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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路路不不堵堵了了，，热热乎乎早早点点难难买买了了
留城过年便与不便的纠结

当大量外地人集中返乡过年，
让呆在这儿过年的人感受到了交通
的顺畅、出租车的好打、城市的安静、
节奏慢下来的休闲。与此同时，人们
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因为春节而带
来的诸多不便。

年前几天，老婆从网上给我买
了一条牛仔裤，发现不合适，准备找
快递邮回，结果联系了几家快递公
司，均被告知不再发货了。

腊月二十八，我带着朋友送
的一幅字去英雄山文化市场准备
裱起来，结果从东头走到西头，偌
大的市场竟然没有一家店接活。店
主给的理由是，马上要过年了，工人
都放假了，想裱字得等到年后。

腊月二十七，一位菜贩拉了
一车菜进小区，短时间内就被居
民抢购一空。社区里的菜店因为
大都是外地人经营，春节前几天
不少就关门了。在家门口吃不到
便宜的新鲜菜了，去超市又不太

方便，很多老人无奈只好提前囤
菜。

除夕前两天，我去离家最近的
燕山银座超市买年货，结果发现社
区菜店关门后，周围的居民都挤到
了这里，超市门口一辆闲置的购物
车也没有。突然有人推着车子走出
来，好几个人一拥而上……

节前，母亲从附近馒头店买了
20多个馒头，发现果然买对了。因为
春节期间，小区周边的馒头店、早摊
点全部歇业。过完年这几天，早餐想
吃刚出锅的馒头、包子和油条，一个
卖的也没有。送水工也歇了，饮水机
上的水桶也已空了好几天，想喝水
只得自个儿烧了……

“年”总是过得很快，省城顺畅
的交通没能维持几天。从大年初四
开始，街上的车辆明显多了。火车
站、汽车站人头攒动，“年”过去了，
人们又将踏上征程，生活又将恢复
正常……

大部分人返乡，但留守济南
过春节的也有不少，比如济南西
藏中学的学生。为了让这些孩子
在异乡感受春节的温暖，除夕夜，
他们都被接到汉族同学家里吃年
夜饭，过大年。

下午五点，母亲包好了水饺，就
等我回来。菜炒好上桌，一家六口人
开始吃年夜饭。

就着浓浓的亲情，喝下几杯酒，
心里已经热乎乎的。虽未在故乡，但
有父母在身边，年味依然浓烈。

记得以前在老家过年时，吃完
年夜饭，就立马到院子里放一挂鞭
炮。我踩着凳子站到高处，用长长的
竹竿将鞭炮挑起，父亲点着一支烟，
猛吸一口，点燃引信……

如今在济南的楼房里过年，再
加上频繁的雾霾天气，已经没了放

鞭炮的心思。
“今年放鞭炮的少了啊。”父亲

说。“是啊。”我附和道，其实不仅放
鞭炮的少了，年前街上卖鞭炮的也
比往年少了。记得2011年春节，因为
女儿刚出生没几个月，我们留在济
南过年，大年三十晚上，窗外的鞭炮
声不绝于耳，女儿吓得一个劲地哭，
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觉。

而今年的除夕，直到下午5点
半时，窗外才传来零零星星的鞭
炮声。到了晚上8点半，除了远处
稀疏的鞭炮声，近处的已经偃旗
息鼓。我家所在的燕子山小区东
区，基本没有在楼下广场上放烟
花爆竹的。不过随着央视春晚新
年钟声的敲响，鞭炮声逐渐密集
起来，形成一波燃放高潮，但也仅
仅持续了约十几分钟。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人没回老家，选择留守济南过年。平日里在这个城市工作，习
惯了拥堵的交通、嘈杂的人群、快节奏的生活，当大量外地人返乡过年，这座城市一下
子安静下来，街上的车少了，交通顺畅了。而与此同时，当城市变“空”以后，快递员歇工
了，社区菜店关门了，送水工也放假了，想吃个馒头、油条都成难题了……

本报记者 李飞

除夕上午，我和弟弟忙着贴春
联、打扫卫生，母亲和馅子、包水饺，
老婆陪着女儿玩耍，父亲在静静地
休息。一家人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城
市，其乐融融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父亲前不久得了一场重病，
从老家来济南住院治疗，身体至
今未完全康复，因此这个春节，我
们决定不再返回老家。其实，无论
在哪里过年，只要是和父母在一
起，就是家。当我和弟弟在屋内屋
外贴好春联后，年的气息一下子
就扑面而来。

吃完午饭，我赶往济南西藏中学
采访。街上的车辆明显少了许多，和
平路、山大路、文化东路、经十路，甚

至舜耕路那叫一个通畅，马路仿佛宽
敞了许多。公交站牌处等车的人寥寥
无几，公交车上乘客稀稀落落。

从和平路燕子山小区到玉函路
济南西藏中学，这一段路程约10公
里，平时乘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
而除夕这天只用了半个小时。没有
了平日里车内车外的拥堵，乘坐公
交车出行的感觉，那是相当舒服。

济南的交通拥堵问题仿佛不再
是问题。济南市民小潘春节期间的
QQ签名改成了：安静地看泉城从喧
哗到空荡。“在济南，马路上唯一不
堵车的时间就是春节这几天，还是
清静点好啊。舒服。”一名网友在新
浪微博上写道。

尽管这个春节，鞭炮声小了。但
从大年初一开始，济南还是再现大
雾袭城，一直到初三，连续三天雾霾
不散，空气严重污染，使得这座空荡
的城市愈发安静。

记得在老家过年时，不管除夕
夜睡得多晚，大年初一都要起个大
早。吃下新年的第一个水饺，小孩儿
在大人的带领下，挨家挨户去拜年，
遇到长辈，就要磕头。而在城市里过
年，串门磕头拜年的礼节都免了。

出门转转吧：小区里静悄悄的，
平日喧闹的社区公园也显得颇为冷
清；文化东路上空荡荡的，车辆稀
少，公交站牌处基本没人；游荡的出
租车也大都亮着空车灯。

人都去哪儿了？
带着女儿去看电影《爸爸去哪

儿》才知道答案。新世纪电影城燕山
店里，前来看电影的人摩肩接踵。买
电影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并列三排，
那叫一个火爆。原来大家都挤到电
影院里来了。

当天，多部新影片首映，尤其是
《爸爸去哪儿》备受欢迎，观影的大
都是全家总动员。我从下午1点开始
排队购票，20分钟后才拿到。还有不
少人排了半天队，愣是没买着。“人
太多了。”现场不少人都感叹。

同样火爆的情形还有新华书店。
当城市变空，不关门的地方成了大家
不约而同选择的好去处。

道路通畅了，这feel倍儿爽

店铺关门，吃顿热早点都难

鞭炮声比老家少，耳朵挺清静

初一至初三，雾霾连袭城

大年三十下午的经十路，车辆稀少。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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