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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周晓晴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春节期
间，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离乡与子女
团聚。70岁的周仕江、71岁的刘洪美
夫妻便是如此。今年是他们在青岛过
的第三个春节。“过年的时候，和女
儿一家人在一起很热闹。”刘洪
美说。
　　周仕江、刘洪美老两口是临朐县
寺头镇人，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靠着勤劳的双手，供出了三个大
学生。儿女们大学毕业后，陆续张开
翅膀飞向远方：大女儿在黑龙江省一
家医院当护士，二女儿在青岛一家外企任
职，小儿子则远赴云南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
儿女们都非常孝顺，但因为距离和工作不能时常回
家，都劝他们搬到一起生活。小小的山村虽然生活有
诸多不便，但亲戚朋友都在这里，还能种种菜，老两
口总是舍不得离开。
　　随着老两口逐渐上了年纪，偶尔生病，远在外地
的儿女来回跑。见不得孩子们奔波辛苦，老两口选择
妥协，答应搬到青岛随二女儿生活。“刚来的时候挺
不适应，现在周围的环境都熟悉了。”刘洪美笑
着说。
  在老家过年，从进农历腊月门就开始准备年货，
买新衣服、糖瓜、蔬菜、鱼肉……再加上大扫除、包
水饺、贴春联，一直忙活到除夕。过了除夕夜，大年
初一拜年，大年初二回娘家。“过了元宵节，年才算
过完了。”刘洪美说，如今在外过节，少了老家那些
复杂的流程，虽然少了一些年味，但与家人在一起，
在哪里过年都好！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青州市王坟镇前黄马村34岁的尹宏波是一名特
警，今年春节由于要执勤，他只能在天津过节，无法
回家与父母团聚。尹宏波已经工作十余年时间，由于
工作需要，多年春节没能回家过。每到春节，他格外
想念家人，想念老家的一草一木。
  尹宏波说，回想起小时候过春节的场景，他总
是特别怀念，那时候晚上就提前将新衣服放到床
边，凌晨起床穿好，与叔叔家的兄弟姐妹一起挨家
挨户拜年。拜年结束后，小伙伴们就会一起数糖，
看谁的糖最多，那时候拜年更多的是为了要到糖
果。长大后对糖果已经没那么期待了，出去拜年更
多的是为了看望长辈，给长辈送去新春祝福。
  参加工作后，尹宏波回家的时间很少，一年到
头有时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一趟，每次春节回家，他
都会在村里挨着走走。很多长辈见到他已经认不出
来，每当这时他会主动上前报出自己的小名。
  今年春节，尹宏波大年初一要值班，他和同事们
需要走街串巷巡逻，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虽然因为
执勤不能回老家过春节心里有些许遗憾，但是想到

自己工作的意义，他心中充满自豪。父母对他
的工作非常支持，每次春节不能回家，父

母都会自豪地告诉乡亲，儿子是一名
特警，因为执勤不能回家过节。
  有时候遇到除夕执勤，尹宏波会
与同事们一起吃年夜班，大家都会说
一说自己家乡过春节的习俗。虽然不
能与家人团聚，但能跟同事一起吃饭
过节，他觉得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这些年来，尹宏波虽然一直在外
地，但是他却关注着潍坊的发展。潍
坊发展迅速，他在外说起自己是潍坊
人十分自豪。
  在新的一年，在外工作的尹宏波
希望能给潍坊老乡送上新春祝福，祝

福大家龙年大吉、幸福安康！

周仕江、刘洪美夫妇

与家人一起，在哪里过年都好

尹宏波

春节值守在岗，守护一方平安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这是我和家人第一次在云南西双版纳过新年，
这里植被茂密、环境湿润，非常舒服。”王乐书说。
　　今年60岁的王乐书家在高新区，擅长水墨画。他
退休后，有了更多时间专心创作。此前，王乐书和朋
友曾多次到西双版纳写生，当地的自然环境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王乐书希望到西双
版纳，通过写生、休闲的方式，度过一个与众不
同的新年。和家人商量好后，王乐书和妻
子、朋友在2023年11月29日来到西双
版纳。
　　眼下，西双版纳木棉花、火焰花、
三角梅花开得正艳，为王乐书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素材。他以独特的笔墨书写自
然之美，每天沉浸在绘画世界中，乐此
不疲。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野象谷、森林公园等地，都留下王
乐书和朋友游玩的足迹。在他们居住的
寨子里，路边自然成熟的菠萝蜜、木
瓜、香蕉等可以摘来吃。宜人的气候和
充足的光照，让这些水果格外香甜。
　　到西双版纳过新年的游客来自天南
海北，王乐书和妻子早已适应当地的生
活。他们租的房子配套设施齐全，可以
自己做饭，也可以到寨子里吃。特别是傣
族、哈尼族风味美食，原材料多是百姓自己种
植的蔬菜、散养的鸡鸭等，吃起来美味可口。“在
这里胃口也变好了。”王乐书笑着说。
　　王乐书的女儿是一名老师，学校放假后，带着孩
子一起来到西双版纳团聚。北方小年夜当天，王乐书
一家和朋友订了两桌团圆饭，浩浩荡荡20多人欢聚在
一起，共同把酒言欢。在王乐书看来，尽管身在他
乡，但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就像在家一样，气氛格外
热烈。
　　“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我们计划和朋友互相串串
门、拜拜年，祝福大家新年新气象，生活幸福美
满。”王乐书说。

王乐书

在美丽的西双版纳过新年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唐子雯

  “春节大家都放假，带上孩子换个地方过春节，
更有新鲜感，家人也高兴。”春节前夕，家住寒亭区
书香苑的李逸鸣全家出动，前往乌鲁木齐，希望在异
地度过一个别样的龙年春节。
　　李逸鸣去新疆过春节的念头始于短视频上的风景
推荐：气势磅礴的莽莽雪原、晶莹剔透的桦林雾凇、
白雪皑皑的冰湖、美如仙境的禾木，还有状如明镜被
群山环绕的天山天池，这些美景让他魂牵梦绕。“想
去新疆已经两年了，今年我父母的很多朋友选择去海
南过年，我父母也松动了一定要在家过年的想法，我
提议去新疆，我们就一起来了。”李逸鸣说。
　　冬日的新疆不是旅游旺季，却也有别样的美丽，
雪后化身为冰清玉洁的冰雪世界，厚厚的雪压在树杈

上，树木好似变成了深海中的珊瑚，行走在新疆
的街头，感受新疆独有的绝景。
　　李逸鸣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带妹妹体验滑
雪，新疆雪场蜚声中外，来到新疆滑雪是必然
的选择。从乌鲁木齐驾车一小时，就来到了乌
鲁木齐南山滑雪场，李逸鸣为妹妹特意请了教
练，从基础道的双板到高级道的单板，妹妹很
快成了滑雪高手，驰骋雪场，玩得不亦乐乎。
新疆景点分散，李逸鸣以乌鲁木齐为中转站，
自驾去了禾木、昌吉，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
独特的风土人情，用餐时维吾尔族少女载歌载
舞，灵动的舞姿令人赞叹。
　李逸鸣对新疆的美食也评价非常高，他预约

了乌鲁木齐的网红餐厅“楼兰秘烤”，这是新
疆朋友推荐的正宗新疆菜，浓郁的酸奶加上蜂蜜，鲜
嫩可口的烤肉都让他们一家连连赞叹。虽然是正宗新
疆菜餐厅，但是游客比当地人还要多，春节前夕，游
客们齐聚在这里，把酒言欢，别有一番风味。

李逸鸣

一家人到新疆过别样春节

他
乡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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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
暖

  人 在 哪
里 ， 家 在 哪
里，年味就在
哪里，人在他
乡过年一样温
暖。我们来看
一看，身在外
地的潍坊人是
怎样度过这个
春节的。

王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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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鸣

  周仕江、
刘洪美夫妇与
小外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