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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2024年与1996年
的公历日历完全一样”的消息引
发公众关注。这两个年份的公历
日历为啥会一模一样？听听天文
科普专家怎么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说，作为
世界通用的纪年历，公历是根据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即一个回
归年的运动周期来制定的历法。
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2天，
一年共12个月。由于回归年不是
整数，公历便规定每 4 年增加 1
天，即公历的闰年，凡公历年数能
被4除尽为闰年366天，除不尽则
是平年365天，多的那一天安排在
2月。

公历日历“撞脸”并不罕见，只
要具备两个条件即可，元旦这天同
是星期几、两年同是平年或闰年，比
如2010年和2021年，这两年的元旦

都是星期五，这两年又都是平年，所
以这两年的日历自然就完全一样；
2024年和1996年的元旦是星期一，
这两年均为闰年，所以这两年的日
历也会一模一样。

杨婧表示，如果公历只有平
年没有闰年，日历“重合”的年份
会很多，平均几年就会赶上一次，
但由于有闰年的存在，日历“重
合”的情况最多28年出现一次。

这是因为由换算可知，一年
365天共有52个星期零1天，如果
遇到闰年就是 52 个星期零 2 天。
由于“每4年增加1天”，所以4年
就会多出5天。这样一来，只有凑
够了 7 个 4 年，也就是 28 年后，多
出来的 35 天才能再次被 7 整除，
从而把星期数重新移回来，完成
一个循环。

但公历还规定，整世纪的年
份（如1600年、1900年、2100年）如

果可以被100整除但不能被400整
除，仍为平年，能被 400 除尽才是
闰年。基于“四年一闰，百年不
闰，四百年再闰”的规律，公历每
400 年中不是有 100 个闰年，而是
要扣除 3 个闰年，只有 97 个闰
年。所以当出现整世纪年为平年
时，就会打破 4 年多出 5 天的规
律，导致公历日历“重合”的情况
不是28年。

1996年和2024年的公历日历
分布完全相同，农历日期是不是
也完全相同？“农历日期并不相
同。1996年的元旦对应的农历日
期是十一月十一，而 2024 年的元
旦对应的农历日期是十一月二
十。由于这两个年份的第一天所
对应的农历日期不同，剩下的365
天所对应的农历日期自然也就不
会相同。”杨婧说。

（据新华社）

离婚后“彩礼”要不要还？
最高法明确有关问题

“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嫁习
俗，近年来各地涉彩礼纠纷案件
数量呈上升趋势。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 1 月 18 日发布关于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通过明确裁判规
则，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
地看待彩礼问题。规定自 2024
年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旗帜鲜明反对借婚姻索
取财物，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
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
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
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

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
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
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
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规定也明确，一方在节日、生
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
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为表达或
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
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等，不
属于彩礼。

同时，规定进一步完善彩礼
返还规则，明确双方已办理结婚
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
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
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
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
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
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
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
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
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
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
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
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据新华社）

季节变迁，岁月流转，不经意间已至大寒。
北京时间 1 月 20 日 22 时 07 分将迎来大寒节气，
这是由冬向春的转折点。此时节，天气依旧寒
冷，但也抑制不住春的气息，正所谓“造物无言却
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
新雷第一声”。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说，大寒
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冬季最后一
个节气。十五天之后就是立春，新一轮二十四节
气将开启，周而复始。

“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今年的大
寒恰值四九第三天，再过六天就会进入五九，整
个五九几乎都在大寒节气中。大家耳熟能详的

“数九歌”里唱道：“五九六九河边望柳”，从河边
望柳的期许中，能隐约感知“春回律动”的迹象。
当然，这个迹象仅限于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尤
其是黄河流域以北而言，南方则是春的脚步越来
越近。

大寒节气多在腊月，今年的大寒节气就落在
腊月初十至腊月二十四。由于时常与岁末时间相
重合，我国民间有“大寒迎年”的说法，一些民俗活
动便也多了些辞旧迎新的意味。

时近年节花市兴。随着春节将至，花卉市场
开始迎来销售旺季，人们纷纷走进花市，挑选心仪
的花卉，准备装饰家居，增添过年气氛。

大寒有花信，三候远闻香：“一候瑞香，二候兰
花，三候山矾”。三花形态清隽且花香馥郁，在清
冷的空气中格外诱人。

由国庆表示，兰花有着“淡泊、高雅、高洁、贤
德”美好寓意的花语，被喻为“花中君子”，成为最
受欢迎的年花之一，每年春节，都非常走俏，受到
欢迎。

时至大寒，冬天的背影开始渐行渐远，春天的
脚步已是缓缓归矣。在这个“明朝换新律，梅柳待
阳春”的时节，不妨约上三五好友闲坐，或围炉，或
煮酒，或温茶，在谈天说地中放下过往、忘掉烦恼，
高吟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
喊一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健
康的体魄、乐观的心态、饱满的热情，和万物一起，
去拥抱一个崭新的时光轮回。

（据新华社）

明日大寒：

明朝换新律 梅柳待阳春

交房公告
罗山县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罗山建业府项目 1#、9#、

10#、21#楼定于2024年1月25日

交房，届时请各位业主到营销中

心 办 理 交 房 手 续 ，详 询 0376-

2238888。

特此公告！

罗山县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7日

1月17日，游人在上海黄河路“打卡”拍摄。
电视剧《繁花》的播出，带火了上海黄河路的各种美食，许多人专程赶来“打卡”

品尝。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时隔28年，公历日历竟然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