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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艳敏 于文博

挂灯笼、贴福字、放鞭炮……这些
或许是大多数市民在春节期间所经历
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春节不仅仅是一
个节日，更是情感的寄托、文化的传
承，让一些在外奔波的游子感受到了亲
人和家的温暖。春节期间，记者对在外
地工作回家过年的市民进行了采访。

回娘家后准妈妈不舍得离开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首歌
唱的是回娘家。2 月 9 日 （大年初二） 上
午，解雪茹就和丈夫带着礼物从郑州回到
了郾城区白庙村的娘家过年。

“我和俺爱人都在郑州工作，去年春节
前后结的婚，今年是结婚后回娘家的第一
个新年。和父母说说一年的工作生活，聊
聊家常，这是一件最幸福的事。”解雪茹告
诉记者，回娘家过年，自己很期盼。

今年26岁的解雪茹还是一位怀孕6个
月的准妈妈。解雪茹告诉记者，东西没有
拿太多，就给父母准备了一个大红包，陪
父母说说话，做了几道拿手菜。

2 月 10 日，解雪茹和丈夫就走上了
回婆婆家的路程。“就回来了一天时间，
俺弟吃饭的时候还说，平时春节过年，
都是我和他一起贴春联的。今年，只有
他一个人贴春联，说的我都不想回郑州
了。”解雪茹笑呵呵地说。

陪父母过年感觉很温馨

48岁的彭丽娟在青岛打工，腊月二十

八就和丈夫带着女儿回到了源汇区戏楼后
街社区的老家过年。

彭丽娟的的父母已经 78 岁。“大年初
一，带着他们二老，还有其他亲人一起去
泡了温泉，在旅游中感受亲情的温暖。”彭
丽娟说，平时工作忙，很少回来陪父母，
趁着春节放假，好好陪陪父母。

彭丽娟告诉记者，除夕那天，父母忙
着烧年夜饭，她帮着父母打下手。“俺妈看
着我瞎忙的样子，脸上的笑一直挂着。吃
了年夜饭之后，就陪俺爸妈看了春晚，这
样的感觉很温馨。”

在这个春节，陪父母一起吃团圆饭、
走亲访友，陪伴父母外出旅行成了彭丽娟
所要做的事儿。彭丽娟说：“因为工作很
忙，并且经常在外地，相聚的时光总是幸
福而短暂，平时更多的是通过微信、电话
联系。不管在哪，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
有家的感觉。”

给母亲过66岁大寿

家在源汇区问十乡西师村的师丹凤在
洛阳工作，今年春节回老家，赶上母亲的
66岁大寿，在为母亲举办的寿宴中，她度
过了一个别样的春节。

2 月 10 日，师丹凤家的小院里十分
热闹，许多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为师丹
凤的母亲庆祝 66 岁生日。“那天，我们
家很多亲戚都去了，可热闹了。”师丹凤
说，母亲特别开心，兴奋劲儿一连持续
了几天。

“我和哥哥都在外地工作，陪父母的
时间很少。”师丹凤告诉记者，平日，家
中只有母亲和父亲，不能时时在身边陪

伴，让她觉得很遗憾。今年是母亲的 66
岁大寿，她和哥哥就想为母亲好好过一
个生日，让母亲高兴高兴，也希望趁着
这个时机，让亲戚朋友们齐聚一堂，开
开心心过个年。

“2015 年，我妈的身体有段时间不太
好，我希望她以后健健康康的，越活越
年轻。”师丹凤对记者说。

师丹凤的母亲切蛋糕。
（图片由师丹凤提供）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习生 刘彩霞

除夕夜，是每个家庭合家团圆的日
子。对于家住市区巴山路的离休老干部
潘清坡老人来说，今年的春节更具有特
殊意义。

今年90岁的潘清坡老人，1948年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军校毕业后回到
云南军分区丽江军区十三团二营四连任连
长，1960年调到怒江任军事科长，1966年
到碧江武装部任副政委，1982年离休后回
到家乡漯河居住在军干所。

为了给 90 岁高龄的老父亲过寿，远
在昆明、贵阳工作的儿女们都踏上春运
列车，赶在除夕夜前回来团圆相聚。

除夕夜傍晚时分，点燃开饭的鞭炮
后，十五六口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张
桌子上吃饭，在聊着家常的同时纷纷向
老寿星和亲人们送上新春的祝福。

年夜饭结束后，一家老小有说有笑
地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年一度的春
节联欢晚会。全家在一片热闹的欢笑声
中开启了美好的新年。为了记录下这幸
福的时光，儿女们在家中客厅架好照相
机，拍下了新年全家福照片。

一张全家福 记录美好时光

潘清坡老人一家人拍下全家福。 （图片由潘清坡家人提供）

□本报记者 王 璐 见习记者 杨 旭

春节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举家团
圆、亲情交流是春节最核心的价值。但
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人无法与
家人团聚，他们通过网络送出新春祝福，
相隔千万里，亲情永不变。

QQ送祝福

带着过年的喜庆，怀着对远方亲人的
思念，大年初一，家住市区长江路龙江花
园小区的刘爱华一家人打开电脑，通过互
联网的方式给远在西安的弟弟家送上新春
的祝福。

“我弟弟一家都在西安，平时见面机会
少。为此，儿子专门给我申请了一个 QQ
号，逢年过节，我们和弟弟一家就通过视
频聊天。去年春节我们也是在网上跟弟弟
一家视频拜年的。不仅能说话，还能看到
他们，很方便。”在51岁的刘爱华看来，互
联网拜年温馨便捷，将相隔两地的亲人们
聚到了屏幕前。

微信寄思念

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当天，家
住市区海河路海河小区的79岁老人郑素娟
格外高兴，自己的女儿、女婿带着大包小
包的礼物来家中与她一起过年，一家人其
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但是，老人的心
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远在上海的外孙
樊航。

说起这个外孙，老人颇感自豪。“这个
外孙是我一手带大的，从小学习成绩就很
出色，可是博士，现在在上海工作呢。”郑
素娟说。由于工作原因，往年春节都会回
家看望郑素娟的外孙今年没有回家。虽然
见不到面，但在女儿的建议下，郑素娟用
女儿的手机与外孙通过微信进行了一次视
频通话。

郑素娟告诉记者，自己也有一部手
机，但用微信还是头一回。“我平时用手机
就是接打电话，知道有微信这个东西，但
不知道怎么用。”郑素娟说，“元宵节全家
聚餐的时候我准备让女儿教教我怎么用，
也能方便平时与外孙聊天。”

相隔万水千山
网络送出祝福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新春佳节，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似乎能
增加一些节日氛围，但热闹过后的空气污
染也成了不可小觑的大问题。春节期间，
记者在老家召陵区姬石镇付庄村过年时，
发现燃放鞭炮的村民较往年明显少了。

2月7日是除夕夜，按惯例，村民们会
在零点时燃放鞭炮。当晚央视春晚节目中
零点钟声敲响后，记者只是零星地听到三
四次鞭炮声。又等了将近10分钟，村子里
依然一片安静。原来，今年放炮的就这么
几家了。

“家家户户都有电视，也都看电视，
雾霾天气对身体的危害都知道，不能因为
放炮一时尽兴，叫身体吃亏。”2月8日，村
民付俊亭说，“虽然第一年不放鞭炮有点不
习惯，但想到能为环境做出一点贡献，也
没有啥遗憾。”

“今年村里放炮的人明显少了，空气
里的火药味也变淡了。”村民付杰笑着说。

村民环保意识提高
除夕夜鞭炮声少了

回家过年是一次温暖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