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相隔仅三天，对一些身在异乡的人来说，意味着中秋回家团圆可以不必像往年那样纠结,今年的国庆节就是一个
与家人团圆的节日。本报今天推出特别策划———“一家人的国庆”，讲述那些在国庆节与家人团圆的故事。

编者按：

10月1日，李好（化名）的丈夫小涛
(化名)驾驶私家车带着她和1岁的女
儿从青岛回到了博山池上镇的老家-

大马石村。在回家前，她在堂妹李冰
建立的微信群中报告了行程，同在青
岛工作的弟弟李辰(化名）便在群里和
兄弟姐妹们起哄，一群人要来个乡村
夜晚烧烤，食品自带，不见不散。

经过接近3个小时的车程，他们
终于回到了老家。“我们家的情况比
较特殊，堂亲表亲大部分都在一个村
子里，以前每次过节都是一大家子一
起聚，这次回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李好姐弟和父母们都觉得今年的国
庆节反而过的像个中秋节。

大马石村村旁的“枫山”前是聚
会的地点。初秋的季节里，枫山已经
看出红叶的痕迹。李好的三叔准备了
烧烤炉具，李好姐弟、李冰姐弟以及
他们二姑家的表弟都来共襄盛举。4

日晚上，众人准备好鱿鱼、猪肉、丸子
和各种烧烤作料，由李好的丈夫小涛
掌厨，在山前架起了烧烤炉。

吃着小涛烤出的又嫩又香的烤
肉，长辈们和年轻人坐在一起，又说
起当年李好出嫁的情况，“那天家里
很多人都喜极而泣，现在想想很令人
感慨。”坐在一旁的李好一边听着，一
边看看在忙碌的丈夫，露出幸福的微
笑。 本报记者 刘光斌

一起乡村烧烤

重温大家庭记忆

本报10月7日讯(见习记者
张朕宇) 十一黄金周，对于

很多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回
家跟亲人团聚，是难得的机会。

10月1日上午，张霞(化名)

从天津赶回了淄博老家。“在天
津读了三年的研究生，又工作
了两年多了。但是，我最爱的还
是故乡，最惦念的还是家里
人。”为了能在国庆节当天回到
家里，张霞提前20多天就从网
上订购火车票，“这次运气不
错，买到了高铁，不用像过年的
时候，连个硬座也买不到。”张
霞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刚读大
学。“现在妹妹也出去了，父母
心里肯定会空落落的。”于是两
姐妹商量好，这个国庆节一起
回家。

在家的这几天，姐妹俩都
很珍惜，每天的日程都做了规
划。“1日当天，妹妹下午才到
家，晚上全家人吃了一顿丰盛
温馨的晚餐。”2日，全家人一起
爬山，“不光锻炼了身体，一路
边走边唱，还摘了酸枣。”3日全
家去了如月湖湿地公园游玩，

由于父母只休息了三天，
假期剩下的日子姐妹俩在家里
收拾了房间。“以前在家的时
候，还挺不愿意做家务的。离家
远了才知道，能好好收拾一下
父母的房间，也是一种幸福。”

假期过后，两个女儿又要
离家了，父母又在期盼着他们
的下一次团聚。外面的世界再
大，最温暖的还是自己的家。

在外学习工作5年，国庆节就是与家人团圆的重要节日

姐姐妹妹俩俩相相约约国国庆庆回回家家看看父父母母

每每到到国国庆庆节节，，老老人人就就盼盼望望儿儿女女回回家家
本报10月7日讯(见习记者

樊舒瑜) 10月6日，79岁高龄
的王贵华老人坐在沙发上，一
边是正在给她按摩的53岁的女
儿马霞，一边是握着她手的63

岁的儿子马全顺。老人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年轻时候，过节最开心
的就是吃顿饺子。”王贵华说，

现在生活好了，平时吃的和过
年吃的没什么区别。只有全家
人团圆才是她最期望的，大家
围着一张桌子吃顿饭才有过节
的感觉。

每年国庆节前，王贵华就
盼着全家团聚，孩子们都很孝
顺，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他们即
便工作很忙，也都尽量回家看

望老人。“孩子们回来给她买好
吃的，她总是笑眯眯的，可高兴
了，拉着儿孙的手说个不停。”
马全顺说。

又是一年国庆时。马霞说：
“虽然母亲话不多，但我能感受
到母亲盼望儿孙回家团聚的心
情，毕竟团圆和陪伴才是对家
人最好的爱。”

马霞正在为母亲王贵华梳头。 本报见习记者 樊舒瑜 摄

B03抢眼2015年10月8日 星期四 编辑：刘光斌 美编：汪星今 日 淄 博 <<<<


	Y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