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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末为您讲述有温度的故事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自驾车、乘火车、乘飞机，不管选择哪种方式，回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踏上回家路，再累也是幸福的
本报记者 杨东萍 实习记者 高琛 沈卓琪

昨天是春运首日，意味着返乡逐渐进入高峰期。回家过年，你会选择哪种方式？乘火
车、乘飞机，还是自驾车回家？虽然目的地不同，出行方式不同，经历的过程也各有酸
甜苦辣，但是能够踏上回家的路，始终是幸福的。

——回家过年

故事主角：王维、李采稿、刘泉泉

故事时间：2017年至今

故事地点：吴江

王维是安徽六安人，在吴江开了一家智能公司，今年春节将是他
在吴江打拼的第十一个春节。

“前年我搬新家，去年小舅子搬新家，都是在吴江过的年，已经
连着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了。”王维感慨，虽然平时偶尔也会回老家，
但过年的意义不同，今年他决定非回去过年不可。

从2011年买了汽车开始，王维一般是自驾车回老家的。平时从吴江开
车到六安要花7个小时，但过年期间高速公路经常堵，到家时间无法确定。

王维一直记得，2015年开车回老家过年，他和妻子、小舅子夫
妻俩4人，从除夕前一天出发，愣是除夕当天下午才到家，在路上开
了22个小时，上演了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汽车龟速前行，人又不能离开车，想到外面走走都不行，长时间
窝在车里特别不舒服。”王维说，“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汽车堵在路上，
没地方上厕所可把大家憋坏了。不少男女下车走在高速上，男人憋狠了
背过身就可以方便了，但女人没办法，在外面打转也找不到方便的地
方，我看到有人生生被逼哭了。”

漫长回乡路很是不易，最让王维难过的是，一路上他目睹了一些惨
烈车祸。“回家过年本来是一件开心幸福的事，有人却把命搭在回家路
上，在外打拼实在太不容易了。”王维说着说着，眼里泪花闪现。他坦称
每每想到这些，会觉得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一员，亏欠家里蛮多。

路上的经历，让他更重视回家之路的安全。每次开车回家，他都
要把准备工作做扎实，先要给汽车做全面的“体检”，其次关注天
气、选好路线，尽量避免拥堵的道路。今年，他与小舅子一家约好，
两家一道回去。“路上好互相照应，同时也是一次聊天交流的机会。”

王维准备2月8日回家，但他的后备箱已经塞满了礼物。为了让
爸妈品尝到吴江的水产，他特地买来增氧机，将鲜活的鲈鱼、虾、蟹
带回家。“小的时候过年，父母都会给我换一身新衣服，给我压岁
钱。现在反过来，每年回家我会带他们到当地最好的商城去买新衣
服，给他们包大红包。”王维笑着说。

在外的人最渴望老家的温暖，王维已经等不及想吃一口老家的饺
子了：“每年的除夕夜、年初一，父母都会包饺子，然后在几个饺子
里放上硬币，吃到的人在新的一年就会事事顺意、财源广进。”

开车回安徽老家过年：

回家路不易
给爸妈带吴江特产

“喂，儿子啊，今年春节什么时候回来啊？机票定了没有啊……”电
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唠叨。李采稿说，母亲已多次打电话来催，但每次
他都会搪塞过去，说自己还没买票。其实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已经在
网上定好了2月11日从上海虹桥到厦门的机票。

“我是故意瞒着我妈的，为的就是突然回家给爸妈一个惊喜。”李
采稿笑着说。

李采稿今年37岁，老家福建厦门。2008年，李采稿被总部派遣
到吴江NEC能源元器件有限公司担任技术部副理，负责公司的技术
工作。10年来，李采稿一直奔波于两地，而只要公司放假，他都会
回家看看家人。

过去几年里，李采稿几乎都是独自一人在吴江打拼。妻子偶尔会
从厦门老家那边过来，陪他住上几天。去年，妻子也从老家那边搬过
来，跟他一起住在吴江。这个春节，他们要一起乘飞机回老家过
年。

李采稿说，回家之前，他和妻子会采购一些葡萄酒和吴江的特产
带回老家，不过由于坐飞机带不了多少行李，他们提前将礼物快递给
双方父母，尽上一份孝心。

1000多公里的回乡路，5个多小时的奔波，李采稿并不觉得辛
苦。“我一直在外工作，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春节放假，家人聚在
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李采稿说，他打算把
跑鞋带上，回家后继续跑马拉松。

“我已经预约了好几场同学、朋友聚会了，过年回家后就是不停
地吃吃吃，我得注意减肥。”李采稿笑着说，这些都是甜蜜的负担，
他十分期待着过年这段相聚的时光。

“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全家人会围在一起吃上一顿年夜饭。
晚上12点，我们更是会全家出动，去寺庙烧香祈福。”李采稿说，按
照当地习俗，他们会把家周围的三四家寺庙都拜一遍，为家人祈求来
年的好运气。

当地的寺庙在大年三十晚上还会熬煮糖粥，前去祈福的香客都能
领到一碗。“我们都会喝上这样一碗糖粥，期待来年的生活能过得甜
甜蜜蜜。”李采稿笑着说。

乘飞机回厦门过年：

喝一碗糖粥
新年甜甜蜜蜜

刘泉泉是河南三门峡人，2014年来吴江打工，现在是群光电子
工程部工程师。

刘泉泉租房的床上放着三张高铁票，分别是从苏州站到上海虹桥
站，从上海虹桥站到郑州东站，从郑州站到三门峡站的。回一趟家，
单单火车他就要转三次。

回一趟家不容易，而买火车票更不容易。往年，刘泉泉都是选择
K字头的快车回家，要乘坐16个小时。“今年快车太难买了，我就奢
侈一把，买了高铁票。高铁票价600元，是快车的2倍，买的人少一
些。”刘泉泉说，即使这样，这三张回家的火车票，也是他抱着手机
花了一下午时间“抢”来的。

正月初十的回程票，更是花了他三天时间才抢到。“我花了两天
抢正月初八、初九的票，都没抢到，第三天我继续抢正月初十的票，
要是再抢不到我就没法按时赶回公司了。幸亏当天的票抢到了，我松
了一口气。”刘泉泉感慨，河南出来打工的人太多了，火车票特别难
买。

“不过现在买火车票比以前方便太多了。”刘泉泉说，2009年大
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外工作，每年都坐火车回家过年。2010年春
节前，他在火车票代售点外面一直从晚上排到第二天早上才买到票，
冻得瑟瑟发抖。

由于路途不便，刘泉泉经常一年回一趟家，过年才能和家人团
聚。回家还有10来天，刘泉泉已经在规划带回家的礼物了。“电饭煲
送给爸妈，这两瓶红酒口感好，也带回家。”刘泉泉收拾行李时幸福
溢于言表。

今年31岁的刘泉泉还是单身，而相亲是这些年来他回家后的
必备项目。“对于我成家的事，父母比较着急，看着身边的朋友一
个一个都成家了，我也想早点定下来。”刘泉泉说，对于今年过年
的相亲，他比较期待。

他告诉记者，村里的青年人几乎都在外面打工，只能在过年的时
候相聚。去年过年回家，村长组织村民举行拔河比赛、乒乓球比赛，
大家玩得很开心。“一起聚聚聊聊，聊工作，聊房子车子，感觉过年
充满了期待。”刘泉泉笑着说。

乘火车回三门峡过年：

辗转三趟火车
回老家相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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