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地年夜饭吃出家的味道
张刚大篷车与公租房建设者一起守岁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頔 通讯员 刘文林

挂灯笼、吃饺子、聊家常、看春
晚、放鞭炮……22日除夕之夜，张
刚大篷车开进济南西蒋峪公租房
建设工地，和这里的留守工人一起
守岁，寻找在家过年的感觉。

饺子就啤酒

三名工友过大年

“昨天才送走最后一批返乡工
人。”22日下午5点半，中铁十局西
蒋峪项目部经理王兴江告诉记者，
因为工期紧张，这个公租房项目的
施工一直持续到腊月廿七。

这个除夕，除了值班的王兴
江，工地上还有程家峻、程庆田、亓
连文三名留守工人。

“炸鱼炸肉都是现成的，项目
部还给准备了青菜和生肉。”家住
济南董家镇的亓连文在值班室里
支开了一块案板，切菜的时候还不
忘用余光扫视一下监控屏幕。

3名留守工人的工作主要是巡
查工地，确保工地上存放的建材和

设施的安全。除了时刻关注监控，
他们还要按班次巡视工地并做好
记录。“晚上睡前和后半夜分别要
去巡视一次，过年期间还得格外防
火。”亓连文说，这样的工作不算
累，但要细心，除夕夜也不能大意。

傍晚7点未到，临时改作餐厅
的会议室里就摆满了一桌好菜，记
者也顺手带去了一箱啤酒助兴。

“吃饺子喽！”老家潍坊的程家
峻将出锅的水饺端上桌，大家闲聊
着等待央视春晚。

“之前给家里人都说好了，等
过了正月再回家团圆。”程家峻对
不能回家过年并无怨言，“和工友
们处得熟了，在工地上也能找到在
家过年的感觉。”

儿女出息了

在外过年也踏实

程家峻、程庆田和亓连文今年
都已经年过六旬，也都是头一次在
工地上过年。

程家峻退休前从事教育工作，
2011年年底才到西蒋峪项目工地
工作。他的儿子在郑州安了家，以
前过年时，程家峻总是盼着儿子回
老家过年，今年他不在家，儿子也
取消了回潍坊过年的计划。

“干的就是巡查值班的活儿，
过年回不了家，家人也都能理解。”
做过教师的程家峻说起话来依然
是为人师表的样子，“平时我教育
孩子要爱岗敬业，到了自己身上也
不能含糊。”

程庆田和程家峻是同乡，2011
年7月西蒋峪项目开工时，他就来
到这儿。“两个女儿在家乡工作，儿
子在济南当司机，前几天也回家
了。”程庆田说，三个孩子都有了不
错的工作，即使他不能回家过年，
心里也很踏实。“以往快过年的时
候，我都催着孩子们快回家，今年
成了孩子们盼着我回去了。”程庆
田笑着说。

项目部经理王兴江说，工地重新
开工后会安排工人轮休，到时候三位
老工人就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

龙年的钟声敲响时，亓连文点
燃了鞭炮，喜庆的爆竹声响彻整片
工地，与整个城市此起彼伏的声响
融为一体。等到城市的爆竹声渐渐
稀落，三位留守工人开始了新年的
第一次工地巡查。

随着壬辰龙年的到来，美国
老人牧琳爱已经度过重返中国
的第12个春节。正月初四下午，
记者再一次走进聊城市国际和
平医院的一个小院，给这位深爱
着中国的美国老人送来新春的
祝福。

已经95岁高龄的牧琳爱满
头银发，却依旧热情洋溢，见到
记者后便亲切地向记者谈起她
的生活。

牧琳爱说，这一年来，她生活
得非常愉快。她参加了几场中国

的婚礼，觉得其中蕴含了很深的
东方文化，让人学会了感恩，而这
些深深地打动了她。

谈起对春节的感受，老人
说，她最喜欢的还是其中的传统
民俗。“踩高跷、皮影戏、舞龙舞
狮，这些我都曾看过，很喜欢，只
可惜近几年，这些节目都比较少
见了。”牧琳爱说，她最喜欢吃白
菜猪肉馅的水饺，但是由于现在
年纪大了，行动不太方便，不能
亲自包水饺了。

谈话间，牧琳爱老人兴奋地

让记者看墙上挂的几个中国结，
她说这都是朋友们亲手做了送
给她的，她觉得很漂亮，中国红
让她感到温暖。

老人喜欢中国朋友来看望
她，她也喜欢春节出去给朋友们
拜年。

“春节比圣诞节更让人感觉
到亲情的浓厚，中国的节日总能
让人学会感恩，感谢生命。”老人
说她爱看烟花，烟花很美，但她不
喜欢放鞭炮，因为鞭炮让她想起
曾经经历过的战争。

在中国度过第12个春节———

牧琳爱：最喜欢中国民俗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实习生 刘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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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西蒋峪公租房项目工地上，几位远离家人的老工人要在这里度过新年。独自
在外的新年怎么过？他们有何种感受？本报张刚大篷车开进这个工地，陪这几位老人一
起，记录他们的除夕夜，品味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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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工人正在为大伙煮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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