最简单的快乐；另一方面，当下的成年人忙

忙碌碌、辛苦前行，背负着不少压力和责任，
很少有机会“和一切烦恼和忧愁说拜拜”。
当成年人碰到了儿童节，童心未泯，过儿童
节就成为了一种很好的情绪表达方式和化
解压力的突破口。当然，也有一部分大朋友，
因为种种原因儿童节有缺憾，成年后会选择在
儿童节这天圆过去的梦，透过时光去拥抱儿
时的自己。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本心。不管是
几岁、几十岁甚至上百岁，只要保持一颗赤
子之心，就会对生活怀有希望、对未来充满
期待。所以，让我们不妨始终保有童心，奔
向美好。

保有童心 奔向美好
周一青

5月 30日 9时，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八幼儿园的操场上
热闹非凡：一场“萌娃当家，童趣闹市”跳蚤市场活动在此开
市，吸引了500余名小朋友和家长的参与。

在老师们和小朋友的精心布置下，操场变成了一个充
满欢声笑语的“小市场”。小朋友们设计并制作了创意十
足的个性化店铺招牌、标签等。在跳蚤市场，文具、玩具、
饰品、图书……每个摊位都摆放着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商
品”。孩子们拿出平时家中闲置的生活用品、玩具、书籍等物
品进行义卖，家长们则负责帮助孩子们布置摊位等。

活动现场，孩子们热情高涨，纷纷推荐自己的“宝贝”。
有的孩子在摊位前流连忘返，挑选心仪的物品；有的孩子在
摊位上忙碌地推销自己的商品招揽买家；还有的孩子在摊位
间穿梭，享受逛市场的乐趣。

“我今天买了一个充气小翅膀，抽了几个盲盒，通过今天
的活动，我还认识了一块钱和五块钱。”“今天参加跳蚤市场
我很开心，我卖掉了一半的东西，又买了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希望下次还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举办跳蚤市场活动，希望给孩子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儿
童节。通过孩子们之间的物品交换，培养环保

节约意识，学习认识货币和物 品 交 换 ，以
及 让 孩 子 们在活动中锻炼社会交往、语

言表达能力，变得更加自信，同时还能拉
近亲子距离、学会爱与分享。”园长张
雪介绍，将继续举办更多有意义的活
动，为孩子 们 的成长创造更多美好
回忆。

跳蚤市场里的雀跃身影——

萌娃当家 童趣闹市
本报记者 杨淑琼 文/图

“六一”之际，城市大街小巷的“怀旧风”店
铺，让不少年轻人找寻到童年的记忆。注重怀
旧情感体验，以及重温童真情怀的店铺已在银
川大街小巷兴起，体验童年的消费场景，成为
不少成年人的新选择。

走进银川市“胶个卷友”照相馆，不大的店
面，以怀旧风格的相机墙、海报墙、照片墙等
为背景，顾客可以自行选择道具和相纸样式，
来到墙前拍照，店内还有各式各样的复古拍
立得，供顾客选购。“咔嚓”，随着摄影师按下
相机快门，人们这一刻的笑容被收藏，思绪
也瞬间被拉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泛黄的
老照片，还有复古装备，按动快门就如同走
进时光隧道一样，找回儿时的精彩。”顾客们
感慨。

“你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吗”，记者
走进银川市吾悦广场“小时候”零食铺，颇具
年代感的装修、怀旧风格的音乐、记忆中的零
嘴儿一一映入眼帘：大白兔奶糖、果丹皮、小浣
熊干脆面……“一样的味道，一样的包装，还是
小时候甜甜的感觉！”不少市民一边选购，一边
回忆。

购买“小时候”零食等商品，拼乐高玩具
等，对于都市“大龄儿童”而言，又何尝不是对
童年梦想的一种延续。

“乐高，就像一个立体的拼图游戏，任由想
象力发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变幻出
千变万化的场景和角色，每次拼出一个成品，
心中会有莫大的成就感，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中
舒缓压力。”5月30日，银川市民姚美好说。

在姚美好家里，书架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
的乐高成品。姚美好专注地低着头，研究每一
颗组件，建造她的乐高王国。“可能我是个‘理
工女’，所以对机械类的玩具很感兴趣，这些
年已经拼了很多汽车、机械类的乐高模型，
每次都很投入，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童真。”姚
美好说。

成年人在怀旧的玩具里，找寻童年的回
忆。怀旧铁皮青蛙、木质陀螺、翻花绳、悠悠
球……“六一”儿童节前，各大电商平台 80后、
90后怀旧玩具进入热销期。在电商平台上，怀
旧玩具店铺评论区写满网友的心情：“儿童节
买来送给孩子的，给孩子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
玩过的玩具。”“陪孩子玩，感觉自己也回到童
年啦。”“80、90后的回忆，现在买来和‘20后’一
起玩”……

“小时候，陀螺、打弹珠、跳皮筋……样样
精通，现在工作忙，很多玩具都淡出了生活，但
遇到小时候爱不释手的玩具，还是会按捺不住
想要购买的冲动。”不少消费者坦言。

拼乐高，打卡照相馆，重温怀旧玩具——

成年人的儿童节有“N”种打开方式
本报记者 何耐江

“妈妈，你知道基诺族吗？你看，他们的服装上面还有这
种银饰。”5月 27日下午，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小学二年级学生
丁予之身着基诺族服饰，扬起小脸，等待妈妈的化妆刷落下。

今年学校开展的庆祝“六一”
艺术周文艺展演，通过每个班级
对 56个民族的舞蹈演绎，展现民

族团结之花绚丽绽放。丁予之班级
表演的《快乐基诺人》，通过身着基诺族服饰

等，让大家了解基诺族。经过近两周的学习和排
练，丁予之和同学们不仅对基诺族有了了解，还当起了

基诺族的“小科普家”，讲解起基诺族生活在云南省，是中国
最后确定的一个少数民族……

对于丁予之这个“10后”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每逢“六一”，
老师、家长都会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儿童节充满
仪式感。妈妈马丽娜的“奖励卡”，则是一份专属于她的仪
式感。

“80后”妈妈马丽娜，对儿童节最深的印象是爸妈每到这
一天，都会带自己到照相馆去拍一张纪念照，记录她的成
长。那么，怎么能让女儿的“六一”也具有这种仪式感呢？

参照孩子们喜欢的盲盒，马丽娜准备了专属的“刮刮卡”
让丁予之抽取。“我非常理解她，现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时间都很金贵，平时孩子要上钢琴课，要去游泳、画画，我希
望在‘六一’这天，她快乐就好。”马丽娜说。

“一起种一盆花”“让妈妈帮助完成一件想做的事”“与对
方交换贺卡”“一起去科技馆探秘……”一张张用过的“奖励
卡”，不仅出现在丁予之的收藏盒里，也被纳入她最喜欢、最
期待的亲子活动的记忆里。

马丽娜说：“因为成长在数字化时代，“10后”的孩子们更
早明白很多道理，在生活中也更加注重细节，作为家长，我更
希望我们能够理解和尊重孩子，构建独特的仪式感，让孩子
感受到爱与祝福。”

在数字时代里，创造更多线下体验——

仪式感里的小幸福
本报见习记者 杨嘉琪 文/图

一把精美的口风琴，放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
学生丁振清的书桌上。

“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儿童节礼物。”5月 30日，丁
振清说，这是小学五年级的儿童节，父母送给他的礼物。

“那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一直拿着这把琴，有时间就拿出
来吹。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吹过口风琴了，但看到它，就会
想起小时候的日子。”

儿童节那天，必备节目是学校的文艺表演。但对于丁振
清来说，真正的儿童节时间，是文艺演出结束以后，他和好朋
友一起跑到属于他们的“秘密基地”：一处闲置的空地。

丁振清说，大家会席地而坐，把零食堆在一起，彼此分
享。“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馋‘南京板鸭’之类的小零食，
大家的书包里都会装这些小零食。”吃饱喝足之后，丁振
清和小伙伴们就开始玩四驱车。男孩子们的快乐，就是
把四驱车一字排开，铆足劲往后拉，给四驱车注入最大
的动力，让四驱车飞速前进，这样的比赛够他们玩一整
个下午……

“儿童节的回忆很美好。”丁振清拿起桌上的口风
琴，再次吹奏起熟悉的旋律。

“秘密基地”里的四驱车——

童年的快乐“驱动”未来
本报见习记者 贺紫瑞

“小时候特别期待过‘六一’，因为那天没有作业。”5月
30日，“90后”的陈晨回忆起自己的儿童节时，乐不可支。

陈晨说，每到儿童节，学校会组织文艺活动，白衬衣、
蓝裤子是标配。记得妈妈总是拿出自己的口红，给他在眉
心点一个红点，用小梳子蘸着水，把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
齐，然后给他一元“丰厚”的零花钱。

演出后，陈晨和小伙伴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陈晨
说，他们会带着零花钱，在校门口的商店买一袋“七个小矮
人”冰棍，几个小伙伴分着吃不同口味的 7支小冰棍，然后
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

“不过回家的路上，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陈晨笑着
说，小伙伴都住在一个村子，大家会在离家不远的空地上，
一起玩“跳房子”游戏。拿一支粉笔，在平地上画上大小适
中的格子，再捡一块瓦片或者小石块，便开始游戏了：“几
乎每个人都会画‘房子’的图案，你画得直，我画得大，这是
一种无师自通的默契，也是专属于那个年纪的乐趣。”

“跳房子”玩腻了，就玩“滚铁环”“玻璃珠”“打陀螺”。
天黑后，小伙伴们还会聚在一起看动画片《舒克与贝塔》
《葫芦兄弟》等等，都是属于童年的记忆。

玻璃珠、动画片、跳房子——

回家路上很多游戏可以玩
本报见习记者 何婉蓉

在时间的“取景框”里，虽然不同年龄段的人
有各自专属的儿童节记忆，但拥有同样满心的期
待、快乐的小伙伴，以及闪亮的童年。

快乐并没有年龄“限定”，儿童节的难忘回忆
将伴随每个人成长，使其保有珍贵童心，心怀热望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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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日，银川市西夏区实验小学开展主题为“石榴花
开别样红，科创筑梦向未来”学生科创艺术成果展示暨庆

“六一”表彰活动。图为孩子们在观赏室外作品展示。
本报见习记者 李宏亮 马赛尔 摄

“80后”

“90后”

“00后”

“10后”

“20后”

孩子们身着基诺族服饰合影。

孩子们在摊位前交换“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