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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雪工作的人着实不易

大年初三千里相聚

新 春 走 基 层 欢 乐 节 俭 年

在相机还不普及的
时候，每到过年，一家人
总会聚在一起到照相馆
拍张“全家福”，记录下一
家人的幸福。后来，相机
进入千家万户，过年拍张
全家福的习惯反而淡了。

爷爷今年69岁，有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
代同堂。儿孙们都对他
非常孝顺，只要有时间
就回家看望老人，但一
家人却很少能聚在一
起。过年拍张“全家福”
就成了老人最大的心

愿。今年，趁着过年聚
会，一家人在大年初一
拍的一张全家福。

大年初一拜完年
后，奶奶穿上了气派的
红色羊绒大衣，爷爷换
上时尚的棉坎肩。拍照
的地点就选在爷爷家的
庭院里，后面的背景正
好是家里的老宅子。孩
子们搬来凳子，请爷爷、
奶奶坐在中间，全家10

余口人环列四周，请邻
居为我们拍了照。

本报记者 李榕

过年拍张全家福

大学毕业前，要好
的几个哥们约定每年至
少相聚一次，按照当时
的设想，“五一”和“十
一”因为适宜的气温成
为最佳选择。但因没有
足够的社会经验，计划
赶不上了变化，连续三
年聚会的日子定在了春
节假期。

腊月出头，兰州的
同学吴学超 (大家都称
呼其为二哥 )就开始张
罗起来，去哪啊？玩什么
啊？因为当时还未曾想
到年如此之近，大家都
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以至于确定时间地点
后，误了他买票的最佳
时间，无奈转车。见面
后，他调侃道省外人的

感情伤不起。
大年初三千里相

聚，感情不言而喻。见面
少有寒暄，聊天的主题从
回忆开始，笑声一波盖过
一波。都说初中的朋友最
无邪，高中的朋友也容易
至交，而大学的友谊却很
容易被世俗的观念打败
而改变。但庆幸的是，三
年过去了，无论工作中彼
此展现的是哪一面，至少
我们在一起都是本真的
我，那么轻松，喝一点小
酒，倾诉下心声。当社会
越来越浮躁，保持纯真尤
为重要。当我们自始至
终不失去开放的胸怀和
童稚的热情，自然就拥
有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常学艺

正月初八，姗姗来
迟的一场雪让市民惊喜
不已，纷纷赏雪景拍美
照。然而，在乐陵不少劳
动者冒雪劳作着，为市
民的正常生活贡献他们
的力量。清晨出门冒雪
清扫的环卫工人、骑车
冒雪为市民送奶的送奶
工……正因为有这样平
凡的劳动者，给初雪笼
罩的乐陵，增添了些许
暖意。

初八一大早，雪花越

飘越密，在乐陵湖滨西路
上，一送奶工艰难地前行
着。因为一些路段的雪已
经冻结成冰，骑着电动车
行走更是困难。我看到，
她的双脚小心翼翼地带
动着车子前行。

雪越下越大，虽然
她严实地将自己包裹
着，还是被打的满脸雪，
眼睛也被风雪吹得睁不
开，只能眯缝着双眼慢
慢往前走。

本报记者 王乐伟

过年回家，各种喜宴也跟着扎堆。
然而，村头王铮家的婚礼，简单又热闹。

王铮三年前在深圳打工期间，经
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新娘。

正月初六，是他大喜的日子，住在
乡镇街道上的新房里，小两口在亲戚
的拥簇下，按当地的风俗给各位亲戚
敬茶，不时燃起的烟花爆竹，把婚礼的
气氛推向了高潮。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乡里买的
这套房子，13万元左右，简单装装修买
点家具，也不超过15万元。

提亲时，女方也没提彩礼的事情。
结婚办席都是先请厨师后结账，厨师
费用两天下来1500多元，烟酒糖茶
5000多元，各种宴席18桌用的食材2500
元满够了。

据他介绍，如果赶上运气好，来的
亲戚多，那么可以基本保证这场婚宴不
赔钱，不过也不可能“赚钱”，因为农村
的宴席办得特实诚，而且一吃就是三
顿，结婚是个喜庆的事情，大家真的就
是为了沾喜气，没有谁去计较这些了。

三四年的打工生涯，王铮自己积

攒了几万元钱，加上媳妇打工存下的
几万元，再加上父母微薄的补助，王铮
有了他现在的婚房。

没有贷款和欠债压力，没有动辄
十万八万的彩礼要求，同为农村出身
的新娘及父母，在婚礼上只说了一句
朴实的话：希望他们马年打工多挣钱，
为以后要孩子打基础。

王铮和媳妇在深圳打工，包吃住
后，两人每年能存7万多元。打工的生
活很简单，但是他们很快乐。

本报记者 王金强

不不到到万万元元的的婚婚礼礼很很清清新新

离家再远，也要回家
过年，老家再穷，也牵动着
回家的心。改变着的家乡，
时刻展开怀抱欢迎着归来
的游子。满天繁星、清澈小
河、没有闹钟的催促，在茌
平县的这个小乡村，时间
放慢脚步，心情得到放松。

春节，是我一年中在
家时间最长的一个假期。
贴春联、包饺子、熬年守
岁、走亲访友、同学聚会，
最重要的能陪陪父母，然

后 感 慨 一 句“ 过 年 都 一
样”。

过年，对于年迈的老
人，熬过一个冬天便是不
易，而老人们的一句话，却
顶上千言万语。老妈的姥姥
今年已经96岁，眼已花耳已
背，但她仍然能准确喊出
我的名字。“结婚了吧？”这
一条每天播放无数遍的广
告语，经过96岁的太姥姥
一问，听后心里暗下决心。

本报记者 孙婷婷

在家的日子最轻松

腊月二十八清晨，站在
老家章丘市龙山镇大官村
的路口上，原来入村的小土
路已被水泥路取代，马路两
旁盖起了崭新的二层商铺
楼，对于五年没回老家的我
来说，已经变得不认识了。

步行15分钟进村入户，
大娘正在厨房张罗早饭。自
从前几年将土坯房改建成
二层楼后，家里陆续安上了
空调、电脑、冰箱和太阳能，
还自烧煤炭供暖。

村镇多兴赶集，小叔
一家几乎每天都在赶大小
不同的集会。从附近的义
乌商品城进货，到集上贩
卖，过节时货物经常供不
应求。尤其是年前，有时一
天净赚1000多元。想起十
年前回老家时，土坯房土
地板，屋檐上结着冰凌，屋
里黑漆漆的，穿着羽绒服
仍觉得冷，不觉感叹变化
真大！

本报记者 王明婧

老家的变化好大啊

2月7日，在泰安市刘老根大舞台，二人转演员正在进行踩高跷等文艺表演，当天的
演出现场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刘振 摄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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