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怀宁县凉亭乡热心村的农

民工陈宝东今年春节的“回乡路”走

的要轻松。“你还别说，有辆四轮车还

真是方便，我们是腊月二十四(1月17

日)早上6点出发的，当天下午2点就

到家了，正好赶上过小年。”一听到记

者要采访他，这位32岁的农民工显得

底气十足。

陈宝东外出打工做生意已有 10

多个年头了，最近的六七年他和老婆

弟弟、弟媳都在浙江台州黄岩做饮食

生意，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赚钱越来

越多，回家的交通工具也跟着变化。

“记得2008年之前我们都是提前两天

去长途车站排队买票，10多个小时的

车程，往往排队时间就要花上大半

天；2008年之后的几年，我们和邻村

的几个老乡一起包车回家过年，方便

是方便了，但经常因为哪天出发达不

成一致。”

说到今年的返乡路，陈宝东有种

说不出的自豪感。他告诉记者，去年

年底花了8万多元买了一辆马自达轿

车，今年春节，他便用车载着妻儿家

人，拉着年货，回到村里与父母团

聚。“在农村，能够自己买辆车开回家

过年，还是一件挺有‘面子’的事儿。”

龙年正月初一（1 月 23 日），记者

乘车回到安庆怀宁县凉亭乡源潭铺

村老家，路过村民们的房前屋后，四

处都能看到停放的汽车，很多都是

“京”、“浙”牌照。据该村书记陈斌介

绍，在这个几百户的村庄里，今年开

回村子的汽车有三四十辆，腊月打年

货高峰期，凉亭乡的街道上车辆都排

成了“长龙”。 记者 董艳芬 文/图

农民兄弟陈宝东：开车回家过大年

阜阳太和县人李亮站在阜阳

市颍西镇的街头，1月22日，在给自

己的饭店打扫干净，贴上春联后，

他拉上卷闸门，看着属于自己的

店，心满意足的微笑。

皖北蒙城利辛涡阳一带，烧

饼味道极佳，薄、酥、脆、大而味道

醇厚，多配牛羊肉汤而共食，作为

一种地方美食，很是受到当地和

外地食客的喜爱。今年35岁的李

亮以前就在记者老家旁边打烧

饼。

由于家里孩子多土地少，李亮

从2002年和蒙城的一位师傅学打

烧饼，学成后，就在阜阳市颍西镇

的一处居民区摆炉卖烧饼。

2008年回家时，一些邻居曾告

诉记者，李亮在老家已经盖楼了。

在其摊点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每天

早晨3点起床和面，备好各种调料，

六点出摊，从最初的摊点到后面的

豆腐脑、油条各类摊点都是他雇人

做的。

“他那么勤劳，不要看一个烧

饼五毛钱，他硬是开起了自己的饭

店。”阜阳颍西镇居民张利涛说。

2012年 1月 22日，记者在阜阳

市颍西镇再次见到李亮时，他已经

是饭店老板。

“慢慢干，以后会越做越大。”

李亮对记者说。

记者 赵汗青

烧饼师傅李亮：从摊贩到老板

大年初六，碰到出租车司机徐

士杰。说起几天前的年夜饭，老徐

有些难过，但言语中又透出些许自

豪，因为这个年夜饭是在异乡万家

爆竹声中的一碗泡面，因为他虽然

用泡面“解决”了年夜饭，却让别人

过了一个团圆年。

老徐跑出租已经12年了，说起

春节期间的工作，他有些不好意

思，他说：“说出来也许别人会笑

话，说我是‘钱迷’，大年三十不休

息，大年初一继续干，但我真的不

光是为了那些钱。合肥本来打的

就比较难，春节这几天，很多出租

车都歇业了，打的就更难了，但是

市民要走亲访友拜大年，是不是很

不方便？我多辛苦一点，少休息一

点，能方便很多人，”

为啥大年三十跑到异乡去吃

泡面呢，老徐说：“晚上6点多我准

备回家的时候，碰到一个客人，去

机场赶飞机，打不到车很着急，我

想回家吃饭可以晚点，不能让人家

误了飞机，就把他给送去了。到机

场已经快8点了，把他送到我就要

往家跑，哪知道又遇到一对小夫

妻，刚从外省赶回安徽，要回安庆

老家过年，说一大家人都等着他们

吃团圆饭。当时就我一辆空车，他

们央求我送一下，你说我能怎么

办，人家大老远赶回来，在机场过

除夕？后来我决定把他们送回

去。把他们送回家已经10点半了，

那时候很多人家都已经吃过年夜

饭了，围着电视看春晚，还有很多

人放爆竹的，当时我一个人啊，就

有点心酸了，没地方吃饭，就买了

一包泡面，想想别人一大家子团聚

在一起，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老

婆也给我打了好多电话，责怪我，

说不该赚那几个钱。其实，我真的

不光为了钱，我们做服务行业的，

能方便别人，就要尽量方便别人。

大道理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觉得我

这样做是对的。”

老徐从安庆回到合肥的时候，已

经快凌晨2点了，家里人都睡觉了，

他吃点剩菜抓紧睡觉，初一还得起早

过大年。吃过初一的午饭，他又开工

了，他说：“别人打不到的，我的车在

家闲着，这不是浪费资源吗？”

记者 王涛

出租车司机徐士杰：一碗泡面的年夜饭

农民兄弟开车回家过年

矿工兄弟张晓峰：

安全密码哥
张晓峰从事信号工作已有近 10年

的时间，2007年，淮北矿业集团涡北煤

矿正式建成投产，他被从淮北调至涡北

煤矿工作。采访中，他骄傲地说，操作台

上几十个按钮，就算闭上眼睛也不会按

错，“现在大家都喊我小张哥呢！”

“安全是煤矿的头等大事，现在煤矿

越来越安全，等于去掉了我们的心头大

患，这样自己和家人都安心了。”张晓峰

说，为了保证安全，矿上用液压支架把顶

板防护得严严实实，装备了瓦斯监测系

统，每位矿工身上更是装备有先进的追

踪器，以便矿上随时掌握工人所处的方

位…… 曾梅 记者 任杰

这个龙年春节，可把回乡探亲

的宁伟（化名）折腾惨了。从回家那

天开始，他就走马灯地被家人安排

见不同的相亲对象。宁伟说，过年

回家最怕的一句问候是：“有对象了

吗？”春节前后是相亲的黄金季节，

不管普通青年还是文艺青年，如果

没有正式的或能让家人满意的男女

朋友的话，十有八九逃不掉被抓壮

丁一样逼着去相亲的命运。

“别在家上网了，赶紧跟我出

去一下……”宁伟模仿起母亲的语

气可谓惟妙惟肖。宁伟说，由于公司

今年放假比较早，本来想趁着过年好

好在家休息一下，没想到刚回到家就

被告知家人已经为他安排了好几个

相亲对象。因为这些相亲对象里很

多都是亲戚介绍的，也不好意思驳了

别人的面子；而一旦他硬着头皮去

见，母亲就会问这问那反复分析，“简

直比媒婆还专业。”

同样被相亲“折磨”的还有现

在供职于上海一家银行的季辉（化

名）。今年已经30岁的季辉收入不

菲，却因为性格内向始终没找到心

仪的“另一半”。这次过年回来，他

已经在家人的安排下相看了四个女

子，几乎每天相看一个，像“赶场

子”似的，比上班还累。

“我这个年纪，让父母操心真

的太不应该，好好一个春节都被我

耽误，成相亲节了。再说我其实挺

反对在春节相亲，好不容易回家一

趟，却被这些事占满了，不得安

宁。”季辉坦言，连续相这么多次亲

都麻木了，他真的已经不知道自己

要找个什么样的妻子。

记者浏览一些网络论坛发现，

“租个女友回家过年”、“过年你相亲

了吗？”等网帖人气极高，网友对“春

节回家相亲”已见怪不怪，有的感叹

“很折腾”，有的反映“挺好玩”，有的

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记者 李皖婷

公司白领宁伟：春节变身“相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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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