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6 日记者搭乘 K274 次呼和浩特
至满洲里列车，39 小时穿越 4 省市、横跨大
半个内蒙古，和回家的旅客一起体验春运
路上的酸甜苦辣。记者搭乘的这趟列车，
最早开行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几经调整，
2008 年 12 月 21 日列车运行区间固定为呼
和浩特至满洲里。

为了确保旅客托运行李的绝对安全，
即便在寒冷的冬天，列车行李车厢内也是
不供暖的。搬运工们只能利用短暂的停车
停靠时间往行李车厢搬运邮寄的包裹。短
短 20 分钟内，4 名搬运工搬运了 363 件包

裹。
1 月 17 日一大早，一位小“候鸟”早早

坐到车窗前，眺望着外面的风景。他的父
亲戴先生介绍，他们夫妻在呼和浩特安了
家，老家在赤峰，平均半年回一次家，下午
就要到家了，这位小朋友说一点儿也不累，
希望快点儿到家。

“香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
回家的途中大家都应该碰到火车上销售的
大哥、大姐吧，只要你坐过火车，就一定知
道，列车上的推车售货员在无论多窄、多曲
折的列车走廊，他们总能穿梭自如，简直是

“神一般的存在”！
自打列车驶入东北部地区，气温降至零

下三四十度，列车卫生间都结了冰，为了保证
卫生间能正常使用，列车员小苑赶在旅客起
床前，用开水给卫生间解冻。热水激起难闻
的雾气，小苑屏住呼吸抄起工具一鼓作气，疏
通了管道。

1 月 18 日 14 时 19 分，K274 次列车准
时到达终点站满洲里。伴随着最后一波旅
客的下车，39 个小时的“春运日记——温暖
回家路”直播活动也结束了，但回家的路还
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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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瞅会电视，中央电视台的一
条回家过年的公益广告，惹的衡志明和老
伴心里乱糟糟的。夜色已深，老俩口久久
不能睡去，脑子里浮现的总是公益广告中
的画面。

“枕边风刮得睡觉都睡不好。”第二天
天还没亮，衡志明的妻子早早的就醒了。
她叫醒了衡志明，开始念叨女儿今年在哪
过年？啥时候回来？一大早顶着两个黑眼
圈的衡志明别再想睡好。

“‘总指挥’下令，任务必须完成。”妻子
在家有一种领军人物的风范，她经常指挥
老衡干这干那，衡志明有时称呼她一声“总
指挥”。衡志民的女儿一家住在乌海，外孙
张贺然放假在家。“总指挥”最近每天都要
和老衡提把外孙先接回来的想法。眼瞅着
年关将近，一连几天睡不好觉的衡志明只
好妥协。1 月 12 号，衡志明从赤峰坐火车
赶往了乌海。

“接外孙回老家过年那当然高兴了！”1
月 25 日，从乌海市到赤峰市的衡志明爷孙
俩，有说有笑，有玩有闹地来到了呼和浩特
火车站，转车回赤峰老家。在候车厅张贺
然抱着一桶泡面吃着正香，一旁的衡志明
看着都开心。

“回谁家过年都是应该的。”衡志明说
起接外孙回赤峰老家时，女儿、女婿对今年
在那过年还有些纠结，衡志明当时就猜出
了他们的心思，“都是一家人，回谁家过年
都是应该的，今年回我家，明年回你家。”衡

志明也顺利地获得了外孙的同意跟着他回
赤峰过年。“其实我也偷着乐。”虽然是“总
指挥”下令，先接外孙回老家，再等女儿和
女婿放假了也一起过来这边过年。但是不
采取些小手段怎么能获得这个先机？

“说起过年，家家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听
故事时间过得很快，衡志明和外孙又要踏上
行程。临走前，张贺然又给记者讲了这样一
个事，“过年时，姥爷总会给妈妈讲当年的故
事，妈妈总会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等我以
后也要给我的孩子讲我们今天的故事。”

接外孙回家过年

临近春节，他乡的游子，“你回家了吗”这一问题，
取代了平时“吃了吗”的寒暄，总会不断被提起。“回不
回家”成为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心中最大的关切。

奋斗，是不能回家的好理由，尤其是对那些事业刚
刚起步的年轻人，美好的前景和眼前的压力都一样真
实。

季静达是个性格开朗乐观的 90 后男孩，毕业不到 3
年 ，已 经 成 为 一 家 国 际 连 锁 餐 饮 企 业 的 门 店 副 总 经
理。今年过年，他依旧不能回到满洲里的老家过年，因
为要在除夕和大年初一待在呼和浩特的分店里值班，
而他已经在这家店里吃了 3 年的年夜饭了。

谈到年夜饭，季静达对记者说：“我很想念父亲做的
松鼠桂鱼，以前在家过年时，除夕一整天父母都在忙碌
着准备年夜饭。今年家里又是一个没有我的春节，虽
然父母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我还是对他们很愧疚，只能
用努力工作补偿父母的爱。”

季静达是公司重点培养对象，只要认真工作就有升
职的机会，这让他觉得很有盼头。“我现在的主要工作
目标是朝着店经理前进，达到了这个目标，将来的工作
选择面就更大一些，将来没准能做到区域经理，那样也
许时间能相对自由，会有时间在节日期间回家陪陪父
母。”他聊着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断给自己打气鼓劲。

在 这 家 店 里 ，过 年 的 气 氛 便 是 一 番 热 火 朝 天 的 景
象。一群不能回家的年轻人浑身是劲，“野心”透在一
张张脸上。在奋斗的年纪，他们把一缕缕乡愁转化成
前进的动力。

乡愁化作前进的动力

在呼铁局，有一对让人羡慕的 80 后小夫妻，丈夫叫安
奇，是呼铁局集宁机务段呼和浩特车间的一名火车司机；
妻子叫庄来阳，是呼铁局包头客运段的一名列车员。今年
春节，他们不能在家陪伴家人，两人同时在工作中度过节
日。

夫妻都在铁路工作，优点是互相能够理解对方的工
作，缺点就是聚少离多，安奇和庄来阳每 8 天见 2 次面，平
均每次见面只有 24 小时，甚至仅是一晚上就得分开，但是
他们也会尽可能地利用工作中的“邂逅”来弥补生活中的
分离。庄来阳说：“有一次我所工作的列车到达张家口，正
好赶上他的班，我们就在站台上互相招招手，他就赶忙去
接车，他在前面开着火车，我在后面为旅客服务，那对我们
来说，就是别样的相聚”。

在 2015 年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宝宝，宝宝过完
1 周岁生日，庄来阳就把哺乳停掉，主动投入到了工作
当中。养儿方知父母恩。安奇说，有了孩子之后，他们
更明白了父母的恩情，现在，俩人只要休息都要陪孩子
和父母，想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对于这对小夫妻来说，
每一次的见面都是团圆，每一次的全家吃饭都是“团圆
饭”，春节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他们会珍惜每一次与亲
人的相聚时光！

别样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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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有多少人千里迢迢跋山涉
水回到故乡，只为慰藉那份刻骨的亲情。
离春节越近，越让那些归心似箭的人增加
了几分迫切的心情。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1 月 26 日，抽
空出来买年货的杨雪芹车上放着欢快的歌
曲。这位 1990 年出生的女孩，留着干净利
落的短发，搭配着一副框架眼镜，休闲的穿
着会让人误以为是一个学生，想不到她已

经是一家小饭店的老板。
杨雪芹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巴盟女孩，

自 2008 年以来呼和浩特读大学开始，已经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 8 个年头，“我大学刚毕
业时几乎什么都干过，服装导购、公司文
员、淘宝客户⋯⋯多得几乎数不过来，由于
工作的原因我很少回家过年。”回想过去，
这位年纪不大的女孩有太多感慨。

“家是永远的牵挂。纵使外面的世界

再精彩，也改变不了我与家的联系。有人
说，他乡如恋人，家乡如母亲。到哪也始终
比不上回家饭桌上那一碗热腾腾的杀猪菜
和暖乎乎的热炕头。”

今年杨雪芹通过努力，全款买了一辆汽
车，小饭店1月26日闭店，她开着新买的小车
奔向回家之路。“过完年回来，我一定要带些
土特产送给这几年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杨雪
芹在回家过年的期待中美滋滋地计划着⋯⋯

家是永远的牵挂

春节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就有
一位不能回家过年的人，她以独特的方式
品尝着一个人的年味儿。

大年初二，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里仍然
有一群忙碌的身影。“谁都想回家与家人吃团
圆饭。可是如果大家都走了，这活儿就没人
干了。”在自治区气象局内，记者见到了首席
气象预报员孟雪峰。孟雪峰老家在兴安盟，
自1989年到气象局工作以来，已经在这个岗
位上工作了28年。

“说实话，每年春节基本都会轮到我上
班，对于过年不回家，我早已习以为常。”孟
雪峰告诉记者，气象预报员就是要耐得住
性子，每一个小细节不能有丁点马虎，否则
会影响到整个气象服务工作。无论在什么
岗位，都得做自己该做的，干好自己该干的
事。

孟雪峰告诉记者，现在人们过年时常
会外出游玩，对天气的关注度也相应提升

了。因此，每逢节假日，气象预报员的神经
往往绷得更紧。春节期间，大家都要做好
每天的天气会商，制作预报服务产品，再通
过邮件、传真、短信、电台连线等方式发布
气象资讯。

“我 85 岁的母亲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
去世了，按道理今年过年，我应该回老家去
祭拜一下才对，但是由于工作任务重，我还
是选择留了下来。”孟雪峰说。

对于家庭，孟雪峰说自己有着太多的亏
欠，“妈妈去世后的那几天，本来我是请好假
的，但是单位突然有急事，要我必须回来工
作。家里亲人们对我的工作表示充分的理解
和支持，这样让我太感动也太愧疚了。”说到这
里孟雪峰的眼眶开始泛红⋯⋯

不能与家人一起辞旧迎新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通过气象预报员们的不间断工作来时刻监
测着天气，保障着大家的安全，这种守护又何尝
不是另一种对家人的陪伴呢？

一个人的守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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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北红

一个人过节也要有年味儿

。

孟雪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气象员。

“小候鸟”回家啦！

爷孙俩有说有笑。

·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