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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雪 迎 春 节 节 高
本报记者 周 剑

地点：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石岭廉租住房小区江兴和家

“终于在自己家里吃上年夜饭了。”今年1月刚刚搬进廉租房的江兴

和难掩兴奋，“现在政策好，我一个镇巴佬能以如此优惠的条件住进崭新

的楼房，真是非常知足！”

敬 老 院 里 情 意 浓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地点：江苏省兴化市老圩乡中心敬老院

三 代 同 堂 享 团 圆
本报记者 姚 进

“宴会”上有对70多岁的

“年轻”夫妻，钟东远和潘长

英，他们在养老院相识。钟

东远说：“我这辈子算是圆满

了，生活别提多好了。”

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铁道安业家园

从 物 资 稀 缺 到 丰 衣 足

食，冯在动家餐桌上的年夜

饭年年都有变化，透过三代

人的年夜饭，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为 了 万 家 灯 火 明
本报记者 郭存举 王金虎

为 了 万 家 灯 火 明
本报记者 郭存举 王金虎

地点：国家电网山东济宁供电公司值班室

为保证济宁百姓春节用电，韩志刚彩虹服务队的队员们除夕夜仍在

检修线路，直到晚上8点钟，队员们才吃上了年夜饭。

为保证济宁百姓春节用电，韩志刚彩虹服务队的队员们除夕夜仍在

检修线路，直到晚上8点钟，队员们才吃上了年夜饭。

外乡人的城市梦
本报记者 孟 飞 李琛奇

地点：甘肃兰州叶海英和叶海萍的出租房

这已经不是姐妹俩第一

次在外过年了，虽然只能在

出租房里张罗年夜饭，但她

们对未来充满畅想，举杯同

祝，争取早日成为城里人。

“古突”之夜话期盼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地点：西藏拉萨强巴平措家

今年的除夕夜，也是藏

历新年“古突”之夜，精心

调制的“古突”，充满着藏族

群众对新年的期盼。

上图 2 月 9 日，山东沾化县田家村王子安老

人(左六)一家三代同堂，正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其乐融融。近年来，王子安加入了村里的冬枣和

棉花种植合作社，他的两个儿子农闲时在外做建

筑，家庭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左图 2 月 9 日，T99 次列车的列车长杨霏霏

（左一）为乘务员们端上热腾腾的饺子。当日，T99

次列车由上海始发开往广州东，列车上全体乘务

员的年夜饭是发车前的一顿饺子，他们离别家人

日夜兼程，服务旅客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农历腊月廿八，江西景德镇瑞雪飘飞。2 月 9 日傍晚，
踏着积雪，记者来到昌江区石岭廉租住房小区，红彤彤的灯
笼，新贴的春联，都洋溢着春节的喜悦。敲开 2 号楼 B 栋 3
层江兴和老人的家门，首先进入视线的却是地板上一根约
3 米长的青翠竹篙。老江笑着说：“这是我们这儿的风俗，
搬新家要带新砍的竹篙，象征‘节节高’、‘步步高’。”

老江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下岗了，今年 1 月初领到廉
租房钥匙时，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恨不得马上就住
进新房子，就想在自己家过个春节。”

同老江一样，这个春节，首批入住的 20 多户居民都将
在石岭的新房里迎来农历新年。小区目前已建有幼儿园、
电动车停车棚并配有 3 条公交通往市中心，生活交通都较
为便捷。据悉，2009 年以来，景德镇市中心城区已先后建

设 7400余套廉租住房，今年还将开建 1250余套。
说话间，老江的女儿已在客厅的桌子上摆满了炖鸡块、

红烧全鱼等热腾腾的饭菜。“今天一定要多做几个菜，我们
都 20 多年没做年夜饭了啊！”老江感慨，以前没有住房，每
次年夜饭都是在亲戚家吃。

动筷子前，老江还高兴地下楼点燃了 1 万响的爆竹，
“买爆竹的钱都是前些天发的”。原来，春节前，主管部门给
这批住户发放了米、油和 300元慰问金。“现在政策好，我一
个镇巴佬（景德镇人自谦的俚语）能以如此优惠的条件住进
崭新的楼房，真是非常知足！”饭桌上，老江动情地说起，这
套 49 平方米的小两居，每月只需交 69 元租金。如今每个
月能领 320 元的低保，社区给低保户办了大病医保，平时再
打点零工，基本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

2 月 9 日晚上 7 点，伴随着绚烂的烟花，千家万户灯火
通明。就在大家围坐桌边，举杯欢庆除夕夜的时候，一群身
穿制服、头戴钢盔的人行色匆匆地穿行在山东济宁古运河
畔，他们的年夜饭还没有着落。

他们就是国家电网山东济宁供电公司韩志刚彩虹服务
队，队伍最前面的是队长韩志刚，55 岁。胡集镇有 5000 多
名外出务工者，他们每年农历腊月底返乡，平时搁置的电器
重新启用，加之农民不断购置新电器，除夕夜用电压力增
大。为了让返乡的农民工过一个踏实的春节，济宁供电公
司增加了维修人员 24小时为他们服务。

从胡集镇回到值班室，已是晚上 7 点半，韩志刚才拿出
几袋速冻水饺，就接到了去市中区特巡的任务。在新天地

花园小区，韩志刚耐心了解小区用电情况，检查各条线路，
把所有情况都摸清后才离去。下楼时，服务队队员王威告
诉记者，韩志刚的家就住在这个小区，但是由于是值班时
间，他不能回家。

在韩志刚彩虹服务队 46 人中，大多数人已记不清有多
少个除夕夜不能和家人团聚。为了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
服务队经常要在零点以后开始工作，这样就能避开大多数
居民的用电时间。韩志刚彩虹服务队成立 11 年来，没有发
生一例客户投诉事件，服务队队员每人每年要比普通员工
多工作 800个小时，被济宁百姓称为古运河畔“电力 110”。

晚上 8 点钟，服务队队员们终于在值班室吃上了热气
腾腾的饺子，这顿迟到的年夜饭他们吃得很香。

2 月 9 日下午 5 点，忙碌了一天的强巴平措拉上了鞋
店的卷帘门，准备回家过新年。今天是除夕之夜，也是藏
历新年的“古突”之夜。

“古突”是藏族群众在每年藏历 12 月 29 日食用的一
种面疙瘩粥。“古”的意思即九，九种原料熬制而成；“突”
即突巴，藏语意为面疙瘩。藏族群众喜迎“古突”之夜，祈
求来年风调雨顺、无病无灾。

强巴平措的家和他的鞋店一街之隔，在小昭寺街一
个传统的藏式院子内。为了迎接藏历新年的到来，几天
前，院子门口就已经换上了崭新的“香布”。家里藏式桌
子上摆满吃食，各式各样的“卡塞”、牛羊肉、瓜子、糖果，
显示着这个家庭年货的丰足。强巴平措的母亲次松 68
岁了，非常慈祥。次松阿妈热情地递过来“卡塞”让我们
吃，这些都是她这两天刚买的，非常新鲜。“以前炸‘卡
塞’，准备各种年货需要十多天。这几年街上什么都有的
卖，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也公道。”次松阿妈说。

快要入夜了，次松阿妈吩咐儿子和儿媳做“古突”。
强巴平措说，“‘古突’里面包有九种代表不同寓意的东
西，谁吃到什么就代表着来年运势如何。”他告诉我们藏
历新年做“古突”就像春节做饺子、汤圆一样。

在耐心的等待之后，强巴平措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古
突”招待我们。盐、辣椒、糖、羊毛、青稞⋯⋯吃到盐代表
懒惰，吃到辣椒代表嘴巴厉害等等，次松阿妈和强巴平措
耐心地告诉我们每一种东西的寓意。

上图 2 月 6 日，在青海省贵德县下排村，藏族妇

女东改错展示炸好的油饼。 吴 刚摄（新华社发）

2 月 9 日下午 5 点，在兰州打工的叶海英赶去超市购
买年夜饭的食材。妹妹叶海萍也在这个点下班。她们姐
俩今年都不能回家了，于是聚在一起过除夕。

都在快餐店打工的姐妹俩，来自甘肃白银农村，今年
已经不是第一年在外面过年了。“刚开始也想家，后来慢
慢习惯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姐妹们，很多时候也不能
回家，于是就凑点钱自己出去热闹一番。”叶海英边说边
想着妹妹爱吃什么菜，该在超市里采购点什么。

从超市回来，妹妹已经在出租房里等着姐姐了。姐
俩在兰州花了 1500元租了间房子，屋里布置得挺温馨。

妹妹负责洗菜、择菜，姐姐负责掌勺炒菜，姐俩很快
忙活起来。叶海英说：“小时候的年夜饭，最爱吃妈妈做
的红烧猪蹄，预示着来年能多抓钱。猪蹄吃得不少，钱挣
得不多。现在每个月能挣到近 3000 元。我已经规划好
了，等手里钱充足了，自己也积累了经验，就弄个饮料站，
自己给自己打工。”叶海萍在旁边插话：“我的理想是找一
个稳定的工作，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书，到处转转。”

姐俩的理想虽不一样，但她们都盼着有一天能把父
母接到兰州来过年，她们都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买
东西很方便，出门很便利，有很多家里见不到的时尚。什
么时候能买个房子，在这里生根发芽，父母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那我们过年就踏实了。”叶海英说。

年夜饭已经做好了，菜都端上了餐桌。妹妹催着姐
姐早点把饭吃了，吃完饭她们还要给爸妈打电话拜年呢。姐
俩同时举起酒杯：“为我们早一天成为一个城里人干杯！”

2月 9日下午，记者来到江苏省兴化市老圩乡中心敬
老院，正好赶上了年夜饭时间。只见宽敞的食堂大厅里
挂满了鲜红的灯笼，各色各样的菜肴已经摆满了饭桌，老
人们个个穿着整齐，在一片欢声笑语间陆陆续续地入席。

在参加“宴会”的老人中，记者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到
了一对满头白发、相互搀扶而入的夫妇身上。“别看他们
都 70 多岁了，他们可是‘年轻’的夫妻。”敬老院院长徐如
涛一语中的，他告诉记者，老大爷叫钟东远，是老圩乡钟
南村 8组的孤寡老人，5年前住进敬老院后认识了同住院
里的潘长英。话说至此，精神矍铄的钟东远兴奋不已，

“我这辈子算是圆满了，在敬老院生活，不仅有了老伴，一
日三餐定时定点还有人‘伺候’，生活别提多好了。”

不一会儿，老人们各就各位，坐满了 11 桌。斟上米
酒，相互举杯。看到记者在采访，76 岁的仇广明也凑了
过来，“我住在敬老院快 8 年了，要说好生活还是要感谢
现在的好政策。”他告诉记者，现在自己不仅有人照顾生
活起居，每个月还会发 50 元零用钱，过年还有 300 元压
岁钱。这几年来敬老院有了很大的提高，棋牌室、太阳能
热水器、电视等设施齐全，老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待这些孤寡老人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尽全力
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在一个舒适
的环境下安度晚年就是敬老院所有工作人员最大的欣
慰。”徐如涛说。

“30 年前的年夜饭，大盘的肉是看不到的，不像现在
摆满桌的鸡鸭鱼。”河南省郑州市铁道安业家园居民冯在
动颇为感慨。1962 年冯在动分配到郑州市铁路局铁路
机械学校成为一名中专教员。“过年时可以吃上平时难得
一见的带鱼、扒皮鱼。”在冯在动眼里，上个世纪 60 年代
的城市生活，许多物资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候对过年
的期盼更多是改善吃穿质量。”他说。

在儿子儿媳的印象里，幼时过年则更像一个隆重的
仪式。除夕前跑去大老远的公共澡堂洗澡，换上新衣服，
最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守岁。“现在的
日子越来越好了，过年的形式感也许弱化了，可心情还会
像以前一样，通过‘辞旧迎新’这一过程来开启来年崭新
的生活。”冯在动的儿子说。

问到过年时最开心的是什么，小孙女不假思索地说
道：“不用上辅导班，没有作业，有好多好吃的，可以和好
多人玩儿！”冯在动和老伴儿看着可爱的小孙女，眼睛笑
得眯成了缝儿。

“过年喽！”看着儿媳端上来热腾腾的饺子，冯老和老
伴儿又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今年的年夜饭开席了⋯⋯

上图 冯在动一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

本报记者 姚 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