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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吃团圆饭、守岁、走亲戚串门，是这个节日里约定俗成的民族传统。春节的
济南，因大量市民离开返乡过节，这里被形容成一座“空城”。实际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回家团聚，他们远离家
乡，以一名新济南人的身份留守济南。当回家不再属于这个节日，当过年有了一种新的期待，他们，每个人的
春节也就有了新的故事。

新市民家庭的留守春节

我我是是四四分分之之三三济济南南人人

春节都守在锅炉旁

就在春节前，身边的朋友、同学
都已经归心似箭，提早收拾回家行
囊的时候，我的平淡反而有点不太
正常。没错，今年春节仍然不能回老
家，继续留守在济南过年。而这，已
经是我在济南度过的第11个春节。

我是济南热力有限公司小鸭热
源厂的一名职工，目前在这个岗位
上也已经11年时间，这11年来的春
节，我就是陪伴在热源厂的锅炉旁。

2004年，我从山东大学自动化
专业毕业时，就下定决心留在这里。

记得工作后在济南度过的第一
个春节，那时候，宿舍里有十多个
人，我们在一块做饭，吃年夜饭，唯
独缺了团圆时总少不了的饺子。但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想家或者是难受
的感觉，反而觉得这样的生活也还
算洒脱，这样过年也很好。后来成家
之后，自己慢慢长大，想家的情绪越
来越明显，越到春节越想念爸妈。

父母从老家来济南过年

以前在老家过年，只要进了腊
月二十，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忙，我们
老家人都会在过年前煮肉皮冻，不
管是猪肉皮、鸡肉等，每家都煮满满
一大锅。

不管大人、孩子，都忙活起来
了，民间还有歌谣，就唱到“小孩小
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而想想我这些年来的春节，离
着这些记忆越来越远。单身跟同事
在一块吃饭，不是炒几个菜就是吃
顿火锅。成家之后，我们也就是聚在
一起吃饭，不会很忙活。

就拿“三十晚上闹一宿”的民俗

来说，在我们老家，是要吃两顿饺子
的，一顿饺子会有像糖、糕、栗子等
的八种馅，有的甚至还会在饺子里
包上硬币，看谁运气最好能吃到。另
外一顿水饺就是过了除夕晚上的零
点，各家赶着煮水饺、放鞭炮。吃过
水饺之后，本家的人会在同辈人中
相对年长的人的带领下，去给长辈
磕头拜年。

确实，这些真是存在我的记忆
里了，现在的年三十晚上，孩子仍然
像往常一样的时间睡觉，正月初一
也没有亲戚串门，过年的感觉似乎
没有那么浓。好在，今年父母都从老
家来到济南过年，腊月二十八，母亲
就忙着蒸胶东人过年特有的大饽
饽，各种图案的大饽饽代表了不同
的意义，我也兴奋地在年二十九下
班后贴起了对联，3岁的女儿似乎也
感觉到了过节的气氛，这几天高兴
得很。

我是四分之三济南人

其实，我们平时开玩笑，我都说
自己属于四分之三的济南人了，如
果从上学就开始算，我在济南呆了
十五六年了，当时户口也跟着迁到
济南，后来工作后（户口）落在了单
位。媳妇是济南人，孩子的户口也在
济南，我们一家肯定是要呆在济南
生活了。

春节假期结束了，很多人可能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就不需要了。
在济南这么多年，如果说到我对未
来生活的期待和愿望，家人健康幸
福自然是第一位的。我也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能让济南的蓝天更蓝，
因为我们这些年来使用脱硫除尘措
施，希望能为济南的蓝天做出自己
的贡献，济南建设得越来越好。

年三十到初六

每天都在上班

很多人可能盼着过年，可
以回家团聚，可以放长假，可
以参加同学聚会……但是这
些现在似乎离我是那么的遥
远，仔细数数，从大年三十到，
我每天都在上班，日复一日还
是那些工作。

先说说大年三十，我还是上
白班，一大早吃过饭之后骑电动
车出门，路上没有平时那么拥堵
了，道路也变得异常宽敞，我才
意识到那天是大年三十。我单位
在经二纬六附近，而我们现在住
在段店立交桥周边，这不到10公
里的路程，我每天都是这么骑电
动车往返。

本 来 大 年 三 十 下 午 3 点
钟，我就能下班了，但是着急
回 家 的 同 事 ，找 不 到 换 班 的
人，我就给同事替了3个小时
的 班 。反 正 我 是 不 能 回 老 家
了，倒不如让别人早走一会，
早回去跟家人团聚。晚上6点
钟，我走出大楼时，绚丽的霓
虹灯已经亮起来，马路上像我
一样匆匆赶路的人少之又少，
断断续续传来的鞭炮声陪伴
我这一路。春节，这就是了。

我在移动客服二中心负责
青岛、滨州两地移动客户10086
电话的接听工作，从大年三十
到正月初六，我都没有休息。
大家也可能是都忙着过年，电
话量比平时要少一些，但很多
人会在出门之前拨打10086电
话咨询一些事情，这时候，我感
觉自己的加班和坚守是值得的。

成为真正的济南人

把父母接到身边

以前在老家时，大年三十一
早，一家人就开始忙活着打扫卫
生，全家人分工明确，有人打扫
院子，有人贴春联，有人忙着做
饭，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是雷打不
动的。那时候还要守岁，一定要
等到大年初一零点之后才能睡
觉，现在是做不到了，尤其是我
的儿子现在才6个月大，今年年
三十晚上不到九点，我们就睡
了，窗外的喧闹和鞭炮仿佛与我
们无关。

大年初一，村子里的路上都
是出门拜年的人，大家在路上碰
到互相说着“过年好”，仍然要到
家里去拜年。每家的桌子上都会
摆上糖果、瓜子、花生、水果等，
嘴馋的小孩总能说出哪家的糖
果最好吃，哪家摆的是西瓜子。

而说说我今年的春节，仍是
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看孩
子”，雷打不动。反而是春节期间
的鞭炮会让孩子和我感觉到有
些不自在。

从2010年2月份，我确定在
移动客服二中心工作开始，到现
在也已经5年多时间了。这5年
来，丈夫在济南工作，儿子也在
济南出生，济南已然成为了我们
一家人共有的故乡。

说来，也觉得可惜，我们一
家人现在济南也还没有一套属
于自己的房子，我们都在努力奋
斗，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搬进
属于自己的新房子里，成为真正
的济南人，把父母接到济南，大
家团聚在新房子里过年。

记者手记 此此心心安安处处是是吾吾乡乡

本报记者 王倩

春节，北京、上海等城市成为
空城，济南也似乎没有避免，从大
年三十开始，济南的道路通畅了很
多，留守小区过年的家庭却很少。
正月初一，按照民俗传统，要串门
拜年，记者开车绕济南城区转了一
圈发现，虽然车辆没有平时那么
多，但是路上匆匆赶路的路人也不
少，超市里购物的人更不在少数。

他们中，不乏老济南人，但更多的
是留守泉城的新济南人。

记者身边的例子就数不胜数，
济南热力甸柳换热站站长张圣猛
在换热站上整整工作了25年，每年
春节，他总是会主动要求在换热站
上值守大年三十，25年从未间断；
在济南一家小区当保安的小张，就
在大家吃年夜饭时，他都会拿着手
电在小区楼道里多巡逻几圈；来自
济宁的刘先生夫妇，在济南贩卖蔬

菜6年，为了春节期间继续供应蔬
菜，他们已经6年没回过老家……
相信你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也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留守济南过年
的大家才能在温暖的家里看春节
联欢晚会。

说到家乡，济南之前似乎跟他
们没有半点关系，但现在，他们用
自己的努力和坚守，在济南这座城
市留下他们的烙印。而他们的第二
代人，身份证也以3701的开头彰显

了与上一辈人的不同。他们将在济
南长大，济南的年，便是他们日后
回家要过的年。

此心安处是吾乡。老济南人也
好，新济南人也罢，济南到底是一
个符号。故乡是一个刻入骨髓的印
记，但只要有亲人在身边，便会有
最好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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