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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每逢佳节，家
里，总有一份温暖在
等待；心里，总有一份
感动在沸腾。千家万
户的温情故事，就发
生在你我身边。在这
吉 祥 如 意 的 丁 酉 鸡
年，内蒙古客户端用
新春的温暖和感动作
为 节 礼 ，给 您 拜 年
啦！您也可以把自己
家里的故事、自己身
边的故事，把难忘的
图片瞬间、欢乐的音
频视频发送至邮箱：
nmghlwxwzx@126.
com，和 大 家 一 起 分
享哦！

对于许多在外打拼的人来说，故乡的
年味最值得回味，它香浓醇厚，让人难以割
舍，它甘冽直白，让人牵肠挂肚。年底之
时，回到家乡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察素旗镇
西沟门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匆忙，心情
的惬意和舒爽足以让你去发现一切的惊
喜，家乡的宁静与清幽，乡亲的淳朴与善
良，更是让年味多了几分安然与舒心。

或许熟稔了城市发展的快节奏，记忆
中的家乡总是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一

次的亲密接触，都是一次不经意间的寻
觅，但每次家乡的亲人提到这些变化，总
是充满愉悦和憧憬，他们相信可以期许的
美好，也在设想未知的那份繁华。

家乡的过年仪式依然保留着它的节
奏感，在山上的庙里祈福，提前安置好旺火
蓄势待发，刚刚油漆过的大门更显庄重，购
买的彩旗精心地装扮着每个角落，亲戚朋
友更是准备好了坦率真诚的话语⋯⋯种
种年味，在传统形式的延续中坚守着。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在不变之中又
有一些变化值得我们欣慰与骄傲：家乡的
马路变得又宽又平，家乡的房舍越来越宽
敞明亮，轿车也“飞”入寻常百姓家。红包
拜年，微信祝福，更是让家乡的年味多了
些新潮和时尚。

新年的团聚和奔走，虽然时光短暂，
却是新年里最美好的开始，于是，打拼又
有了动力，离别又有了重逢的期许。

（内蒙古客户端记者 王美花）

乡情年味忆难忘

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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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份感动在心中总有一份感动在心中

与父母相约，今年春节不回家，大年
初一出发，目的地杭州。对于春节旅游，
父母也觉得在家里过年实在太“累”，趁着
一家人都有空，不如出门玩一玩，感受他
乡的风土人情。

“打算趁着过年带父母去南方玩玩，
所以提前报好了去成都的旅游团，团里有
不少老年人，所以行程不是很赶，以放松
休闲为主。”坐在候机厅里的王先生说，年
轻人大都崇尚个性、自由，不太喜欢传统

过年方式中繁琐的礼节。辛苦了一年了，
以旅行的方式犒赏自己和家人，比起令人
心累的走亲访友更是一种享受。

同一航班的赵女士说，以前每年都回
农村老家过年，每年都是重复上年的过程
——农历年三十吃年夜饭，农历初一在村
里拜年，农历初二至初六不停地走亲戚，
人累心也累。现在有钱了，而父母年纪越
来越大了，一直想让思想守旧的他们感受
不一样的新年，今年春节带着父母去上海

来个春节 7 日游。
我想，春节不管在哪儿过，只要一家

子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在一起，就是一个欢
乐年。现在出门旅游过年的家庭是越来
越多了，如果以后父母身体条件允许，我
也要带着一家子走向温暖如春的深圳、三
亚、港澳台直至走出国门到新马泰日韩欧
美，过几个与传统不同的新春佳节，让春
节过得更加开心更加温馨。

（内蒙古客户端记者 孙静华）

西湖边上过春节西湖边上过春节

春节回家，“失联”了 16 年的高中同
学们，张罗了毕业以来的第一次同学大聚
会。面对 16 年后的聚首，大家都想知道：
曾经的同窗，现在是什么模样？

正月初三，同学们如约而至。女同学似
乎更感性一些，从上学时如何学习、交了几个
男朋友，到现在的老公孩子、曾经换过的工
作，一一不落地认真回忆。而男同学们则更
喜欢在推杯换盏之间谈天说地，大侃未来。

参加这次聚会的很多同学都是毕业

后首次见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
那就是男同学大都变胖了，女同学都变漂
亮了。褪去了青涩，每一位同学都非常的
自信成熟。

“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现在在一家
媒体工作，同学们太久没见了，很是想
念。”一男同学兴致盎然地说，“我觉得同
学的感情是最好的，想当年一起起早摸黑
学习，一起深夜爬墙外出宵夜，还帮着当
时的班花班草传情书，想起来挺有意思。”

“有时间到北京来看我啊，你们这些
人，到北京出差、旅游都不晓得联系我，太
不够意思了。”一女同学在北京创办了自
己的企业，热情地邀请同学们。

吃饭、聊天、K 歌，享受现在，回忆往
事⋯⋯每一位参与的同学都乐在其中。
美好的时光一直延续到晚上 11 点。

“说好了，明年这个时候再相聚。”“亲
们，微信上继续聊啊！”⋯⋯道别、不舍、意
犹未尽。 （内蒙古客户端记者 白帆）

同学聚会走起来同学聚会走起来

伴着除夕未尽的鞭炮声，我们敲开了
远在锡林浩特市的姥爷家的大门。

姥爷今年已经 87 岁高龄，虽然现在
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耳朵不好使，但他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扬着自己在工作
中养成的坚持不懈、不怕困难、乐观向上
的品质，这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多了不少乐
趣，更为后辈们带来不少人生启示。

清早读报听广播 知识就是力量
来到姥爷家的第一个清晨，6 点整，我

就被广播报时吵醒，锡林郭勒新闻和天气
预报轮番播出，毁掉了我梦寐以求的懒觉。

原来姥爷从不睡懒觉，不论是不是过
年，每天早上都要按时起床，一边听着新
闻一边喝着“早晨空腹第一杯水”，吃着

“每天必须的两个红枣”和“让你远离医生
的每天一个苹果”——听说是“健康专家
说的”。

看看表，到点了，他拉开茶几下方的
药抽屉，拿出降压药、补钙药等一系列小药
片就水服下⋯⋯直到吃完“一碗牛奶、一碗
奶茶、一个鸡蛋、几块点心”组成标准配置
的早点，拿起报纸，这一早上才算忙完。

姥爷爱读报，《内蒙古日报》《锡林郭
勒日报》《锡林郭勒晚报》《老年健康》以及
一系列书画报刊应有尽有。尽管已经退
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自治区内外的
大事小情，还愿意和家人念叨几句。姥爷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能过上这么
好的生活，都是共产党的功劳！”

腿脚不灵便 就更需要多运动
大年初一早上，姥爷整装待发，说是

要到院子里去遛弯，我陪他出去走走。锡
林浩特市区不算暖和，我刚出门就被从里
到外冻了个透心凉，一路哆嗦。再看姥爷，
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移步前行，还说要踩踩

雪，让我不禁感叹老人家身体真是棒。
这几年姥爷的腿脚不像过去那样灵

活，虽然用上了拐杖，但仍然是走一小段路
就腿脚发软。即便如此，他仍然每天坚持
在院子里踱着小碎步绕上一两圈。姥爷
说：“走不动也得走，要是犯懒不想走，每天
在家躺着或者坐轮椅，很快就完蛋啦！”末
了还补上一句：“这是健康专家说的。”

不管是谁说的，坚持锻炼确实有助于
老人保持健康，家人也十分支持。于是不
管天寒地冻还是艳阳高照，十几栋楼的大
院子里总能看到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每
天在固定时间循着固定的路线拄着拐杖
慢慢踱步，就连过年都不放假。对于这样
的坚持精神，我们这些出来进去离不开汽
车的晚辈们都十分敬佩。

患上“选择性耳聋” 生活乐乐呵呵
老年人听力逐渐下降是正常现象，在这

个过程中，总会有时而能听见时而听不见的
情况出现，姥爷目前正处在这个过程中。

有趣的是，姥爷听不见姥姥要求他干
活的声音，却可以隔着屋子听到亲戚们闲
聊他的糗事；听不见晚辈们要压岁钱的声
音，却可以听见晚辈们给自己拜年的吉祥
话——我称这样的现象为“选择性耳聋”。

姥爷经常开玩笑说：“你们说别的我
听不见，说我坏话我就能听见。”因为“选
择性耳聋”闹出的笑话也数不胜数。但即
便所问非所答，姥爷也爱和家人聊聊天、
开开玩笑，乐呵呵地过每一天。

睡饱午觉 “战斗”两小时最开心
姥爷爱打麻将，说是“可以锻炼手指

和脑子，脑子不生锈就不会得老年痴呆。”
当然，这还是“健康专家说的”。平时家里
人各忙各的，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陪姥爷
打牌。过年了，我们腾出时间陪着姥爷每
天午觉后“战斗”两小时。不管赢了还是
输了，姥爷都笑呵呵的。他说，结果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玩牌的过程中年轻人们都
放下了手机，你一句我一句，说说笑笑，找
回了消失许久的亲密。

人人都在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的
确，印象中那个腰背挺直、健步如飞，每天
早上带着我到公园早锻炼的姥爷已经变
成了如今这个弯腰驼背、一步一挪的老
人。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时间不会因
为你爱谁而特别善待那个人，我们能做的
只有尽己所能的陪伴，至少能够在每年辞
旧迎新之际，回家过年。

（内蒙古客户端见习记者 刘玉涵）

姥爷生活的新滋味

“当头炮！”“我也当头炮”“上马”
“我也上马”“哈哈，你咋学妈呢”⋯⋯
“吃你一个象”“将！哈，儿子，妈赢了，
再来一局！”

正月初二吃完午饭，婆婆和爱人在
阳台上摆开棋盘，一场象棋大战火热开
场了。婆婆喜欢下象棋，每次回来，母
子俩都会杀上几局。太阳晒得阳台暖
暖和和，我这个棋类菜鸟坐在一旁观
战，看着母子俩你一招我一式，好不热
闹，忍不住用手机“咔嚓”了张照片。

平时忙于工作，回家的次数很少。
春节假期，放下手机，陪父母下下棋，东
聊聊西唠唠，看着婆婆赢棋时灿烂的
笑，想起了那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

（内蒙古客户端记者 赵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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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内蒙古客户端

读书看报好生活

母子对弈，“棋”乐融融。

也许是离家没多久，即使在过年归乡氛围渐浓时，依然
没有那么强烈的归心似箭的感觉，但过年总要回家。登上
回乡的火车，和其他同乡一路走、一路聊，旅途的辛劳在欢
声笑语中淡去。

从呼和浩特到赤峰，实际要走的距离比地图上的距离
遥远，动辄 20 个小时的路程是每位离人难言的辛酸。好在
路越来越好走，越来越顺畅了。同行的人里面有一对情侣，
家都在赤峰，又同在呼市工作，我推荐他们从赤峰市巴林右
旗大板镇下火车，再坐客车到赤峰，虽然要倒车，但是可以
节省近 5 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过年回家而言，这意味着可
以多陪父母 5 个小时。

一路上，我一边和同行的人聊天，一边通过微信解答他
们有关路途上的疑问。“听说大板到赤峰得四五个小时啊？”

“我们能不能赶上明早 6 点的客车？”“我们现在没买票到时
还来得及吧？”我安慰他们：“不用担心，有我呢，最多不超过
3 个小时，考虑到春运列车可能晚点，还是坐 7 点 10 分的为
好，我可以给司机打电话先订两张票。”

火车抵达大板车站，我陪他们吃了口热乎饭，帮他们顺
利拿到票，又送两人上了车。在车窗外，他们向我挥手致
意，车里的灯让我看清了他们的表情——略显困意的脸上，
带着兴奋——那是顺利回家过年的欣喜。

在新闻中、朋友圈中，过年回家的故事轮番上演，主角
则是所有的中国儿女。过年回家是祈愿，是总结，有劫难，
有疲惫，有犹豫不决，更有毅然决然，这些情愫像油画颜料
一样，涂抹出回家之路的完整画卷。我自以为“偏淡”的乡
情，也不禁随着父母的呼唤和愈加熟悉的景色而慢慢强烈，
终于在父母打开大门迎接我的时候达到沸点：“爸、妈，儿子
回来了！”

（内蒙古客户端见习记者 钦柏）

“爸妈，
儿子回来了！”

传统旺火寄托美好心愿。

西湖美
景快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