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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户小村拥50多辆车

““俺俺村村都都能能办办车车展展啦啦””

刚过完小年，安丘市凌河镇张家庄子村
的李本胜就开始琢磨起停车位的问题。60岁
的李本胜有三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2015
年，老大换了一辆新车，老三也添了一辆，老
李提前把门外的空地彻彻底底清扫了一遍。
除夕当天，看着两辆崭新的汽车停在家门口，
老李甭提有多高兴了。

在张家庄子村，像老李一样为孩子准备
停车位的老人不在少数。村民李东升的儿子
李磊2015年新买了一辆帝豪，李东升专门把
自家门前的一块场地修整一番，拉来砂石将
地面填平。村民闫修果则把儿子开回家的凯
迪拉克用纱网圈了个圈，停放在家门前。

在这个小山村，一百多户村民已有小
汽车50多辆。如果赶上出嫁的闺女回娘家，
张家庄子村停的车能有七八十辆。奥迪
Q7、凯迪拉克、克莱斯勒、丰田凯美瑞、途
观、本田CRV、雅阁、奥德赛……长辈们看
着新鲜，小辈们开起玩笑，“咱村也可以办
个车展了！”

不只张家庄子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汽车在农村早已不是奢侈品。53岁的王兴
民家住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唐北村，去年趁着
孩子结婚，也买了一辆十多万的车。“30年前
是骑着自行车带着媳妇回娘家，10年前是骑
着摩托三轮走亲戚，如今咱也开上小轿车
了！”王兴民笑着说。

除了小轿车，农村妇女也用上了微信。大
年初一，53岁的王娟在村里走了一圈后，回家
拿起微信拜年。因为眼花，她不得不戴上老花
镜。

“村里建了个微信群，大小事都是通过微
信通知的，以前不会用，现在觉得比短信好用
多了。”王娟说，以前用手机短信拜年，还得一
个个打字，现在对着手机说话就行，不用再使

“一指禅”了。稍显不便的是，因为手机没包流
量，她需要到邻居家蹭无线网。

本报记者 李涛 孙国祥
王世腾 摄影报道

▲安丘市凌河镇张家庄子村的李
存才一家都在城里生活，今年春节回
村，一家人开回来三辆车。

大年初一，唐北村村民王娟戴上
老花镜用微信拜年。

今年7岁的李子衿不常回老家，春
节回去对家里的大黄牛提起了兴致。

大年初二，在乳山市夏村镇石村，往日冷清的街道停满了车。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大年初一一早，53

岁的王兴民扫去车轮上的
泥巴准备开车去拜年。车
刚买不到一年，老王非常
爱惜。

按照老年俗，张家
庄子村村民李东华在自家
的汽车前焚了纸钱，祈求
出行平安。

如今家家宽裕，不再只为生活奔波，张家庄子村的李姓族人春节聚在一起研究起家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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