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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带上女友一起去游鼓浪屿
新生代农民工年薪十万渴望浪漫和爱情

回家还是不回？这成了近年

来每逢春节对在外奔波人们的一

道必考题。

买票难，人潮涌，行路唯艰。

而年前后的礼尚往来，更成了一

道引燃消费拉动内需的大餐。这

样的景观，既是中国古文化传统

在新时代的际遇，春节在当下中

国人心中甚至在农民工心中是怎

样的图案？

在春节将至的前两周，本报

推出温暖农民工大型策划，不仅

以实际行动助力农民工回家，更

加关注在外地的安徽农民工们的

春节动态，回还是不回？岁末年

初，农民工购票难上加难，农民工

回乡路漫长，这般艰辛，包蕴着每

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对现代化便利

的渴求，对古礼道德的尊崇，对家

庭亲人的至爱。

有幸的是，我们看到了政府

部门多年的努力与成果，不论是

对网络电话购票的力推，不论是

铁路工作人员春运期间无休止的

忙碌，都在推动着这个社会的公

民化进程。

在北京，在厦门，我们看到

了那么多张面孔，那些还在工

地上坚守着的一线工人，那些

拎着编织袋、甚至扛着扁担的

农民工，一年的辛劳，暂离繁华

的都市回到宁静的乡村，和亲朋

老友分享快乐和忧愁，而人生

如在那一刻暂停，也将是一缕

美好的回忆。

我们祝愿农民工们在这个春

节幸福而快乐，祝愿他们和家人

生活的更好。

幸福并快乐着

记者手记
这群安徽籍农民工，在厦

门 市 的 一 个 又 一 个 工 地 上 打

拼，他们的身上都承载着相同

的东西，那就是对未来生活的

期盼和梦想。

“把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

“在厦门买房把小孩接到厦门来

读书”……面对记者，他们一个

个吐露自己的心声，甚至有人

20 多年只回过一次家，目的只

为多挣钱。“我年薪十万，但我

还没有去过鼓浪屿，2012 年，我

一定要带上女友去鼓浪屿看一

看。”今年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

段嘉笑着说，前提还是希望尽快

找到心中的女友。

23 岁的段嘉穿着黑色的牛

仔裤和一双匹克运动鞋，长发和

唇上的胡须显示出他的青春和

不羁。

实际上，他已经出来打工四

年了，在老家安庆枞阳县的一所

初中毕业后，他奔赴广东做“洗

水”，这种将新牛仔裤做旧的工艺

让他倍受折磨——工艺污染重使

得他不得不考虑放弃那份工作。

他在姐夫的介绍下，去年初来到

厦门做起了建筑工。

在厦门明发半岛祥湾一栋在

建30层楼里，段嘉正在干活。在

这个工程区，很少能见到段嘉这

么年轻的建筑工人。

“一年将近10万块吧！”段嘉

说，在工地上，他的工种算是泥工

师傅，每天有300块的收入，在外

租房在外吃，自己也能剩点钱，但

从来不交给家里。

年前工期紧，段嘉不准备回

家。“我觉得有点惋惜，家里五个

姐弟，按照老家的规矩，应该是过

年回家的。但今年实在回不去

了，手上的工程必须跟上进度。”

“厦门很漂亮，也很文明，给

我的印象特别好。我都不太想

回去了。”但让段嘉更觉得遗憾

的是，来厦门一年了，还没有去

过鼓浪屿。“房子，梦想太遥远，

现实一点的愿望就是 2012 年，

带上女友一起去游鼓浪屿，但前

提是先找到心中理想的女友。”

段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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