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2012年年11月月3030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编辑编辑 宋才华宋才华 组版组版 李静李静 校对校对梅静梅静

04

●家乡巨变

作为合肥土著人的我，平日

里忙碌着工作，难得有时间在合

肥真正的休息几天，但还自以为

很了解合肥，一直以为三孝口的

博物馆搬了新家后，依然叫安徽

博物馆。没想到，大年初三带着

外地来的亲戚前往新址参观时，

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孤陋寡闻。

记忆中，三孝口老博物馆是

一幢老式的小楼。虽然处在合肥

闹市中，但是门前却有些冷清。

眼前古朴的青铜纹理图案的外

墙，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本以为大过年的没什么人，没想

到新馆门前却排起了长队。 场

馆内非常干净、整洁。虽然参观

的人比较多，但是却没有多少闹

声。想必大家都被新馆的新貌给

“怔”住了。“新馆真大，好气派。”

“听说展品增加了很多，而且升级

为博物院了。”不少参观者小声地

议论着。

细数上下五层一共 15 个展

厅，从安徽史前文明到徽派古建

筑，从青铜器精品到新安画派，走

了大半天下来，很愧疚地发现，原

来对合肥的了解得如此之少。

从博物院出来，不远处就是

安徽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给我

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的概念

设计建筑，和博物院同样书写着

安徽厚重的历史。

就在博物院的南边，合肥还

建起了国内一流的大剧院，去年

上演了100多场音乐会和芭蕾舞

剧等高雅艺术。还有安徽省美术

馆、省文化新馆、省非遗馆等一批

文化场馆将在今年内开建。建成

后，都将是免费开放。文化设施

集团建设越多越好，合肥乃至安

徽的整个文明程度都在大幅度提

高，想必文明城市的称号，也会很

快加冕给合肥这座美丽的城市。

记者 王玉

合肥“土著”也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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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家看看，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外出的游子更期盼能回家过年。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有

欣慰也有感慨。在春节假期里，星报记者在与家人团聚的同时，关注家乡的发展，感受身边的点滴变化，

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记者讲述家乡巨变。

“现在这路，丝毫不亚于高速

啊”，1月 27日上午，在和县开往

合肥的大巴车上，司机胡师傅说

笑道。他告诉记者，放在以前，和

县到合肥要两个半小时的路程，

“现在两个小时就能顺利到站”。

此次回家过年，记者发现，

家乡变化真不小：原先的双向四

车水泥道，已全部被沥青路面取

代，以往的坑洼、颠簸的路面已

不复存在。由于路况的好转，乡

亲们私家车的数量明显增多，拉

乡亲们进城的小车也由燃油三

轮车，大多换成“QQ”、“小面包

车”等。

不光是铺上柏油后路面平

整，路中央的分隔铁栅栏、电子测

速仪等原先不曾拥有的设备，也

跟随新修马路一起“上了路”。胡

师傅告诉记者，分隔栏、“电子眼”

的配备，大大限制了超车、超速行

为，“听说不久后，路两边都要装

上路灯呢”！

记者 丁林

“羊肠道”变身“乡村高速”
农村婚事嫁妆除常规的“三

大件”外，如今又多了一大件——

电脑。把电脑等作为嫁妆，成为

一种新时尚。这不，怀宁县平山

乡范祠村青年汪子青如愿以偿，

“我终于可以在家上网啦。”

汪子青结婚当天，女方的嫁

妆里有一台崭新的“方正”牌电

脑。婚后，他们利用电脑上网查

找务工信息和实用知识，谋划新

生活。随着科技文化信息的快速

传播以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的开展，再加上宽带网的普及，买

电脑当嫁妆正在成为农村青年竞

相追求的一种时尚。一家家电商

场的负责人王主任告诉笔者，节

假日期间农村结婚的青年很多，

来购买电脑的比往年多了3倍。

很多家长都说：“给出嫁女儿

买一些实用的嫁妆发家致富，这

样的投入才最值得。”过去，农村

青年结婚存在花钱多、嫁妆多、负

债多的旧习。现在，农村越来越

多的青年和家长都考虑到嫁妆的

实用价值，既有生活必需的嫁妆，

更有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嫁

妆。为此，购买各种适合农村生

产和生活的电脑等当嫁妆成为农

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者 范竹标

结婚有了电脑来陪嫁

张轩是六安市金安区双河镇

许楼村的80后青年，这个春节，

他开着一辆白色的比亚迪轿车，

奔跑在村村通的水泥路上，很是

拉风。

初中毕业以后，张轩跟着村

里的打工队伍，前往江苏一带打

工、淘金，先后干过电焊、机修、裁

缝等等不同工作，也算是学了十

八般“武艺”。最近几年，他开始

专注于服装生产加工，还在同行

里找到自己的妻子，生了个女儿。

去年，他不满足为别人打

工，自己在苏州开了一个小型加

工厂，专门帮别人代理加工服

装。就这样，他也小赚了一笔，

还买了一辆比亚迪汽车。春运

了，不用像往常一样坐大巴或者

拼车了。自己开着汽车，载着妻

子女儿，装满年货，就回家了。

春节给亲戚拜年，他开着白色小

轿车，在两年前刚修好的村村通

水泥路上穿梭，直到家门口，好

不拉风。

有了这些还不够，他还在打

听生意。用他的话说，这年头要

改变观念，努力才有收获。“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都

要瞅准了方向，学会一技之长，才

好在社会立足。”而如今，像张轩

这样有一技之长的青年还有很

多。不少“85后”的青年，都已经

有了自己的事业，刘艳在江苏有

个自己的小饭店，小谭则在六安

市里开了家汽车美容店……

记者 刘欢

开车回家过年，拉风！

我的家乡是砀山，在人民西

路最西边，建立了当时砀山最大

的一个转盘，转盘里种满了形形

色色的花花草草，因此砀山人民

将此转盘俗称为“大花园”。每

天的清晨和傍晚，这里就是砀山

县人们的游乐园，有跳舞的、打

太极拳的、就连每年立春后放风

筝，大伙儿都会来这里。

如今，这个伴随我成长的花

园突然消失，心酸的感觉无法用

语言表达。可是，再当我仰望花

园周围时，眼前耸立的高楼，却

又让我感到欢欣。“砀山在发

展！”

现 在 的 砀 山 比 起 十 多 年

前，更像是一个美丽的梦境，像

是蝴蝶刚刚破茧般的新生。你

看，城市是新近规划的；路是新

铺或新拓宽的；依三环而建的

政府大楼“气宇轩昂”；住宅小

区的亭台楼阁间也散发着浓重

的人文气息；就连那些工地上

机 器 的 轰 鸣 声 和 高 高 的 照 明

灯，都透着一股新生命的茁壮

与张扬。有时，我常常仔细地

凝视着那些足以表达城市文化

的 代 表 建 筑 和 生 活 小 区 的 楼

宇，希望能够从它们身上找出

历 史 的 厚 重 来 。 但 是 那 些 钢

窗、梁架的细节间传递的完全

是另一种后现代的质感。

记者 张崴

“大花园”消失了 城市更靓了

年前腊月二十六，记者回家

注意到，乡亲们开着小汽车在村

头来往穿梭，成了春节期间家乡

一道特殊的景观。在村委会门前

的空地上，两边的小卖部都把春

联、烟花等年货摆放在道路边自

家门前，堆得高高的。“现在的人

都有钱了，以前是骑自行车来买，

现在是开车来买，而且一次都买

几百元的烟花，根本不讲价。”一

家小店的老板乐呵呵地说。

记者注意到，在半个小时时

间内，来往的汽车就有47辆，其

中外地牌照的车就有28辆，占据

了车流的“半壁江山”。在这些外

地牌照汽车中，其中以广东、江

苏、上海等城市最多。

今年30岁的刘盛林，家住怀

宁县三岭新屋组，也是有车一

族。“路虽然远一些，但自己开车

回来更方便一些，不需要排队买

票，不需要挤着乘车，春节期间走

亲访友也方便。”指着去年底才买

的新车，刘盛林告诉记者，他买车

还算晚，跟他一起打工的几个老

乡去年就买了。

据了解，刘盛林在江苏打工多

年，起先在老家学的是木匠，在外

面一直是跟包工头到工地上干活，

一年收入才几万块钱，后来看到身

边老乡，纷纷转行做起了早点，个

个都买上了小汽车，他心动了。

“2008 年，我开始转行做早

点，主要是包子和馒头，每年收入

有三四十万。”刘盛林说，前两年，

他虽然也挣了钱，但一直没想过

自己买汽车。“现在汽车不是稀罕

东西了，年底，我想多挣点钱，在

安庆买个房子，为下一辈在城市

安家早作考虑。” 记者 刘海泉

做早点致富，买车又买房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现代交通日益发达。图为春节期间，合肥市科技馆内人头攒动，市民亲手操作火

车、汽车、飞机、轮船，了解现代交通的奥秘。 倪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