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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又来了，“候鸟族”

又开始了一年的迁徙。

有的年轻人要暂时离开舒

适却不温暖的家，有的老年人

要告别子女和邻居，只身住到

老年公寓。年复一年，他们忙

于躲避寒冷和寻找温暖之间。

迁徙的日子在重复，不知道哪

一年才能彻底结束。

“飞来飞去”的日子很累

今年 62 岁的陈建国住在院
校街和潍州路附近。他的小外

孙今年不到 3 岁，天气晴暖

时，陈建国最大的乐趣就是看

着外孙在胡同小院里玩耍嬉

戏，路过的邻居们会不时夸奖

孩子可爱伶俐，陈建国呵呵笑

得很幸福。可是现在，北风吹

来低温，这种弄孙为乐的日子

要随着冬天的到来结束了。

去年冬天，小区里就没供

暖，陈建国和老伴靠着电暖

气、电热毯过一冬，老陈说，

家里没有小孩子，咬咬牙，也
就捱过来了。而如今，他要照

看孩子，总不能让外孙和自己

一起挨冻。

两口子搬到了女儿的家

里，尽管诸事顺心，可是老陈

还是压不下回家的念头，毕竟

那里才是自己的家。那里有可

以一起下象棋的老谭，一起养
花喂鸟的老李，还有陪了自己

十多年的老家具。

陈建国受不了，开始了早
晚奔波的生活。早上 6 点多，

他坐 20 分钟的公交车去女儿家

照顾外孙，晚上 7 点多再回到

自己家中，这样来回“飞”的

日子让陈建国很疲惫。

陈建国说，如果家里供暖

了，这一切累啊苦啊的，也就

结束了，冬天来了，他就不害

怕了。

明年咱能不搬了吗？

82 岁的老太太李淑荣睡着

了，十一月初的午间阳光仍然

温暖，因此她仍然可以在自己

的屋子里缝衣服，看电视，和

退休在家的女儿一起聊聊天，

干干家务活，然后躺在床上享
受阳光，小睡一会儿。

女儿正在为老太太收拾行

囊。今年的早春园小区会供暖

吗？她不知道，整个小区的人们

也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本该

早就交上的取暖费到现在为止都

没有人来收，李淑荣有气管炎，

受不得冻，因此今年得早准备，

一旦小区不供暖，女儿就得带着

老妈妈远赴济南，去姐姐家过冬

了。

李淑荣老太太醒了，坚持

要去楼下走走，看看住惯了的

小区院子里，是不是又有孩子

在打闹，看看住在隔壁单元的

老人是不是正坐在过道里聊

天。李淑荣可能要暂时搬家

了，尽管邻居们一直劝她，有

个合适的地方过冬就不错了。

就像 2 号楼李大姐说的，

他们家在潍坊市区没啥亲戚可

投奔，家庭情况也不允许他们

临时租房子过冬，这个冬天只

能捱着。

可李淑荣没有因为有地方

过冬就觉得幸运，她总是说，

只要能不搬家，只要能在这儿

过个温暖的冬天，咱多花点钱

也无所谓，可是现在，这样的

想法一直没实现。

这里不冷，但是憋屈

几个月前，迟令英还在诸

城石桥子的老家住着，农村老

家里过得舒心且自在，她说，

现在住敬老院的日子没法比。

要入冬了，大儿子担心她

在农村受不得冷，才把她送到

了潍坊市区的一家敬老院。

这里的工作人员无微不至

地为她打点好生活所需的一

切，二儿子和女儿也会不时去

看看她，可是迟令英觉得自己

没有家了。

只有在客人来的时候，老

太太才会从床上颤巍巍地站起

身来，紧紧握住客人的手，咧

开干瘪的嘴笑着，高兴得像个

孩子。客人走的时候，她总是

会拉着客人的手，一步一步地

送出小屋的门外。

“留下吃饭吧，我就喜欢

孩子，喜欢人来看我。”这是

迟老太总在嘴边絮叨的一句

话，因为她现在的生活就是这

个小屋，而这个小屋相比老家

人丁兴旺的农家院来说，实在

太小太小。

记者手记

候鸟族何时不再“飞”？

如何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永远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之

一。尽管潍坊的供暖系统正在

越来越完善，但是仍然有一些小

区，它们有的限于取暖设备和费

用，供暖温度不足以保持温暖；

有的在建设供热管网中被遗漏，

无法供热；还有的是因为热力公

司或物业的偷工减料，造成了

“供而不暖”的现象。如此，才诞

生了人数越来越多的“候鸟族”，

每年冬天，他们都在为了取暖而

奔波着。

在你的身边，或许有着因无

法供暖和为了照顾外孙而来回

奔波的“陈建国”，或许有着因担

心小区停止供暖，而收拾行囊准

备远行的“李淑荣”，又或许有着

因没有暖气而从农村老家搬到

养老院的“迟令英”。他们为了取

暖，在冬天像候鸟一样飞到异地

的同时，也失去了之前熟悉的生

活。希望随着供暖条件的日趋完

善，候鸟族的迁徙生活不会再年

年持续下去。

冬天到了。“候鸟族”开始操心这一年的冬天该如何捱

过，他们收拾好行李，准备迁徙。

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要赶在严寒到

来之前，找到温暖的所在。

他们为了取暖，在冬天像候鸟一样飞到异地的同时，也
失去了之前熟悉的生活。希望随着供暖条件的日趋完善，候
鸟族的迁徙生活不会再年年持续下去。【 】

““候候鸟鸟族族””

温温暖暖的的家家在在哪哪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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