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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爱心的哥的幸福年

驶在拜年路上
春节，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每条道
路上，伴随着新的一年，他
们演奏着都市的旋律，油
门，刹车，送您安全回家。城
市的大年初一，伴着幸福与
祥和。遇见，一声祝福，一抹
微笑，他们驾驶在乘客的拜
年路上，如冬日暖阳般洒在
城市的各个街区。

说起德州“的哥”，部分
市民可能会联想到一位曾
捡到180万汇票无偿归还失
主的爱心“的哥”德州大众
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贾敬
贵，今年春节，贾敬贵一直
忙活在路上。贾敬贵说，春
节期间他没有选择休班，主
要是因为春节期间多跑些
活，补贴家用，其次也是因
为喜欢这个职业。

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
市民选择出租车出行拜年，
多数为中短途路线。其中以
济南、沧州、高唐、武城、乐
陵等周边城市为主，并且多
数是包车往返路线。“有些
市民的老家在城区周边地

区，春节期间出租车又少，
这些线路也相对火爆些。”
贾敬贵说，春节期间部分客
运车司机会选择在家过年，
春节期间出行的市民也较
多，而他也连续坚持3年没
有在家好好过一个春节，春
节期间，多数驾驶在乘客拜
年的路上。

“其实我们家是一个出
租车家庭，我也是一名出租
车司机。”贾敬贵的妻子李燕
告诉记者，平时她跑白班，贾
敬贵跑夜班，一般出车到12
点左右。今年春节期间，贾敬
贵一人担了白班和夜班，为
了多让她在家歇会儿，并招
待前来拜年的客人。

李燕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不休班，家人和朋友也都
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家人
经常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
是春节期间最忙的夫妻。”
李燕说，他们十分感谢春节
期间来自乘客的善意，有些
乘客上车会道一句“过年
好”，让他们觉得这份工作
做得很有意义。

贾敬贵的朋友李先生告
诉记者，今年除夕本打算约
贾敬贵夫妇一起吃团圆饭，
结果因为有乘客去济南遥墙
机场，夫妇俩推掉了饭局。他
说贾敬贵觉得帮助别人往往
比得到利益更能实现自己的
价值。他的朋友们都很敬重
这对“出租车夫妇”。

谈到春节期间收入情
况时，贾敬贵夫妇说道，春
节期间的收入相对平时会
多一半，主要是乘客较多，
其次部分乘客会额外给些
小费，乘客也理解出租车司
机的辛苦。“春节期间一些
出租车司机会私自涨价，但
是我们出车绝不会这么做，
虽然钱是好东西，但是我们
赚的是干净钱。”贾敬贵说，
既然喜欢这个职业，就要做
好，让乘客满意。部分乘客
给的“小费”，是向乘客找钱
时，乘客主动提出“零钱不
要了”，他们从来没有向乘
客提出涨价的要求。

本报记者 贺鸿 (德
城区东地办事处)

贾敬贵正在擦洗出租车。 本报记者 贺鸿 摄

“媒婆老王”其实是个男
性，因为老王带的年轻人相
亲成功率很高，久而久之大
家就快忘了他的大名王友
财，而是习惯称他为“媒婆老
王”。每年春节期间，在外务
工的年轻人回家过年，媒婆
们也都抓住这个时机，争取
多撮合几对，今年几次相亲
下来，媒婆老王发现事情和
往年有很多不同。

相亲交通工具

从自行车变成轿车

“每年春节期间都是相
亲高峰期，今年和往年相比，
相亲更有效率了。”老王说，
以前每天能平均“相上”两
对，除去年轻人在一块交谈
外，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很多时候这对在县城北部，
下一对就在县城南部，骑自
行车或者电动车很慢。”老王
说，今年带年轻人相亲很直
观的感受就是，相亲的交通
工具大都换成了轿车。“到哪
几乎就是踩几脚油门就到

了。”老王笑着说，现在农村
生活条件好了，不少条件不
错的家庭都购买了轿车。

“不少在外面打工的年
轻人回来时都开上了轿车，
另外在家工作的年轻人也
购买了轿车。”老王告诉记
者，村里搞专业化养殖，村
民都富了，不仅盖上了楼
房，还拓宽了街道，以往的
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我
那天数了数，我们村这一年
就添置了近50辆轿车和面
包车。”

相亲话题

不再局限于家庭条件

“以前带着年轻人去相
亲，除了寒暄外，更多的还是
集中在家庭条件如何。”很多
时候，小伙子将家庭状况说
完，女方如果对男方的家庭
条件不满意，就会立马拒绝，
也不问问小伙子文化程度，
有没有什么致富和创业的想
法等。老王说，现在家庭条件
不再是绝对条件，小伙子的

潜力和个人的想法同样会被
对方家庭所看重。

“还有一个变化，往年时
候，双方觉得挺合适就会把
婚事定下来，这样其实很不
好。”老王说，这样的话，一旦
解除关系，就容易产生麻烦，

“今年有几家觉得对方挺合
适，但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
所以让两人继续交往，不那
么草率地订婚。”老王说，这
样可以让两人更好的接触和
交往，也避免双方因彩礼等
起争执。

“在外工作的人回到家，
带了一些新的东西。”老王
说，外地的一些新观念、新想
法带到家乡，很多东西能帮
农村致富。“现在每个村里都
有图书阅览室，大家可以免
费阅读，让大家增长了不少
知识，开阔了眼界。”老王说，
去年年底，村里还安装了一
些健身器材，大家有时间就
去那里锻炼身体，“现在农村
的条件也好了，大家生活得
更幸福了。”

本报记者 牟张涛
(菏泽市鄄城县彭楼镇)

农民相亲看潜力
一个媒婆眼中的农村择偶观念变化

仿古式的乡村老屋内，
一条小水沟从院子里流过，
古式水井、水车点缀其间，水
里的鱼、水边的白鹅吸引了
不少人驻足观看，莲藕炖猪
蹄、安陆白花菜、腊肉腊肠等
家乡菜纷纷上桌……这就是
我龙年春节的团圆饭。

春节前，住在城里的姐
姐最先回到农村的家，为的
是给全家人操持一顿团圆
饭。正月初三，姐姐姐夫就
神秘地向我们“推销”他们
的计划——— 全家要一起去
城里吃个大团圆饭，既要吃
得有家的味道，又要吃出年
味，还有“砌长城”( 打麻
将)，时间就定在正月初六。

之前的那几年，姐姐不
是没提过要到城里饭店去
吃团圆饭的想法。但是都遭
到父辈们的反对，除了父母
嫌饭店里的饭吃不出年味，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孩子
们铺张浪费。然而，今年，经
过姐姐等人的动员，并用自
己开回的车，帮全家人解决
出行问题，父辈们总算答
应。

正月初六，全家早早起
床，由弟弟开车，载着全家
人进城到姐姐家拜年。然
后，姐姐姐夫径直带我们到
了附近的饭店。走进饭店才
发现，姐姐姐夫为了这顿团
圆饭，花了不少心思——— 吃
饭的地方选在农家饭店，里
面的格局跟二十年前的乡
村老屋一样，屋内的小水沟
旁有古式水井和鸭鹅围绕，
鸡鸭鱼肉等腊肉挂满小院
的走廊，吃饭的桌位旁都备
好了自动麻将桌……

姐姐说，现在即便是农
村，也回不到那种端着碗在
鸡犬相闻、鸭鹅戏水的农家

院子里吃饭的日子了。而如
今，城市里这种怀旧主题的
酒店越来越多，给很多人吃
团圆饭提供了便利。双方的
父辈先后上了麻将桌，接着
是小辈们围坐在院子里，也
开始了湖北人常玩的“砌长
城”。

晒着太阳、嗑着瓜子，
听着久违的鹅叫声，在孩子
们戏水放鞭炮的欢声笑语
中，亲戚们围着麻将桌，天
南海北地侃家常。在劳动力
输出大省的湖北，很多人一
年到头只能见这一面，甚至
好几年才能见一面。觥筹交
错间，烟花升起，吓得鸭鹅
纷纷躲避，映红了每个人的
笑脸，这样的团圆饭，表达
着家人的欣喜和久未见面
的亲切。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湖北省安陆市接官乡)

农村过年吃出花样

进城吃团圆饭

今年吃
团圆饭，选
择在城里
一处颇有
田园风味
的饭店。

本报
记者 王
金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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