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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职工夫妻的春运时间

最最长长的的陪陪伴伴是是监监控控里里““见见面面””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你”是对讲机中的声音
“我”是监控中的身影

1999年，张国强和于莉一
起来到聊城站，那时的他们还
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小姑娘，
如今，他们已在铁路工作18年，
当年的小伙儿已因为工作业绩
突出，从最初的客运员升为现
在的客运值班员，当年的小姑
娘也连年受到表彰。从同学、同
事再到夫妻，熟悉得不能再熟
悉的两人，在工作中也形成了
难得的默契。

“请广播室及时更改信息”
“张值班，张值班，车已报开，请
防护好”“收到，收到”……因为
工作的需要，日常中他们通过
车站的对讲机这样交流。于莉
说，有时候值班员提前得知火
车晚点的信息，看到大屏幕上
的发车时间还没有更改，就会

很及时提醒她。“这很重要，因
为有很多列车总共就在聊城站
停靠三五分钟，如果不更改，大
屏幕上就不再显示这趟列车，
旅客看不到信息，以为列车开
走了，造成很大的麻烦。”于莉
说，有时候雾霾天，丈夫护送旅
客上列车，她在监控视频中看
到丈夫不在站台上，而下一班
列车很快进站，她也会在对讲
中提醒。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很
多人会这样问，“谁对就听谁
的！”每次于莉这样脱口而出
都会大笑，但是仔细听她说，
这也是多年同事岗位联动形
成的习惯。“也会批评我，嫌我
粗心。”于莉说，工作十多年，
俩人通过对讲说的都是工作
的事儿，只有一次，因为上班
匆忙，她忘了家里打水的太阳
能是否关了，家里没人，担心
发生危险，就趁着工作间隙在
对讲中问丈夫：“家里太阳能
关没，强？”丈夫听到回复：“关

了，莉。”这才放了心。

送走无数回“家”旅客
自家“团圆年”盼多年

两人2004年结婚，有个聪
明可爱的女儿，今年9岁，说起
女儿，俩人忍不住红了眼眶。张
国强说，女儿一直想和她的同
学一样，放了假和爸爸妈妈出
去玩，虽然是铁路职工，更熟悉
火车，但因为工作忙，他们从未
能带女儿出去一次。

2016年暑假，为了弥补对
女儿的愧疚，应她的要求，给她
买了一个拉杆箱，女儿就把自
己的玩具娃娃放到箱子里，拉
着在房间走来走去，假装是出
去玩了……

于莉揉了揉发红的眼圈
说，和别的孩子相比，女儿更加
懂事。妈妈在广播室工作，爸爸
在站台走来走去，她也会“调
侃”两人，她对妈妈说，你看你
多轻松，一直坐着，爸爸一直

走，多累，你对他好点。也会对
妈妈说，你每天都在“监视”着
你老公。

其实，广播室的工作并不
轻松，一天下来，要在电脑前
坐上十多个小时，吃饭时间还
要盯住监控不放松，发现情况
及时提醒。因为坐的时间过
长，于莉的颈椎、腰椎都疼得
不行，下了班就想走走，可丈
夫每天在班上就走了数十公
里，到家就累得走不动了。“现
在女儿陪我去走。”于莉说，天
气变化的时候，女儿还会提醒
爸爸多穿衣服。

张国强说，女儿出生至今，
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爷爷奶

奶，两位老人都年近七旬，现在
还经常开着车拉着孙女去这去
那。“没办法，我们实在管不
了。”于莉说，对她和丈夫来说，
很多时候，家就是休息的地方，
回到家，都是老人在忙活，俩人
从未给他们做过一次饭，也是
他们对老人深深的亏欠。工作
至今，张国强上了1000多个夜
班，全家已经有十几年没赶到
一起过年，几乎每年的“团圆”
就是两位老人催着他们吃碗饺
子，而女儿在日历本上画着

“白”“夜”“休”“休”，计算着他
们能否一起过年，每年的除夕
夜，他们都在羡慕中送走每位
回“家”的旅客。

本报记者 林媛媛 王倩

排队仨小时
只为买几根香肠

21日一大早，记者在位于济
南市新菜市街上的净香园熟肉
总店门前看到，尽管气温较低，
但店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足足
有近百人。根据记者几天以来观
察到的情况，眼前这种排队的状
态从进入腊月以后就开始了，而

随着春节临近，排队的人越来越
多，队伍也越排越长。

净香园熟肉老店是一家专
门出售熟肉的店铺，以香肠、红
肠、猪头肉等熟肉制品为主，而
这家店铺也因为口味独特被评
为山东风味名吃。一名排队的
市民告诉记者，店铺要早上8点
钟左右开门，而为了能够早点
买上香肠，他早晨7点钟就到这
里来排队，即便如此，前面已经
有了十多个人。上午9点钟，一
名排在队伍较后位置的居民有

些泄气地说，就像这个队伍长
度，排到他买香肠怎么也要等
到12点钟。

净香园品牌总负责人张雅
娟也告诉记者，为了保证货源，
工厂里的工人已经连续几天都
是白天黑夜持续加工的状态，
但还是有点供不应求。“至于销
售数量，我们现在忙得都没有
时间统计，所有人都在加班。”
张雅娟说。

同样作为济南名吃的荣氏
栗子在春节前的销售情况也可

以用火爆来形容，“刚进入腊
月，就有不少人来订购干果礼
盒，几盒十几盒地往车上装。”
一名住在附近的市民介绍。在
店内，记者看到很多市民都是
几袋几袋地购买，瓜子、花生、
开心果等干果最为受宠，而由
于选购的人太多，一些干果出
现了断货的情况，“现在送货都
不那么及时，就像话梅味的西
瓜子，今天已经卖了三大麻袋，
现在店里也没货了，只能再等
等。”销售员边说边忙着补货。

从小吃到大
这就是过年的味

“每年过年我都得买净
香园，差了这个我觉得这年
过得不完整。”20日中午，在
净香园总店排队的济南市民
李向光告诉记者，打小父亲
就爱给他买净香园香肠吃，
而且必须得是肥肉香肠。“可
以说是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但是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
好，平时也就是买个三五根
解解馋，过年的时候买两三
斤，年夜饭吃一顿，年后亲戚
来做客吃一顿，也就差不多
了，根本不能放开随便吃。”

在排了一个多小时队之后，
李向光一口气买了12斤香肠，分
成三大包，爸妈家一包，岳父母
家一包，自己留一包。“现在条件
好了，天天吃也吃得起，可是年
夜饭桌上还是必须得摆上一盘，
这样才是过年呢。”

排队的人群中还有不少老
人。“孩子在外地，年三十才能回
来，我提前来买好，多买点，过年

吃点，孩子走的时候带点。”一位
妈妈告诉记者，儿子在南方工
作，吃不惯南方的香肠，就喜欢
吃济南的香肠，平时也常买了给
孩子寄过去。“每年的年夜饭都
是儿子提前定好菜单，我去买材
料，香肠是必点的。”

购物去老字号
找回以前的记忆

年夜饭作为一年中最重要
的一顿饭，大部分家庭都会准
备得比较隆重。“对于咱们中国
人来说，年夜饭吃的不仅仅是
一顿饭，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意
味、一种文化。”山东民俗学会
常务理事李浩在谈到春节吃什
么的时候说，现在过节大家吃
的不再是食物本身，更多的是
一种想象。

在物质水平不发达的岁
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食
物种类少，品质低，尤其是鸡鸭
鱼肉比较稀罕，所以很多人对
过年的期盼之一就是吃好的。

“但现在日常生活水平提高了，
平时想吃什么都吃得到，所以
过年吃饭更重要的是一种感
觉。”李浩说，就像很多人过年
排队买老字号食品，其实更多
的是想重拾以前过年的回忆，
这种回忆就是年味。

“以前最有年味的就是放
鞭炮，可现在随着大家环保意
识的增强，放鞭炮的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就要通过其他的方面
来寻找年味。”李浩认为，春节
的各种传统和娱乐方式也在改
变，可是大家对团圆、幸福的期
望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的年

齐鲁融媒 新春走基层

他们是昔日的同学，现在的同事、夫妻，同是聊城火车站的
铁路职工，在同一个班组，丈夫张国强是客运值班员，妻子于莉
在车站广播室，但两人最长的陪伴却是监控视频中的“见面”，和
家人一起团圆过年的愿望他们已经奢望了十多年。

排排队队仨仨小小时时买买年年货货，，只只为为找找回回老老年年味味
春节临近，不少人已经开始忙年，年味也越来越浓。在济南，有很多老济南人也

开始排队买年货，在一些风味名吃店铺前，很多人甚至要排队几个小时才能买上心
仪的熟肉制品，对于他们来说，过往春节的回忆远远大于食物本身。

排队买香肠的人得有上百米长。本报记者 王倩 摄

在聊城火车站广播室的于莉通过监控，看到做客运值班员的丈夫张

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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