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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松刚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这是孙山尊和妻子卢维工
作6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

2月10日凌晨5点47分开车
上路，不到6小时，穿越500多公
里，他们风一样地赶回潍坊的
家。

孙山尊是潍坊寒亭人，
2009年从西南交大毕业后，与
大学的女朋友卢维一起入职中
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公司，并被
分配到北京地铁6号线项目部
工作。2014年底，已是夫妻的二
人在北京参建了多条急难险项
目，被公司评为“最美夫妻档”。

夫妻俩现在分别是项目工
程部部长和计划部副部长，但6

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从没有
回家与老人一起过年，就连三
岁半的儿子乐乐也没法带在身
边，只能留在老家由爷爷孙朋
林和奶奶黄瑞芳照看。

两位老人说，有出息的儿
子考上了全村人都羡慕的大
学，还找到了全村人都羡慕的

“铁饭碗”，可是每到中秋和春
节，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却好
像丢了一样。别人的孩子回家
了，只有他们家里，冷冷清清。

今年，孙山尊和卢维终于
有了一次回家过年的机会。10

日一大早，两位老人接到电话，
得知儿子儿媳已经开车在路
上，中午就能到家，高兴得赶紧
张罗着打扫卫生、洗菜做饭。

为了庆祝期待了6年的春
节团圆，两位老人特意叫来孙

山尊的厨师舅舅帮忙做饭。很
久没看到孙山尊和卢维了，姑
姑、姑父等一众亲人也赶了过
来，几平米的小厨房挤满了一
群忙碌的长辈。

11点多，芥末鸡、景芝小炒
等满满20道菜摆上了饭桌，团
圆饭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

11点50分，一辆白色轿车
停在了小区门口，孙山尊和卢
维到了。

奶奶抱着孙子乐乐几乎是
小跑到了楼下。卢维一把抱住
又长高了的乐乐，兴奋地叫着
儿子的名字，没忍住的眼泪很
快流了出来。

乐乐很小就知道地铁和爸
爸妈妈的关系，所以最爱的玩
具永远是地铁模型，家里原有
一个小的地铁模型，这次孙山
尊和卢维给儿子买了一个更大
的地铁模型，回到家里的卢维
就打开了包装，教乐乐如何玩
耍。

在一旁看着妻子卢维和儿
子亲热的孙山尊几乎没有机会
和儿子亲近，一直被卢维霸占
着，自己在一边开心，“好久没
有回家，看看爸妈，看看儿子。”

12点，这张20道菜的饭桌
上，一家人举起了水杯，庆祝着
孙山尊和卢维这份难得的归
来。“欢迎回家”，一家人兴奋
着，也幸福着。奶奶问坐在一边
被妈妈抱着的孙子乐乐，今晚
要和谁一起睡觉时，口齿不太
清楚的乐乐叫着，“和妈妈、爸
爸”，接着又补了一句说，“还有
奶奶，还有爷爷。”

刘现华 (济宁市任城区环卫工 )

我是济宁市任城区一名普
通的环卫工人，负责竹竿巷的
保洁工作。干环卫工18年，说起
这18年来最遗憾的一件事，那
就是过年没能和家人吃上一个
团圆饭。

每年从除夕到正月十六，

路上的鞭炮纸屑就扫不完。年
初一天不亮，我们要提前起来
开始第一遍普扫。春节那几天，
虽然大伙儿每天都累得腰痛，
却总有一种扫不尽的感觉，一
天撒落的鞭炮纸屑，一个路段
至少也能装满两大车。

18年了，每年的春节都是
由家里人置办，孩子们过完春

节也就各自回家，这些年来也
没能跟家人吃上一个团圆饭。
年初一是走亲访友的日子，对
我们环卫工人来说，好多年都
没有这种过年的感觉了。

过年时听着大街小巷传来
的鞭炮声，家家充满着欢声笑语，
我们在路上清扫也能感觉到浓浓
的年味儿。过年放个鞭炮也是人

之常情，我们也能理解。
今年，济宁市实施限放管

理，除了除夕至正月初一全天
可燃放外，初二至十五每天七
点以后才可以燃放，时间限定
了，燃放量相信也会有所减少，
我们的工作也会轻松一些。当
然，今年的春节我们也将和以
往一样，保持好道路的整洁。

丁雅莉（江苏泗阳）

2015年，我28岁了，不折不
扣的迈入了大龄剩女的行列。
自从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杭州
萧山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爸妈
也在萧山一家工厂打工。在这
里我们无房无车，过着清贫却
也有滋有味。

老家的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走后，过年回家的机会和想
法也越来越淡了，有时不是不

想回家，而是面对老家空无一
人的房子，家前屋后的荒凉，想
念爷爷奶奶的情绪就会一涌而
来，渐渐明白有些事情不愿意
去做只是在逃避一部分情感。

小时候我应该算是一个
农村留守儿童吧，父母在我小
学时候出去打工，爷爷奶奶照
顾一切生活起居。爷爷是工人
有些退休金，但还是很典型的
农村老人，爱劳动，闲不住。他
是2009年10月份走的，那个时

候我刚到南京读书，很突然。
以至于我不愿意回家，因为这
样就可以告诉自己爷爷一直
在家里，没有离开我。

从2009年开始我便每年都
到杭州父母身边过年，现在想
想这是我最最遗憾的事情，我
们总是在可以陪伴的岁月里面
少了陪伴，而在失去的时候感
到遗憾后悔。每年过年给奶奶
打电话，她就会絮絮叨叨地说：
今年在大妈家吃的年夜饭；今

年在二妈家吃的年夜饭，你们
在外面好好的就行，我不去你
们那里过年；年纪大了坐车不
方便，家里没有人看家不行的；
对面你三奶奶给你介绍对象你
什么时候回家来看看；还是找
个老家人靠谱的，女孩子也不
要走得太远，不然我以后都去
不了你家看看的……

写给家里有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的大孩子们，别给自己
留下遗憾，回家过年。

关于春运的印象，在很多人
的脑海中是拥挤的站台，是晚点的
列车，是怎么都打不通的订票电
话。春运，除却一幕幕拥挤的画面，
更是与家慢慢靠近的心灵之旅。作
为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春运的喜
怒哀乐也只有自己知晓。千转百折
回家路，一年只为这一“回”。

在漫漫春运回家路上，小小
一张车票却聚焦着社会热点，也
会发生很多或艰辛、或感动、或快
乐、或愤慨的旅途故事。

在回家过年的路上，你有过
怎样的经历，欢迎说出来和我们
一起分享。 本报记者 任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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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看法

夫妻俩6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

这这个个春春节节
在在你你身身边边

1188年年，，每每年年过过年年都都在在马马路路上上
今年济宁限放鞭炮，清扫工作会轻松些了

别别留留““子子欲欲养养而而亲亲不不待待””的的遗遗憾憾

春运回家路

说出你的旅途故事

见到孩子，妻子卢维有些激动，忍不住哭起来。

因为爸妈在北京就是建设地铁，给孩子带的
礼物也是一辆地铁玩具，孩子特别喜欢。

6年没能回家过年，这次回来全家人都很高
兴，难得吃上一次团圆饭。

夫妻俩回家，全家人都忙着做一顿丰盛的欢迎宴。

家的引力
春节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在浓厚的返乡氛围中，成千上万的人行进在回家过年的路

上,但有一些人却选择了留守。他们无法回家过年，或是要在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或是
受困于种种条件限制……不管怎样，他们心中还有对家乡的炽热情感，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向往，对新的一年的热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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