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迎新春庆元旦手抄报 小学生迎新春
手抄报内容文字(汇总8篇)

即兴是指在没有提前准备或计划的情况下，根据即时的需求
或情境进行表达或行动。如何在即兴创作过程中与观众建立
共鸣？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即兴舞蹈的视频，让我们一起
欣赏这些充满活力和创意的表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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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春节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节日。各族人民按
照自已的习俗，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具有各自浓厚的
民族独特风采。

藏族 藏族除夕那天，人们穿上艳丽服装，戴着奇形怪状的假
面具，用唢呐、海螺、大鼓奏乐，奉行隆重而又盛大的＂跳
神会＂。小伙子们狂舞高歌，表示除旧迎新，驱邪降福。到
了新年早晨，妇女们便去背＂吉祥水＂，预祝新的一年吉祥
如意。

满族 满族分＂红、黄、蓝、白＂四旗人。春节时，红旗人在
门上贴红挂旗，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蓝旗人在门上贴蓝
挂旗，白旗人在门上贴白挂旗。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色彩鲜
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

侗族 侗族春节期间盛行一种＂打侗年＂（又叫芦笙会）的群
众活动。这种活动类似汉族的＂团拜＂，只不过比＂团拜＂
显得更加欢乐、热烈。这种活动一般是由两个村庄共同商定
举办的。两队在广场上正式举行芦笙歌舞比赛。这时两个村
庄的观众，伴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尽情地欢乐。

土家族春节期间，土家族人民要举行隆重的摆手舞会。摆手
舞会是土家族比较流行的一种古老舞蹈，包括狩猎、军事、



农事、宴会等70多个舞蹈动作，节奏鲜明，动作优美，舞姿
朴实，情调健康，不用道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厚的
生活气息。

傣族 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节日，是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
节目。谷雨开始那天定为＂泼水节＂。在三四天的节日里，
人们相互泼水，表示洗去身上的陈年旧土，祝福新的一年幸
福平安。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传说早在新石器时期尧舜时就有过＂春
节＂的风俗。

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
年＂，那老人把胡子撩起来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
我一定把＇年＇赶走。＂老婆婆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
语。

半夜时分，＂年＂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
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浑身一
抖，怪叫了一声。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噼里啪啦＂
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
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的家门打开，只见院内
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
蹿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
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
老人的许诺。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
驱赶＂年＂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
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
道喜问好。这风俗广泛流传，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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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
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馀亚飞《迎新岁》称：
“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户贴春联；旧年辞别迎新岁，时
序车轮总向前。”家门口贴上春联的时候，意味着过春节正
式拉开序幕。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
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
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
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
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
壁中。通常春联为两幅直联，每联的末字均有平仄声韵之别。
正确的贴法为：平声贴在左边，仄声贴在右边。

窗花、剪纸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
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
用性于一体。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
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贴春联的同时，春节贴“福”字，也是中国民间由来已久
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
愿。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
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倒贴福字，取其“倒”和“到”的谐音，意为“福到”了。
在传统民俗中确有这种说法，但不是说所有“福”字都要这
么贴，尤其是大门板上。

倒贴“福”字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水缸和土箱子
（即垃圾箱）上，由于这两处的东西要从里边倒出来。为了
避讳把家里的福气倒掉，便巧用“倒”的谐音字“到”，倒
贴福字。用“福至”来抵消“福去”，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另一个地方是在屋内的柜子上。柜子是存放物



品的地方。倒贴“福”字，表示福气（也是财气）一直来到
家里、屋里和柜子里 。至于大门上的“福”字从来都是正贴。
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
家庭的出入口，一种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
郑重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

年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
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
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
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
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
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现今中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
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
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
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
后发展成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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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旦迎新年主题手抄报内容（精选8张）

每年的一月一日是我国传统的元旦节日,1月1日是元旦,迎来
了新的一年,同学们会制作怎样的手抄报庆祝元旦迎新年呢?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庆元旦迎新年主题手抄报内容（精
选8张），以供大家参考!

元旦，指的是每年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一词最早出
现在《晋书》中：“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
春。”所以元旦一词的由来，已经有了4000多年的历史。



尧舜时期，人们把舜帝祭祀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新年的开始，
并且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而在汉朝之前，正月的时间
常常跟随朝代的更替而变换。到了汉朝，汉武帝正式规定把
孟喜月定为正月，孟喜月的第一天就称为元旦，这个历法也
一直持续到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决定采
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规定每年农历的1月1日为春节，
阳历的1月1日为新年。

新中国成立后，沿用了中华民国最初制定的公元纪年法，并
且把公历的一月一日定为元旦，所以元旦作为公历新年的第
一天，其实只有70年的历史。

元旦节的习俗有吃饺子，吃年糕，赏花灯和祭祖，还有就是
放鞭炮，当然现在很多地区为了保护环境已经明文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重点是团圆。

元旦节的习俗还有南北的划分，北方人流行吃饺子，南方人
流行吃年糕，每到元旦佳节，北方人都会吃饺子，元旦节吃
饺子的习俗，兴盛于明清时期，《曲沃县志》记载:“二日制
扁食包金，邀婿争福。

元旦节吃饺子的花样多种多样，饺子的馅料有猪肉馅、鱼肉
馅、三鲜馅、韭菜馅、牛肉馅、羊肉馅、香菇馅、番茄鸡蛋
馅等，还有冠顶饺、蝴蝶饺、金鱼饺、花边饺等多种多样的
形态。

元旦吃年糕盛行于明清时代，南方地区十分盛行，明末《帝
京景物略》卷二中有记载，“夙兴盥激，吃枣糕，日年年
糕”。

一年又一度，今年的元旦晚会也圆满的结束了，总感觉时光
流逝的太快，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将要毕业了，毕业就
面临着分别，心里很不舍，所以最后一个元旦要好好过。



这次的元旦应该是最仓促的，快要办元旦晚会的前一天，我
们还什么都没准备，没有交钱，没有节目，一切的一切没有
彩排，班主任可谓比我们急太多了，也骂惨了我们，现在的
元旦晚会不演圆满结束了吗?我们这群人真的是不到关键时候，
不会有动静，没有计划一切都在突然中啊!

我总感觉今年的晚会没有去年好玩，没有游戏环节，全是唱
歌，让我觉得唯一不同的是今年的自己参与的多了，采购时，
我去了，唱歌时，我也去了。和几个同学走在大街上买着装
饰品是多么悠闲和愉快，为班级出了一点小力的自己是多么
开心，元旦晚会上，和我们寝室女丫们临时决定的歌曲《友
谊地久天长》全员加入，对于五音不全的自己，很紧张也是
人生中的第一次，话筒虽不在我手中，但我还是很认真的在
唱，虽然跑调，但我开了口。这必然是和以前不同的，人可
谓在一步一步成长，我们寝室的女丫们都很棒，别人都很羡
慕我们这个团结、友爱、互助的小家庭。

别人唱得多好我真的不在意，只要你勇敢的上去了，才是真
正的了不起，班级的元旦晚会是个小舞台，以后的我们还会
站在大舞台上 ，未来靠我们，人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最后
的一次元旦一定要好好弄，毕竟是最后一次回忆了。

明年的元旦，我期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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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我校教师的文体生活，展现教师的精神风貌，创造
和谐的精神文化，使全体教师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
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经校工会研究决定，在元旦前夕举行
全体教职工“欢乐一家亲携手迎元旦”联欢活动。本次活动
以增进感情、鼓舞士气、营造团结和谐的精神氛围为宗旨，
具体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欢乐一家亲携手迎元旦”



二、活动时间：12月29日下午4：00

各校区下午两节课后放学：

一~二年级3：00放学;

三~六年级3：10放学;

活动3：45全体集中，确保4：00准时开始

三、活动地点：xx中心小学xx校区大礼堂

四、参加人员：全体教职工

五、活动内容及形式：

1.文艺汇演。

相关要求：

(1)本次活动各组负责人要充分重视，积极动员，有表演任务
的教师要积极参与排练，提高节目质量。

(2)节目形式提倡丰富多样，内容积极健康，具有娱乐性和观
赏性，形式不限，独唱、合唱、舞蹈、歌伴舞、健美操、小
品、朗诵、相声、魔术、情景剧、现场书画等形式皆可。

(3)各校区节目分配：

鼓楼校区、迎春校区各2个节目;xx校区3个节目;春晖校区1个
节目。

(4)节目上报时间：12月18日下午下班前

2.退休教师活动环节



六、人员分工及具体安排：

1.活动总负责：xx

2.活动总策划：xx

3.活动总协调：xx

4.会场布置组：

组长：xx

组员：xx校区美术教师

职责：本组负责布置好演出场地的氛围布置

5.节目演出组：每校区专人负责节目质量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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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简介

在当代，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即1月1日)。自西历
传入我国以后，元旦一词便专用于新年，传统的旧历年则称
春节。

而在此之前，元旦一直是指农历岁首第一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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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来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界全体会议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即是我们所说的
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
一改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至此，元
旦才成为全国人民的欢乐节日。

元旦的起源变迁

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
历史。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
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
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有关
于：“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
之首。 ” 的记载。

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
一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一辞
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一诗
中谓之“元朔”。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
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
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
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
(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
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
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20xx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



把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
旦”，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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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是1920xx年)，并规定阳历1月1
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
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
“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
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中国元旦的传说

有个传说，是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
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
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
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
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
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
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
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
一称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历代皇
朝都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写
门对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
祭祖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
火”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
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
旦庆贺情景。



在民国以后虽然定1月1日为新年，当时只有机关、学校以及
外国经营的洋行大商号等才放假1天，老百姓并不承认，仍延
承古时旧习以农历初一为新年，因此老北京的街市上与民间
均没有什么欢庆活动。解放后将1月1日岁首改称为“元旦”
节后，政府仍按照几千年来使用的农历历法按农时节令，在
立春前后冬闲时期的“春节”放假三天，民间办“庙会”等
欢庆，传承百姓的心愿和千百年的民俗。

元旦习俗文化

中国古代的元旦，即现代中国所称之“春节”的习俗，见词
条：春节。

现代中国的元旦，根据中国政府将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
国人民的节日。放假一天，后常常将当日前或后双休日调整，
一般连续休息三天。现代中国对元旦的庆祝较之春节，重要
性要小得多。一般机关、企业会举行年终集体庆祝活动，但
民间活动很少。

迎新春庆元旦手抄报篇六

1. 春节快到了，买辆奔驰送你?太贵;请你出国旅游?浪费;约
你海吃一顿?伤胃;送你一支玫瑰?误会;给你一个热吻?不对!
只好短信祝你快乐。实惠!

2.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偷偷躲在角落里看你流鼻涕的样子，
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你，今天春节，我才想起告诉你，因
为那时没有短信息!祝你节日快乐哦!

3. 飘雪迎来了春节，瑞雪带来一个丰收年。心中充满对你的
思念，虽然不能与你在一起度过新年的第一天，我送给你的
祝福环绕在你的身边。祝你新年快乐!



4. 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你短信，祝福不分大小，只要
真心我就要。条数越多我越高兴，手机越响我越开心，你可
否提前把礼送，等礼等得我好心焦。

5. 2023正挥手作别，2023已欢呼雀跃，昨天的烦恼断然决绝，
未来的幸福千真万确，所有的忧愁统统省略，全部的快乐健
步飞跃。2023欢迎您!

6. 新年新岁人欢畅。开怀高歌心气象，泰山雄姿映华章。百
花争春竞绽放，年年有余兆吉祥。好运鸿福精神旺，合家天
伦喜洋洋。祝春节愉快!

7. 沉默不语，未必是无情;保持距离，未必是不爱。真正的
爱情，或许就该如此：把冷漠留给世界，把彼此放在心里，
不求永恒，只求相伴一世。

8. 痛苦是别人的，快乐才是自己的;麻烦将是暂时的，朋友
总是永恒的;爱情是用心经营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新年快乐!

9. 雪地的脚印里有满满的快乐，摇曳的红烛里有无尽的浪漫，
玲珑的酒杯里有悠长的醇香，红艳的对联里有诚挚的愿望。
缤纷的烟花里有绵远的祝福。愿你春节快乐!

10. 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有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
快乐，让我们真实的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
觉得空虚;祝大家新年快乐!

11. 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有了朋友可以顶天立地。朋友是
风，朋友是雨，有了朋友可以呼风唤雨。财富不是永久的，
朋友却是永久的财富!祝福大家朋友多多，春节愉快!

12. 朋友向你问声好;手机聊，飞信报，传递感情最重要;看
烟花，放礼炮，携带家人游港澳;观山水，赏冬景，春节伊始



乐淘淘。祝春节快乐!

13. 新年到了，我未能送您温暖的冬衣，也无需华丽浪漫的
诗句;没有贵重的礼物;也没有玫瑰的欢喜但有比那些更珍贵
的祝福献给您：祝您在新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14. 年末了，天气依然寒冷，咋办呢?放心，有我的祝福在收
到我的祝福，伴你度过余下寒冬，迎接温暖的春天我的祝福
就是最贴心的棉袄!

15. 敲锣打鼓迎春节，大街小巷人如潮。秧歌跳出新年乐，
龙灯舞出吉祥绕。鞭炮声声送福到，短信句句如意保。愿你
新年万事顺，幸福美满乐淘淘!

16. 春节快到了，在春节来临之际，送你一座幸福的花园，
在你疲倦与忧伤时，推开幸福的门，用心去体会那幸福的感
觉吧!祝你春节愉快，家庭幸福!

17. 轻轻的一声问候，融入了所有心愿;淡淡的一句祝福，倾
入了无限的真诚。静静的一则短信把我最诚挚的心，最多的
关怀和最深的祝福送给你，祝春节快乐!

18. 爆竹声声除夕到，春风送暖吉祥报。灯火辉煌歌声高，
一年旧尘一帚扫。酒香四溢举杯邀，圆美一家吃水饺。祝你
除夕如意笑，福禄寿康幸福耀。

19. 春节旅游十大“看头”：到北京看城头;到天津看码头;
到上海看人头;到苏州看桥头;到桂林看山头;到河南看光头;
到西安看坟头;到南京看石头。

20. 美酒令人回味，音乐让人陶醉，好书百读不悔，情意形
影相随，节日问候最可贵。又到年终岁尾，愿你幸福健康作
陪，笑得合不拢嘴，预祝春节快乐!



21. 春节马上到，对联贴门照;烟花绽夜空，欢声显热闹;电
话短信来问好，合家欢聚笑一笑;健康围绕财运招，幸福生活
常拥抱。新年新春快乐!

22. 春节啦!有伙人到处打听你，还说逮住你决不轻饶，他们
一个叫财神，一个叫顺心，领头的叫幸福，你就别躲了认命
吧!春节快乐!

23. 三十除夕夜，五更分二年，一夜连双岁，灯火彻夜亮，
驱跑众瘟神，通宵守岁欢，春桃换旧符，喜笑拜新年。祝你
除夕快乐，新年吉祥!

24. 来来来，废话不多说，春节在眼前。燃一束礼花，绽放
好运给你;开一个红包，喜庆祝福给你;道一个万福，合家欢
乐给你;发一条短信，真情友谊给你。

25. 哥们儿，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祝你全家平安，工作顺
利!今年发财了吧，别忘了请客!

26. 人依旧，物依然，又是一年;想也好，忘也罢，本是平
凡;今儿好，明更好，衷心祝愿;情也真，意也切，常驻心间。
祝大家春节愉快!

27. 岁月如歌蝶恋花，新年朝阳艳如画。新年喜庆福相随，
天地共舞春又归。白雪纷飞送福至，红霞满天寄心意。真诚
话语不多说，敬祝您新年佳节多快乐。

28. 除旧迎新真热闹，夕阳西下烟花俏，祝福声声赛鞭炮，
你乐我乐共欢笑，吉利好运怀中抱，祥云弥漫身旁绕，如此
良辰短信到，意思都在首字了!

29. 新春贺喜，让新春的风吹进你的屋子，让新春的雪飞进
你的屋子，让我新春的祝愿，飘进你的心坎。



30. 灯笼亮，烟花现，火树银花不夜天;锣鼓响，舞蹁跹，劲
歌热舞庆团圆;年夜饭，半夜见，幸福又把快乐连;祝福送，
短信传，愿你过个吉祥年。除夕夜，愿你快乐今宵，享受美
好生活!

31. 吉祥如意庆新年，欢天喜地过大年。除夕鞭炮响彻天，
我的祝福美如云。短信拜年电话问，只愿你好大家好。祝你
新年乐呵呵，幸福喜滋滋。

32. 乐乐乐，闹闹闹，大年就要把年闹;吵吵吵，聊聊聊，春
节就要热闹闹;吃吃吃，喝喝喝，正月里来多吃喝;新年到，
新春来，愿你开心过大年。

33. 鲜花竞放人心畅，成功之路在前方。酒不醉人人自醉，
业绩攀高人夸奖。一年辛劳奔波苦，一时化作喜泪淌。愿你
新年再努力，事业路上辉煌创!

34. 新年来，短信到。短信来，祝福到。祝福来，幸运到。
发者喜，收者笑。如意多，财源茂。工作顺，收入高。快乐
围，吉祥罩。祝你一年更比一年好!

35. 一个影子很孤单，两朵玫瑰才新鲜;一颗心情常期盼，两
处天空多浩瀚;正看短信的小笨蛋，为何让我总怀念，祝你春
节快乐!

36. 新年张扬着喜庆，钟声响起了平安，春联写上了富贵，
美酒洋溢着美满，烟花灿烂了心情，短信传递着祥和。新春
到来之际，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37. 朋友，难忘的是纯洁的情意，可贵的是永远不变的真情，
欣慰的是今生与你有缘。在这美好的时刻，送上我一份不渝
的情意，执着千万个祈愿，让我的祝福伴你到永远!

38. 子时的钟声已经敲响，新年的列车准时徜徉，飞转的车



轮承载着幸福，鸣亮的汽笛把祝福弘扬，送你一个崭新岁月，
迎接一年火红骄阳。

39. 一串鞭炮送走烦恼，一杯美酒碰出欢笑，一碗水饺包裹
热情，一番忙碌有着年的味道，一家团圆融融美好，一席畅
谈乐得逍遥。除夕日，祝你合家幸福!

40. 思悠悠，情满心头;情柔柔，遥念好友;痛饮两盏淡酒，
喜看新年露新头，任相思沾染满襟袖，让幸福轻握君手;新春
到，愿你在新的一年里逍遥游，乐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