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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的故事，故事里的年

看山村摆“车展”
2月7日，腊月二十七，冰雨淅淅沥沥，下

午15时，7个多小时的车程后，记者终于接近

江西上饶的婆家，这个广丰县的富家裕村只

有在过年前后，才略显热闹。

“这就是养育我的村庄，我是从这条路上走

出去的。”开车的老公若有所思地说。“这么多年

了，它一直没有变，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但很快，老公就看到了变化——来村里

的私家车多了。浙江、上海、江苏牌照的私家

车出镜频率最高，大概估计一下，基本上每三

户人家，门口就停了一辆私家车。个别豪车

也开始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露脸”。从事挖

掘机生意的表亲戚直接把价值130万的英菲

尼迪开回了富家裕村，

“路还是那个路，车早已不是当年的车了。”

老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村里

有人结婚，婆家有一辆摩托车已经很拉风了，而

现在，这个不大的村庄里，几乎可以开“车展”了。

走亲戚忙，相亲更忙
这个春节，小范可真是忙得不得闲，

除了走亲戚，最忙的事就是参加各种相

亲，与各色女孩见面聊天。他感慨地说：

“这个春节过得极充实，比上班还要忙还

要累！”

小范在一个大型国企上班，单位里女

孩子很少，他平时工作很忙，也很少有机

会结交女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

友，这可让小范的母亲十分着急。

为了不让母亲生气，小范便接受着各

种相亲安排。从大年初二开始，小范一边

走亲戚，一边参加各场相亲。

大年初二那天，小范跟着母亲一起到

了外婆家走亲戚，刚吃完午饭，便急匆匆

地离席，说是要赶紧参加一场相亲。于

是，表姐便开车载着他和母亲赶去相亲。

见了面之后，感觉这姑娘还不错，但是也

不能仅凭一面之缘就定终身。还是再看

看后面的几个吧，于是他们又去见了另外

两个女孩。大年初三这天，小范一连见了

四个女孩。

对于这样的相亲，小范感到很无奈，

见一次面哪能看出性格脾气合不合适，也

不能光看长相就定下一辈子吧。春节“请新客”，醉里笑谈来年
在淮南市曹庵镇农村里，春节“请新客”

是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

所谓“新客”，即新女婿、新媳妇。就是上

一年刚结婚，第一年过春节到丈母娘、婆婆家。

大年初二晚上，记者家里请了三对“新

客”。席间，新女婿、新媳妇一定要安排坐在

上座。晚上6时，大家各就各位“开搞”。你

一杯，我一杯，酒一直喝到9时多。此时，三

对“小两口”也都放开了，没有了起初的拘束，

大家喝着酒，聊着天，在醉意中谈论着新年

“如何干事、干成事”。

据父辈们介绍，“请新客”在记者家乡已

经成为“雷打不动”的习俗，不管家里再忙，都

要把“新客”请回家，平均下来，一个“新客”春

节期间，至少要去五六家做客，这对“新客”的

“胃”可是一个大考验。

自筹资金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
春节后的这几天，家住合肥市庐江县乐

桥镇黄山村的居民施正华没有四处走亲访

友，他和五六个邻居自筹资金10余万元修筑

门前的乡村公路，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

施正华说，他所在的村庄小，只有7户人

家，每逢下雨，出门一身泥，现在他和邻居都

在外地打工，每年都能挣点钱，生活条件好

了，很多家庭都买了小汽车，过年开回家就怕

下雨，一旦遇到雨雪天，一截土路就泥泞难

走，今年春节前几家一合计，决定每家出资2

万元买石材，自己出工修路。

施正华笑着说，往年春节回老家就是打

牌、喝酒，今年春节刚过就开始张罗修路，如

果天气好，再过几天就能修好了，水泥路一直

能修到各家家门口，这样今后开车回家就不

怕再下雨了。

摘起梅花，农民日收入千元
正月里，走在黄山市歙县上丰乡的乡间小

道上，相识的人总会互相打着招呼，“梅花摘得

怎么样了？”而在乡间，随处都可以见到梅花树

盛开着，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正是这些

梅花，让当地的农民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到了正月，家家户户都出动人马，上山摘

梅花，“摘梅花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铺上一块布

在地上，小孩都能摘。”一位老农告诉记者，“正月

初一，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拜年，除了留一个人在

家看门外，无论大人小孩都来帮我摘梅花。”

梅花可以用来入药，有极佳的食用与药

用价值。农民摘得的梅花，卖给前来收购的

人，今年的行情比较好，平均收购价都在一斤

三十元以上。

“从前一斤花才十几块钱，大家都懒得

摘，今年行情好，我们家里两个人摘一天，就

有千元收入，要赶紧趁这个势头，多赚一点。”

正在摘花的宋师傅告诉记者。

鞭炮声少了，狗狗终于过了个“安心年”
今年过年，记者家里没有像往年准备

鞭炮，取而代之的是一挂电子鞭炮。按下

遥控器上的按钮，电子鞭炮灯光循环闪

烁，每个“鞭炮筒”都和真的鞭炮一样发出

“噼噼啪啪”声，唯一少了的就是刺鼻的烟

气。听到声响，记者家里的狗也好奇地跑

过来凑热闹。要知道它以前可是最害怕

放炮的声音，每到过年它就整天躲在桌子

下面，连最爱的下楼遛弯也不去了。

和记者家一样，有不少人今年都准备

了电子鞭炮，更有人用录音笔录下鞭炮的

声音，“自制”电子鞭炮，往年此起彼伏的

鞭炮声今年确实听得少了。“前段时间全

国范围都爆发了雾霾天气，我是过年前看

到网上的倡议，才决定今年不放鞭炮的。”

市民张澜澜这样说道。

没回家的同学也有温暖年
2月9日，农历除夕之夜，中科大近百

名寒假留校同学、留学生及学生家长欢聚

一堂、集体守岁。

同学们一边品尝糖果点心，一边观看

春晚节目，互相交流学习生活、风土人情

等话题，现场充满了新春的暖意，洋溢着

节日的温馨。餐厅的师傅们为同学们送

来了热气腾腾的水饺，老师们特别为同学

们准备了人手一份的贴心纪念品，还有新

年礼品通过“抽奖”的形式发放给大家。

每名参加活动的同学都收到了一个特殊

的“红包”——手机充值卡，在喜庆的音乐

声中，切开了寓意美好生活的新春蛋糕，

学校为每位同学发放了100元“压岁钱”。

“虽然没有回家，但在学校，我们也享

受到了家的温暖”，物理学院2011级本科

生冯光建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不少同

学表示，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回家过年，但

学校细致周到的安排让他们感觉非常温

暖和快乐，和身边的同学一起在学校共度

除夕也别有一番滋味，留下了一段独特的

青春记忆。未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像惦

记自己的家一样惦记着自己温暖的母校

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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