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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年年趣趣事事多多
累累并并快快乐乐着着

临近春节，置办年货成了大家的头等大事。有的人从一进腊月就开始准备，
有的人腊月廿九才开始置办年货；父母翘首等待儿女归来，有的人初为父母经
验不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自己的忙年趣事，对于大家来说，忙年就
是个累并快乐的活儿。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谈到过年，杨继华和高建
平夫妇就笑得合不拢嘴。两
老口笑着说：“这周女儿从上
海回来，下周儿子和孙女回
来 ，儿 女 都 回 家 能 不 高 兴
嘛。”儿女齐回家，老两口置
办年货的动力就足了，刚进
腊月就开始着手准备，水果、
蔬菜、肉样样齐全，这个腊月
老两口挺忙，用他们的话说

“每天都有事”。
2月9日上午9点左右，杨

继华和高建平老两口来到了
老 汽 车 站 楼 下 的 便 民 肉 菜
店，他们的任务是买猪蹄和
排骨。高建平从进了门开始
就一直盯着猪蹄瞧，看看这
个看看那个，不知道买哪个

好。老板娘张晶说：“每一个
都很好，放心拿就行。”高建
平听后笑着说：“买年货，可

得仔细些，好好挑，我儿子最
爱吃猪蹄了，回家就煮好卤
起来。”

高建平谈道，她从进了腊
月就开始准备年货。离开便民
肉菜店的时候，杨继华想起了
要买棵白菜，于是又回屋拿了
棵白菜，他说：“吃来吃去还是
白菜馅的水饺好吃，今年孩子
们都回来了，人多就多包点，面
粉早就买回家了。”

在夫妻俩的眼中“买年货
没有全的时候”，所以两人每天
出来买点，今天买点肉，明天买
点菜，后天就捎点瓜子回家，慢
慢攒着年货等着孩子回家。高
建平说：“家里的床单被罩早就
换洗好了，就等孩子们回家了，
被子隔几天晒一回，都不知道
晒了多少回了。”

儿女回家，提前一个月置办年货

小摊贩置办年货“有一手”,速战速决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慧

与杨继华和高建平夫妻相
比，小摊贩周文霞就没有那么多
时间放在置办年货上。临近春
节，她的煎饼果子摊位上客流量
不减反增，很多来县城置办年货
的人都会去她摊上买个煎饼果
子吃。她笑称：“这样的黄金时
刻，我还真没空去置办年货。”置
办年货，她也有自己的独家秘
诀：“速战速决，一天搞定”。

记者来到银桥市场的北门
路口处，看见周文霞正在为顾
客摊着煎饼果子，不时跟顾客
闲谈几句，有顾客问“你买年货
了没？”她回答：“到目前为止，
我家里的年货还基本没买，
不过单子都列好了，准备年
二十九那天去买。”越到年前
越忙，周文霞的年货置办通
常都比较晚，她将要买的东
西都记下来了，到时候拿着单
子购买就行。

周文霞豁达地说：“过年要
用的东西也不多，现在过年啥
都不缺，基本上一天就能买全
了，不着急。”据周文霞介绍，由
于今年儿子期末考试考得比较
好，要给儿子买身新衣服作为

鼓励。目前只买了鞋子，想着等
腊月二十九的时候再去给孩子
买衣服，“到那个时候，服装店
也没啥顾客了，商家也都想赶
着回家过年了，所以价格也就
会比平时便宜一些。”

娶俩媳妇添俩娃，今年过年格外忙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今年过年置办年货，被李
宁一家称为“幸福的烦恼”。兄
弟二人分别在2014年3月份和4
月份结婚，今年1月份纷纷升级
为“奶爸”。一年内，一家娶俩媳
妇添俩娃，置办起年货来要比
往年多一倍，还新添了不少婴
儿用品。

李宁兄弟二人的孩子前
后差了三天，他们一家人要
照顾两个孩子和产妇。父亲
赶集卖鞋，母亲身体不好，置
办年货和照顾产妇孩子的任

务就落到了兄弟二人头
上。李宁说：“平时都是
我父亲买，乍一说我还真

不知道买啥。”
2月10日一大早，李宁就骑

着电动车赶集置办年货去了。
来到集市上，他说：“我今天的
首要任务是买排骨和藕，得多
买点排骨，给我媳妇和弟媳炖
点汤。”买了20斤排骨后，他就
转战卖藕的摊位。

看着大小不一的藕，李宁
又发愁了，到底哪种适合炸藕
合？卖藕的摊主说：“要想炸藕
合，你就买点大的光滑的，直溜
的。”李宁在摊主的帮助下买
了10斤藕。将东西放在车上，
一看表过了一个多小时，他
感慨地说：“置办年货真是麻
烦，之前我们家过年我爸就随
便买点，现在新添了四口人，就
更麻烦了。”

李宁说：“剩下的等我爸散

集再买吧，过年看媳妇和孩子
的人多，烟酒糖茶都得多买
点。”在他眼中，买婴儿用品比
买这些年货难多了。

“三年没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邢敏

春节临近，大城市里越来越
多的务工人员开始陆续回家。忙
碌奔波了一整年，本是与家人团
聚幸福之时。而在北京打工的郭
女士却选择了今年不回家。

“很多人都订了年夜饭，我
在这打工挺忙的。春节期间还能
领双份工资。今年过节就不回去
了，过了年再请个假回家看看孩
子的爷爷奶奶。”40多岁的郭女
士说，早在2005年下岗后，为了
还房贷，他们就来北京寻找挣钱
发展的机会，这些年来他们一家
三口一直在北京打工。“我已经3
年没和家人一起过了。年夜饭就
会在店里吃。店长会准备年夜饭
招呼大家一起吃，最重要的是新
年不回家能挣双份工资。”郭女
士说，她在北京的一家火锅店打
工，在后厨干着帮厨的工作，每
到春节的时候，还是很思念家乡
的亲人。

郭女士兄弟姐妹四人，今年
不回家的她想起还有自己的兄
弟姐妹陪在身边还算有些许安
慰。她说：“我打算初六七再回家
看看老母亲和老父亲。父亲一直
身体不好，没在身边尽孝是我不
孝啊。”

谈及新年愿望，她说：“我们
买了房子，房贷要还15年。新的
一年，希望房贷早点还完。这样
我们就不用在北京这样拼命挣
钱了，每逢过年，我们也能回家
吃个团圆饭。”

“看着大家都买年货，我越想家”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飒特

今年是20岁的李娟（化名）第
一次不能回家过年。来自河北的
她现在在商河一家酒店做服务
员，由于酒店有年夜饭业务，他们
很多人今年都不能回家过年了。
记者在李娟的口中了解到，她高
中没毕业就出来工作了，没来山
东以前，她在街边卖过手机卡，在
夜市摆过摊。后来通过朋友来到
商河打工。她说：“以前还没啥，现
在看着大家都买年货，订年夜饭，
我也越来越想家了，没办法，酒店
不放假，只能等过了年再说了。”

早在一个月之前，李娟就买
好了回家的礼物，她给妈妈买了
一件孙集老粗布的被单，给爸爸
买了一件羽绒服。她说：“过年的
时候，我和同事们会在一起吃饭，
我也不用准备啥年货，临回家前
买点火烧给父母带回去。”没等说
完，李娟就被同事们叫进去包饺
子了。她说：“我们今天提前包点
饺子吃，估计年三十得忙到很晚，
酒店里统一提供饺子，就不用自
己包了。”

节节近近情情更更怯怯
我我也也想想回回家家

当很多人在忙着置办年货时，也有不少人因为种种
原因不能回家。临近春节，他们越来越想家，默默准备好
回家的礼物，在心里一遍遍默念：其实我也想回家。

李娟在厨房里和饺子馅。

杨继华和高建平夫妇在
买年货。

正在摊煎饼果子的周文霞。

新晋奶爸李宁忙得不
亦乐乎。

在北京打工的郭女士今年又
不能回家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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