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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了，这次虽然成本很高，但是一次不可或缺
的旅程⋯⋯有时候我们只是缺少了一点点勇气。这样的
经历每人都值得拥有一次。”2 月 5 日，徐政国在自己的
微 博 里 这 样 写 道 。 今 年 春 节 ， 他 没 有 买 到 回 家 的 火 车
票，也没有搭乘飞机或长途车，而是选择了与众不同的
方式：坐公交车回家。

徐政国说，没有抢到票并不是坐公交回家的唯一原
因。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回家，这一路上他都经历了什
么，看到了什么，一路辛苦是否值得？带着这些疑问，记
者与这位 27 岁的创业青年展开了对话。

记者：你在杭州做什么工作，以前都是怎么回家的？

徐政国：我大学毕业后就和同学一起来到杭州，一起
创业做电子商务。去年第一次回家过年时，票也不好买，
我就先到上海，然后从那里坐一夜长途汽车回家。

记者：今年为什么改主意了？

徐政国：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很有闯劲，心理年龄也
比较小。创业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这些因素对创业有影
响，就想趁着 30 岁之前，找个机会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自
己到底有没有说走就走的魄力。正好在走之前看到网上报
道有人骑单车回家，我觉得换个方式回去也挺好。

记者：没有考虑过其他的方式么，比如一路搭车回家？

徐政国：搭车偶然性太大，坐公交可以通过查资料，
安排一条靠谱的换乘路线。出发前一个星期，我先大致规
划了回家的路径，然后就在网上找公交信息，找不到的就
打当地 114 查询，实在没有公交的地段就准备步行。最后
坐公交车确定一条线路，每天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坐公
交，经过嘉兴、苏州、无锡、常州等 9 个城市，到临沂预
计要 10 天。

记者：这么长时间坐公交车，你都带了什么装备？

徐政国：我只带了地图、手机、一套衣服、两瓶水和
日记本。没带雨伞，后来发现是个错误。

记者：一路走来，有什么感觉？

徐政国：刚出发时候，感觉苏杭地区的公交还是比较完
善的，换乘都比较顺利。当时我觉得，幸福很简单，就是下
了这辆公交车能马上坐上另一辆。一路走下来，感觉其实大
部分地区的交通都比较发达，在南方的几个城市，公交网络
遍及城乡，在北方的乡村公路上，也有很多中巴车。

记者：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徐政国：从丹阳到镇江的七八公里路。当时已经很累
了，没有找到公交，想要搭车，拦了 9 次，都没有任何一
辆车停下来。我就放弃了，准备慢慢走，走得快崩溃了。
结果这时候有一辆货车停下来，司机主动问我去哪里。刚
开始我还有点戒心，不过很快就打消了。说实话挺感动
的，觉得还是有不少好心人。遇到这位货车司机是这一路
最大的惊喜。

记者：说过了惊喜，这一路上有没有遗憾？

徐政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地看一下长江。我
一直想看看长江，那天赶到镇江的时候已经不早了，但是
我一想长江就在前面，特别兴奋，就一直往前赶。结果等
到坐轮渡过江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还下着小雨，什么
也没有看清，挺遗憾的。不过这样能多赶一些路，最后到
家的时候比原计划还早了 3 天。

记者：这一路上都住在什么地方？

徐政国：我都会挑周围环境比较好的青年旅社歇脚。
这样既省钱，也比较安全。现在看来，一路上走过的所有
地方都很安全。最大的麻烦其实是孤独，尤其是一个人在
路上走的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感觉很无助，只能听
听音乐，或者坐在路边看看日记。

记者：到家已经是 2 月 2 日了，一路上一共换了多少

辆车，花了多少钱?

徐政国：算上搭车，一共是 48 辆，车票花了 140 元。
还有四五段路是走下来的，一共走了大约有 50 多公里。吃
饭都在路边的小吃摊解决，每天 20 元左右。基本是一天两
餐，中午都在想着换车赶路，也不觉得饿。再加上每天几
十元的住宿，食宿一共是 400 元。如果单纯只是回家其实
挺贵的，但是假如当成是旅行，还可以。

记者：感觉值得么？

徐政国：一路坐公交，算是一种疯狂的经历。回来之
后，不敢说成熟了很多，但肯定对事物的理解更深了。在
路上看日记的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到以前很幼稚，而且决
断力也差一些。其实这种事每个人都能做，关键就是要有踏
出第一步的勇气，而且要有坚定的目标，才能坚持下去。有
一段路我走得感觉膝盖都要碎了，如果不是决心一定要历练
自己，可能就中途放弃了。真正走过去了，就又是一个新跨
越。人生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回头看看走过
的这个阶段，其实很简单，远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记者：这次经历对你的创业有没有什么启示？

徐政国：最大的启示就是创业要有详细的计划。一开
始就是凭借一个想法开始干，很感性，对将来该向哪儿发
展、需要哪些东西、遇到问题如何解决都没有把握。这样
也就难以有决断力，容易犹豫不决。这一次回家，我计划
得非常详细，具体到了每一趟车，所以就能很好地把控这
个过程。

一个创业青年，倒了 48 辆

公交车，从浙江杭州到山东临

沂，颠簸 660多公里

七天六夜回家路
本报记者 张 忱

和 5 年前一样，今年送年货
的任务，老火同样还是交给小火
去做。

老火叫火成玉，小火叫火克
伟，这对父子都是兰州市榆中县
和平镇和平村的电影放映员，但
老火是前任，小火是现任。和前
任不同，小火今年要送的年货，都
是最新的数字电影。

临近年底，很多人脑中的日
历从公历转成了农历，小火也是
这样，他正想着在正月初几安排
几场电影放映。自从 2008 年做
农村电影放映员以来，他每年固
定在年底或年初去周围村子放上
几部电影。对于这个年货，老百
姓都很喜欢。

“上次去临近的定远镇放电

影，散场后，几个老人拉着我的手说
让我下次带点老片儿过来放。老
百姓对我的年货有要求，我就要尽
量满足。”小火说，“这些年货不光
过年的时候送，平时也不间断。”
原来，根据国家农村电影“2131 工
程”，广大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
一场电影。“这年货都是国家采购
的。原来放一场电影政府给我们
放映员 100 元的补贴。从 2012
年起，涨到了112元一场，一年下来
我自己能放映200多场，这年货我
们送的也舒心。”

“除了电影，我们村委会也组
织了有特色的年货。”和平村的村
党支部书记说，“今年村里安排了
多项比赛，时间就定在正月初三
到正月初六之间。届时，将有篮

球、乒乓球、象棋等比赛，还会有
太平鼓队、广场舞蹈队一起表演
助兴。现在，光篮球就有 28 个队
报名，你可以想象村民参加的积
极性。”

当记者问到老火自己有没有
买年货时，老火嘿嘿笑道：“没啥
可 买 的 ，无 非 是 一 些 时 鲜 的 果
菜。现在谁家也不再大量购买和
储存年货了。前面不远的镇子
上，一周两到三次有大集。还有
家门口的超市，随用随买。”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因为生活
物资丰富，买卖更方便，人们对传统
年货的概念越来越淡了，倒是文化
娱乐活动激起了人们更多的兴趣。
正如和平村村支书所说：“我们这里
的年货就是文化娱乐。”

文 化 年 货 送 进 村
本报记者 孟 飞 李琛奇

2 月 6 日早上 9 点，江西省
南昌市新建县乐化镇江桥农贸
市场一片繁荣，各种服装、农
副 产 品 、 蔬 菜 瓜 果 一 应 俱 全 。
江桥村村民孙长莲正在这里购
置年货。“藜蒿香，家人都比较
喜 欢 吃 ， 这 个 是 必 选 的 。 莲
藕、黄瓜这些反季节带凉性的
蔬菜，家人也比较喜欢吃。”在
一家蔬菜摊点，她一边挑选着
蔬菜，一边告诉记者。

孙 长 莲 说 ， 她 在 县 城 打
工，家里有两份收入，一份是
她和爱人的打工所得，一年能

挣四五万元；另一份是家里 6
亩土地转包给村里花卉苗木种
植户的承包费，3000 多元。孩
子 正 在 读 小 学 ， 开 销 并 不 大 ，
平常的生活跟过年时差不了多
少，只不过春节时家里客人多
点，菜要准备得丰富些。

记 者 又 前 往 乐 化 镇 新 石
村，远远就望到村里高挑的红
灯笼、晾晒于房檐的腊肉，处
处是浓浓的年味。村东头是花
卉 苗 木 种 植 大 户 徐 唐 兴 的 家 ，
他在昌北机场附近种了近 200
亩苗木，依靠苗木产业收入不

错。去年，他家建了一栋 800
多平方米的四层小洋楼，还买
了一部小汽车跑业务。

“年货前两天刚买好。”徐
唐兴笑着领记者看了他准备的
年货。橘子、苹果、胡柚、枣
糕 、 瓜 子 等 都 堆 放 在 房 间 里 ，
早已准备好的腊肉和腊鱼也整
齐有序地放在那里。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想吃什么根本不用愁，到市场
上买什么都能买得到。老百姓
日子好了，天天都像过年。”徐
唐兴说。

“日子好了，天天都像过年”
本报记者 赖永峰

进入腊月，内蒙古河套地
区的农民就开始忙着准备过年
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蒸馒
头 炸 油 糕 ， 进 城 买 些 烟 酒 糖
茶，给大人小孩置办新衣服。
今年，似乎大家过年的热情格
外高，除了往年的老三样，今
年这里的农民多了个新选择，
采购“硬年货”——“男人进
城看车，女人进城美容”，成了
腊月里河套农民最开心的事。

2 月 7 日，记者在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川海汽车城遇到了正
在选车的双河镇农民王树兵。

“现在政策好了，我们河套农
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今年柏油
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许多人
家都买了车，我也打算买辆小
轿车，乐乐呵呵过大年。”王
树兵喜不自禁地说。“玉米还
没卖呢，2012 年仅种葵花，我
就卖了 6 万多元，预计能收入
10多万元。”

王树兵家种着 60 多亩地，

养着 30 多只羊，尽管去年雨水
大，庄稼产量受到影响，但因
葵花、玉米等农产品价格一路
走高，他家的收成没减反增。

“如今吃穿也不用愁了，趁现在
岁数还不算太大，咱也该享受
一下时尚生活了，今天买车明
天就能上牌照，初一就能开着
新车拜年了。”快人快语的王树
兵道出了许多富裕起来的河套
农民的心里话。

河套平原是内蒙古的粮食
主 产 区 ， 这 里 的 农 民 精 耕 细
作 ， 收 入 高 于 内 蒙 古 平 均 水
平。据了解，2012 年，该地区
农 牧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了
10735 元 ， 比 2011 年 增 长
13.2%。车行的销售经理告诉
记者，虽然大部分农民选购的
是经济适用的面包车和奇瑞、
吉 利 、 比 亚 迪 等 小 排 量 国 产
车，但销量非常可观，仅春节
前，农民购车已经占了临河区
汽车销量的 60%。

买辆新车去拜年
本报记者 乔雪峰

甘肃省榆中县和平镇和平村农村放映员火克伟向记者介绍数

字放映机。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上图 在内蒙古奈曼旗大

沁他拉镇的奈曼街上，临街的

商铺纷纷挂起了大红灯笼。红

彤彤的灯笼映照出浓郁的喜庆

氛围，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侯显峰摄影报道

左图 江 西 省 新 建 县 乐

化镇江桥村村民在集市上选

购糖果。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今天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下午5点20左右，
我正在值班站长台值班，接到了从徐州到北京的G40列
车长的电话。列车长语气急促地对我说，车上有名叫孙
其斌的旅客心脏病发作了，要赶紧联系救护车，列车将
于6点36分到达车站。

事态紧急，我连忙拨打了999救护车热线，马上赶
来北京南站。这时有个旅客家属也跑到值班站长台来，
说他的家人今天乘坐G40来北京看病，患有心脏大动脉
破裂，能否安排去接站。

“你的家人是叫孙其斌吗？”我问到。家属连忙点
头。“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车，会安排好接站。”

由于南站不能把车直接开上站台，我安排救护车
停到车站二楼西落客平台，这离站台最近。6点左右
正是北京交通拥堵时段，我们焦急地等待着。6点 30
分，救护车赶到了，我已经提前在平台等待救护车
了，带着车站的几个小伙子，帮着医务人员扛着担
架就往站台上跑。

6点36分G40列车准时进站，我们带着医务人员接
上病人走最捷径，最平稳的路线出了站，迅速地把病人
抬上了救护车，车站的小伙子们也已经跑得满头大汗
了。病人家属连忙对我们致谢，我赶忙说，“您别客气
了，赶紧上车，看病要紧。”我深知这危急关头一分一
秒对病人都是珍贵的，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多争取
些时间，也希望旅客能早日康复，一路平安。

（齐 慧整理）

2月7日 晴

“还好救护车及时赶到”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杨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