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任松高 本报通讯员 王汝辉

“村里人都搬进了新楼，叔叔大爷们虽然都在一个小区，可分散
住在六七幢楼里，不知道谁具体住在哪儿，这怎么去拜年啊？”初一
一大早，在文登开发区杜家泊村，回老家过年的王光军犯了愁。

父亲一听，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交给儿子。“不用急，我
都给你预备好了。你看，你大伯在93号楼二单元二楼西，你三叔在67号
楼一单元三楼东……你照着这张‘联络图’挨家走就行了。”父亲说。

拿着“联络图”，王光军心里有了底。他带着妻子女儿首先来到大伯
王志家。80多岁的大伯说，“一把年纪了，还能住上新楼。俺原来的平房
换了两栋楼，一栋140多平方的自己住，另一栋准备卖了。家具、家电全
换了新的，还有两个卫生间，都是座便，住着挺好。”“你看这水龙头，往
左一拧是冷水，往右一拧出热水，这样的生活哪儿找？”大伯母的一句话
把大家都逗乐了。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又是一年春节到，张灯结彩真热闹。一
样的节日，可以过出别样的快乐。

“回谁家过年”，是众多“双独小夫
妻”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市民刘先生是
“ 8 0后”，拥有一个典型的“ 4 2 1式家
庭”，过节，他们更注重的是质量，享受生
活，放松心情。他们没去管“三十婆家过、
初二回娘家”的旧风俗，而是把双方父母都
请到自己家里。厨艺不佳就举家下馆子吃年
夜饭，不爱看春晚就搬出音响DVD开家庭
演唱会，一家七口团团圆圆、其乐融融。

“独生子女一旦成立小家庭，过年时就可
能会冷落一方父母。凑在一起过除夕，不
仅可以省却很多烦恼，而且能够感受到更
浓郁的亲情。”刘先生笑呵呵地说。

而新婚燕尔的李女士和毕先生小两口
则早就筹划好了，带两家老人一起出游，
在香港的旅行中欢度春节。

“一开始老人们怕花钱，有点接受不
了，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李女士说，
“过节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父母操劳了
一辈子，正好借着春节假期带他们出去走
一走、看一看，比起走东家串西家的赶饭
局来，要有意思得多。”

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一样选择远游
过年的人不在少数。某旅游公司的张经理
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出境游情况很好，如
果还想报名的话，只能等到正月十五以后
了。

更多的市民则选择近郊游。春节前夕，
陈女士跟一帮朋友在网上团购了滑雪票。

除了游玩之外，春节期间许多人将目
光投向了健身场所，邀几个朋友打打球、

游游泳，既舒活了筋骨，又联络了感情。
今年春节，省城正常营业的健身场所都人
气很旺。

大年初二下午，在济南一家体育场
馆，记者看到乒乓球、羽毛球场地上活动
的人熙熙攘攘，游泳馆、健身房也同样热
闹。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固定来的一些
顾客外，还有不少生面孔也来锻炼，很多是
首次办卡，都准备在蛇年为身体充充电。”

在省城某事业单位供职的代女士由于
总是坐办公室，很少活动，常常食欲不
振，颈椎疼痛。为了能让自己重新焕发活
力，她特意赶在春节前与要好的同事相
约，一起办了健身年卡。“和朋友一起来
跑跑步、做做瑜伽，出出汗，是一种很好
的愉悦身心的方式。”

一家健身俱乐部的王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俱乐部从正月初一到十五都向市民开
放，这两天的整体客流量要比往年增加两
成。

春节假期，也有些上班族选择宅在家
里，看书上网，享受难得的轻松与惬意。

公司职员刘先生说：“平时忙碌的生活已
经让我觉得很累了，节假日终于可以放慢
脚步略作停歇，补充睡眠。”

无论是旅游健身，还是团圆聚会，亦
或休息充电，春节长假中的每个人都有着
自己心仪的过法，过法虽不同但祈愿是相
通的，那就是：快乐、健康、平安。

对于“过新年、新过法”，不少网友
也通过微博发表了看法：要过感恩年，多
陪伴父母长辈，多祝福亲朋好友；要过
“光盘”年，按需定量，健康饮食，避免
浪费；要过绿色年，践行“135”出行方
案，即1公里内步行，3公里内骑自行车，
5公里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节能减排，
强身健体；要过祥和年，减少燃放烟花爆
竹，避免污染、火灾、噪音……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忠武教授表示，
过年方式一直在变，但是老百姓追求和
谐、团圆、欢庆的愿望没有变。作为一个
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春节传统应当保持
和传承下去，可以在丰富过节形式上多想
办法，彰显其传统文化魅力。

一样的春节，别样的快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过法，过法虽不同祈愿却相通

带着“联络图”拜大年

□ 本报记者 宋庆祥

我们几家要好的同学、同事，约好大年初二中午聚一聚。今年轮
到我做东，我早早在聊城市委第一招待所订了一桌菜。

11点多，我走进招待所餐厅，问服务员：“今天客人多吗？”他
说：“满满的，一个空桌也没有。”

我点了4个小菜，8道热菜，过年油水大，以素为主。我点菜的时
候，熟人赵子枫老师也来点菜。他说：“今年是闺女出嫁第一年，姑
爷今天来拜年，在家待客太麻烦，年前就在这儿订好了桌。”

随着公务接待的减少，招待所经营方式改变了不少，年前就宣
传：供应平价酒、平价烟，也可以自带酒水，饭菜没有最低限价，可
以根据自己需要自由点菜，多少都行。

我的邻桌，四男三女两个小孩，桌上摆着白菜炖豆腐、酱猪蹄、
芹菜炒肉丝、炸藕合、炸鱼等8个菜，男人们喝的是二锅头，女人孩
子喝的是果汁。我顺便观察了十几个饭桌，看到喝得最好的酒100元
一瓶，多数是20元、10元一瓶左右的酒，菜基本上没有剩。有个桌剩
了两个馒头，主家要了个塑料袋打包带走。

收银员说：“今天都是自费的客人，没有公费接待。”

桌桌尽是“自费客”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丁琦钊 李捷

2月10日，大年初一，微山县夏镇街道敬老院303房间里，新婚不
久的八旬老人张继友、王翠兰老人看着由7名雷锋志愿者组成的“特
殊家人”来拜年，心里暖暖的。

这对新婚夫妇去年11月23日结束了长达23年的爱情长跑，在夏镇
敬老院里喜结连理。现年80岁的张继友是夏镇街道纸坊村人，之前一直
没有成家，1989年外出打工时认识了孤身生活、长他3岁的河南人王翠
兰，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却彼
此相互牵挂。三年前，年事已高的张继友被安置到敬老院，民政部门得
知两位老人的情况后，特事特办，将王翠兰接过来并安排入住，还帮
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是饱经沧桑的两位老人婚后第一次过大年。

而7名“特殊家人”为了弥补老两口没有儿女绕膝的缺憾，经常
来看望老人。这两天，他们为院里所有的老人打扫卫生、贴春联、包
水饺、下水饺、表演节目，营造浓浓的节日气氛。两位老人和敬老院
里其他50多名老人一起吃上了团圆饭。

耄耋新婚老人的温暖年

□ 国 乐

我的老家是招远市张星镇枣林姜
家，今年春节回家遇到的一些“尴尬
事”看起来似乎无厘头，但凑在一起却
耐人寻味：

之一，我的侄女从小在烟台市区长
大，第一次回老家过春节，看到家里的
茅坑，憋得直哭也不肯上厕所。

之二，因天气寒冷，我的夫人一进
家门就钻进了被窝，不到吃饭时间不下
炕，按家乡风俗出嫁的女儿初三才能回
娘家，但她大年初一吃过早饭就执意回
了城里娘家。

之三，本家侄子做液化气生意，去
年花20多万买了辆轿车，除夕那天开回
老家。村子里的街道至少几十年未改
过，一般的巷宽不过两米，所谓的大街
也只有四五米，街边除了放点杂物，连
拖拉机都不能放。侄子把车先是放在村
南空地上，不放心又开到村西与几辆车
放在一起，最后放在粉丝厂院里才算过
了个放心年。

之四，除夕那天家里大扫除，姐夫
推着一车子垃圾咣当一声就倒在了村南

的河道里，我问怎么能倒在这里，他说
不往这里倒往哪倒？夏天一场大水就冲
啦……

村支书姜好武到家里来看我，问到
村里的情况，他说现在也就二百四十来
户，基本上都种苹果，还有上山开采石
头的，有自己开石材加工厂的，平均一
户一年收入三万元左右，很多村民在城
里置了楼房，加上儿女在城里工作的，
大概得有百十户在城里有了房子。我说
了遇到的那些“尴尬事”，他笑了半天
说，这些年村民对改善居住条件、居住
环境都有强烈愿望也肯花钱，但这些事
靠一家一户一村一店办不成，得靠社区
建设、政府配套才能一揽子解决。

初一那天，我给本地一位富裕村的
一把手拜年，他拿出一张招远地图在我
面前“摆活”：老张星镇许多村的地下
水因粉丝厂污染而不能喝了，老宋家镇
因满地石材加工厂的粉尘污染老百姓很
受伤害，这两个老镇合成了现在的张星
镇，就该由政府出面规划整理各种工厂
安置，规划安排村民集中居住，否则厂
不像厂、村不像村，都有意见。他直言
不讳地说：现在从中央到下面都在说城
镇化，农民有着强烈的期盼，但需要基
层政府大作为、真作为，否则城镇化就
是一句空话！

过年的尴尬

□ 文 川

父母退休后常回老家住，今年又整
修了房子通上暖气，把90岁高龄、卧病
在床思乡心切的祖母从城里接回老家安
度晚年。老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于
是离乡多年后，我第一次带妻儿从城里
回到那个偏远的村庄过年。

故乡的年味浓啊！单说大年初一，
到家里给祖母拜年的老老少少就一拨接
一拨，祖母半躺在临窗的大床上，整个
上午都安祥、满足地笑着，比在城里住
高楼时显得“阳光”了许多。

到乡亲家串门拜年，眼见一家家生
活宽裕了，不少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
子，心里很是欣慰。但除夕下午的一件
事却让我如鲠在喉，让这个原本温馨美
满的春节打了不少折扣———

下午一到家，父亲就带我们去看望
几个患病老人。到第一家时我就被老人
简陋至极的住所惊呆了：一间低矮、破
旧的偏房，没有窗子，残缺的门缝里，
透进来的是寒风和潮气，独独透不进阳
光。屋里阴冷得很，散发着霉味，一条
小狗在简易木板床下瑟瑟发抖。

老人80多岁，几年前还住在正屋，
虽也简陋，但至少还算宽敞，至少有起
码的家具，至少能透进阳光。那时老人
腿脚还灵便，人也勤快，单身一人把庄
稼地和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

如今，老人上了年纪干不动农活
了，人也有些痴呆，在外打工的儿子儿
媳回来接管了农活和家务，经过一番整
修后也“接管”了正屋，老人就住进简
陋的阴暗杂乱的洒不进自然和亲情“阳
光”的偏房。

回家问母亲“怎么会这样”？母亲
说，村里还有好几户这样的——— 老人东
拼西凑给儿子盖了新房娶上媳妇，没能
力再给自己翻修老宅，老了、病了只好
住在偏房或旧房、危房，平时也无人照
看，有的连政府发的养老金、救济款也
拿不到手。除夕下午看望的几位老人，
境况大抵如此。

“这事得有人管管啊！”从小在城
里长大的妻子说，“要是把他们集中供
养起来就更好了。”

不禁唏嘘。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老
来受尊重，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种特
权。中国古人亦有云：孝顺还生孝顺
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为老人，也为自
己，请给他们一个洒得进“阳光”的房
屋吧！

除夕的唏嘘
■回乡走笔 ■回乡走笔

□记者 房贤刚 李勇 宋学宝 王吉祥 报道

民俗里年味浓！
齐鲁大地民俗多，民俗里面年味浓。2月11日，大年初二，济南泉城广

场，一民间艺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糖画(左图)。尽管天气寒冷，可广场上

正在举办的民俗文化艺术节热闹非凡，拿到糖画的小朋友乐了（右三）！市

民在青岛民俗文化庙会上猜灯谜（右一）。潍坊金宝乐园大门前，民间艺人

捏出的面人、泥人等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右二）。众多游客到

水泊梁山风景区参观、体验“好汉民俗”（右四）。

（上接第一版）“要真正解决负荷骤高影响区域供电安全的问题，还
得等真正实现了城镇化。”贾瑞亮说，只有把村民长久地留在村里，保持
用电量的稳定，才能减少因人员流动给电网稳定运行带来的冲击。

“不会太久了，前几天到街道开会，听街道办主任说，中央提出
加快城镇化建设，街道也作了通盘的规划，村里要搞个运输公司，为
河东区五金批发市场服务；村里再开一家工艺品厂，那时家家都要有
二层楼，家家都要上节能电器。要让每年过年村里的返乡流，变成常
年返乡、留乡。”村委会主任崔茂文对巡线的贾瑞亮说，“外出打工
不是长法，要想过上大城市的生活，还得在家门口想办法。”

“村主任，真是这样的话，我就辞了苏州那边外贸专工的职位，
给咱村打工搞外销。”在苏州一镇办企业做外贸专工的崔新说。

据统计，今年春节，全国近六成农民工要在当地待两周左右；而
近九成农民工两周后还要继续返回原来的打工地。我省有4169个春节
返乡集中村。如果和崔家庄一样的这些“空巢村”能尽快实现城镇
化，那么，村里的老小就不会在这两周内几乎须臾不离地跟在外出务
工的儿女和父母身后，享受难得的团聚时光；而在两周后，他们也不
会又要长年忍受着青壮年在外务工、老小在家期盼的痛楚了。

□ 本报记者 刘芝杰

腊月二十九下午，在莒县老家贴完春联，照例到大爷家看看能不能
帮上忙，一走进屋里，就看见大爷和大娘在炕头上忙着贴“炕头画”。

“你看你大爷，我赶集买的新年画扔一边不贴，逮着村里发的这
个当宝贝一样，贴了半墙。”在炕头递胶带的大娘指着椅子上一摞崭
新的年画，有些不高兴地数落着大爷。大爷在炕头上说：“这个你不
懂，这是镇里发的，一张画上有图画有日历，还有这个‘党群民生服
务热线’的使用说明，咱们农民需要知道的事上边都写了，有什么问
题可以对照联系，方便着呢！”

记者仔细端详起已经“上墙”的新年画，只见这种设计美观、印
刷精美的画下半部分分别是十条《文明公约》和莒县陵阳镇党群民生
服务热线的使用指南。党群民生服务热线提供的5大类服务分别为：
有奖举报类、申请救助类、信访举报类、行政事业服务投诉类以及其
他社会信息。“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有什么做不好的，乡亲们都能通
过这个热线去告状。”陵阳镇东上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延国对这种新
“炕头画”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炕头年画换新记

□孙先铭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省煤矿春节期间继续

实施领导带班和安全生产调度24小时值班
制度，并启动安全生产“零汇报”制度，
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

我省220处生产煤矿全部实施节日期
间领导带班和安全生产调度24小时值班制
度，启动安全生产“零汇报”制度，每天
16：00前由省煤炭工业局调度指挥中心汇
总当天全省煤矿安全生产情况。同时，省
煤炭工业局提前明确了煤矿停产督查细则
和复产验收标准，严格落实节后煤矿复产
检查验收工作责任制，实行签字确认和责
任倒查机制，对达不到安全要求的煤矿，
一律不得恢复生产。

我省启动

煤矿安全“零汇报”

□孙秀君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春节期间，中国石化山

东石油分公司充分发挥成品油供应的主渠
道作用，多措并举保节日油品供应。该公
司根据目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完善了
《山东成品油应急预案》，并成立了成品
油市场保供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完善了库
存预警体系，关注各油库进销存状况，保
证资源稳定供应；对高速公路口、城市中
心等客流量大的加油站进行全天监控，及
时跟进。

山东石油

多举措保证节日供应

□薄克国 焦兰坤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从2月8日青岛港春节生

产大会战打响后，5000多名工人坚守岗
位，四大港区争先恐后，九大装卸公司你
追我赶，连创15项纪录30多项佳绩。

2月9日除夕夜，集装箱作业单班完成
集装箱作业箱量18177标箱，取得了新港
区集装箱装卸28705箱的好成绩。在“韩
进蒙德拉”轮作业中，青岛前湾集装箱码
头有限责任公司以船时效率238自然箱/小
时，一举创造了韩进船公司在全球所有码
头作业船时效率的最高纪录。

青岛港：

“大会战”创15项纪录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黄鸣

腊月二十九一早，济宁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儿童配餐室里就响起了
“锅碗瓢盆交响曲”——— 为让中心近百名的脑瘫儿童过个不一样的大
年夜，工作人员决定从改善饮食入手。

记者看到，一份特殊的春节食谱包含有宫保鸡丁、粉蒸肉、清炒
西兰花等十四道菜，同时，菜谱后面还附有一张表格，分别标注着每
个脑瘫孩子的特殊饮食需求，如流食还是半流食，按照孩子发育情况
应该掺多少奶粉、蛋黄以及果蔬汁等。

“尽管脑瘫儿童也会和其他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但他们无法自主
咀嚼食物。”护理员周琳琳说，他们根据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和口味喜
好，将美味的年夜饭用搅拌机打碎，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孩子们吃。

儿童福利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在脑瘫儿童的“除夕套餐”里，康
复训练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在装饰一新的作业治疗室，康复师孙普照
握住脑瘫儿童朝阳的小手帮他伸缩关节，以便使他的肢体更加柔软。
孙普照坦言，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就是支撑他坚持做下去的动力。

脑瘫儿童的“除夕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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