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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14年，寿光实施畅行安居工程，继续推进城
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全面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
改造，着力改革城市公交运营模式，新开通公交线
路15条，让百姓出行更便捷。

实施畅行安居工程推进公交一体化改革

从城里到乡下，
交通没有“肠梗阻”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年糕：父母的牵挂年年高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农历小年
这天，家住寿光台头镇北洋头村的张兰芬就开
始忙着置办年货，蒸年糕是她的拿手绝活儿。

在农村，炊烟一起，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上了年纪，腿脚慢了些，73岁的张兰芬凌晨4
点半就开始生火烧柴，准备蒸年糕。

“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
汇报人间的情况。”张兰芬说，“这一天，咱
老百姓就开始蒸年糕。因为年糕又黏又甜，既
能粘住灶王爷的嘴，还能让他口中带着甜味
儿，上天帮咱说好话，全家有好运气。”

一边生火，张兰芬一边口述制糕过程：将
筛选好的红枣洗净，放入沸水焯一分钟，捞出
控干。然后将黍米面中放入红枣，搅拌均匀，
慢慢加入温水，将面揉至没有干粉为止。最后
将面团握成半球形，大火蒸60分钟，年糕就蒸

好了。蒸年糕对和面、火候都要求很细致，但
已经做了30多年年糕的张兰芬则是信手拈来。

张兰芬和老伴郑树宝有一儿一女。“儿子
在南京定居了，平时见不着，就等着过年回来
团聚。孩子们说外边卖的年糕不香，都喜欢吃
自家蒸的。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多做一些，给儿
子8对、给闺女8对。”郑树宝笑着说。

为了祈求来年的好运和儿女的幸福，张兰
芬老俩每年都是亲手做年糕、蒸饽饽、炸年货
迎接新年，期盼着儿子、闺女回家团圆。

春联：手写的更有年味儿

“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一句俗语道
出贴春联对老百姓过年的重要性。每逢春节，
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火红的春联，喜庆之余，更
显得阖家幸福兴旺。

文家街道西陈村村民张连德今年71岁，一
进腊月，平时爱好书法的他就显得格外忙。

“过年要是图省事，年味儿就少了，春联
还是自己写的好。一进腊月，村里几个老伙计
就跟我‘预约’，要我写对子。”张连德说，

“腊月十三，邻村还有个找我写的，说是大
门、北屋、西屋都要贴，我昨儿晚上一直写到
大半夜。咱啥也不图，就图个高兴。”

张连德回忆，以前在村里，最受欢迎的人
就是会写春联的人，他父亲因为书法功底深
厚、人缘又好，年年被村民“邀对子”。

说起父亲的对子，张连德很是得意：“腊
月二十以后，家里就没断过人，全是找父亲邀
对子的。农村院子屋多，有的一家就需要近10
副。”尽管腊月里很忙，而且写春联也不赚
钱，张连德的父亲还是认认真真地给村民写对
子，“现在家里还有父亲以前写的对子，不过
不舍得挂，怕旧了。”

拿到张连德写好的春联，村民李国福说：
“我挑句子老张写，连写了七八年了没重样
过。老张的书法也越发精进，让人佩服。”

新衣裳：奶奶做的小棉袄

今年58岁的郑美云，半辈子都在和针线打
交道。“穿着奶奶做的小棉袄，我就是奶奶的
一块宝。”4岁的小孙女琪琪在郑美云身边摆

着积木唱着歌。
腊月十八，郑美云开始给孙女做新棉袄，

不到一个星期，新棉袄就差几个针脚了。“琪
琪站起来，穿穿看新棉袄得劲儿不？”郑美云
拿着快赶完的棉袄对琪琪说。

“现在小孩子衣服多了，不像以前，只有
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但是衣服再多，我每年过
年也要做一件新棉袄给她，买的再好也代替不
了手工做的。”郑美云说。

“过年，是老人们老去，孩子们成长。过
年奶奶给做的新棉袄，是老人表达自己对孩子
成长关爱的最好寄托。”今年28岁、从小也是
穿奶奶做的棉袄长大的马云波说，“以前过年
从来不买新衣裳，就等奶奶做，就像是一种习
惯和期盼。”

因为家里孩子多，马云波的奶奶一年要做
5套棉袄棉裤。如今奶奶过世了，马云波想起
小时候趴在奶奶身边看她戴着老花镜缝衣裳的
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马云波说，奶奶把对自己的爱都一点一滴
地缝进了棉袄里，“14岁那年是奶奶最后一次给
我缝棉袄，现在我穿不上了，留给孩子以后穿，
让孩子知道这件棉袄就是我们当年的名牌。”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2月18日，农历腊月三十，寿光市圣城街
道刘旺村年集如期而至。与平时的集市不同，
炸货、对联、花鸟鱼虫、年糕、烧纸票子和干
果成为一年中最后一个年集的主角。

在年集里一进一出，兆祥小区居民刘兰英
和老伴郭正清置办的年货装满了一电动三轮
车。“买了4盆花、6副对联，称了6公斤野山
羊肉、8对年糕和2袋炒花生。”刘兰英说，家
里孩子多，大孙子又是第一次领对象回家过
年，所以多置办一些，显得隆重。

刚出集市口，刘兰英老两口遇到了刚从菜
博会年集置办年货回来的二女儿郭美萍一家，
小外孙李黎明马上跑下来看三轮车上有什么年
货。“孩子们都喜欢吃羊肉串，今年家里新买了
烤箱，过年可以好好吃一顿了。”刘兰英说。

小辈儿掌勺年夜饭

“今年我学会了做麻辣鱼、油焖大虾、鱿
鱼芹菜丝、干煸豆角和炸藕合，就等着过年回
家露一手呢。”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高晓斌，大
学毕业后和女朋友在济南找到了工作。以往春
节回家，都是父母掌勺年夜饭，今年，高晓斌
特地从网上学了几样“硬菜”。

“爸妈上了年纪，年夜饭做起来时间长，
很累人。今年起，年夜饭我来做。”高晓斌眼
眶有些湿润，“以前父母疼我，端个碗都怕烫
着我，以后该换我疼他们了。”

腊月三十中午，高晓斌的第一道菜炸藕合
做好后，他把自己和藕合的“合影”发到了微
信上。他满身面粉满手油的样子，赢得了一大
批“点赞”。

今年31岁的郑长喜住在玫瑰园小区，有过
3年厨师经历的他，每年都掌勺3大桌饭。“除
夕在自家、年初一父母家、年初二丈母娘家。
老婆顺菜我炒菜，不出2个小时，一桌饭菜基
本就齐了。”郑长喜说，自己擅长鲁菜和川
菜，正合大家口味，所以一过年就成了他的
“亮剑”时间。

郑长喜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掌勺年夜饭，是
刚处对象那年。“做了个辣子鸡，没放辣椒没
放盐。”郑长喜的妻子王慧敏笑着说：“没想
到厨师做菜也失手。不过那是他第一次去我
家，心情激动，情有可原。”

新年过出新味道

纪台镇的张英琳，今年春节和家人一起感
受了一把异地年味儿，飞到三亚过了一个难忘
的春节。

“以前春节都在家，吃吃喝喝，走亲戚串
门子，难免有些疲乏。”张英琳说，“年前我
跟父母一提旅游过年，他们没反对，我就赶紧
定了春节全家三亚游的旅游团购票。”

“我们老两口还是第一次穿短袖、短裤过
年。”张英琳的父亲说，潜水、赏花、拜观
音，今年的春节过得特别开心。张英琳告诉记
者，一家六口在三亚玩了6天、7个景点，花费
3万余元，但父母和孩子都觉得意义非凡，很

值。
2月19日，正月初一，8部新电影同时上

映。早早拜完年的李明远和妻子带着孩子到电
影院看了《爸爸去哪儿2》。

“本来以为年初一人少，没想到排队的近
200人。”李明远称，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
享受就更加重要，“孩子从放寒假就期待这个
电影，今天第一天上映，我们拜完年就赶紧过
来了。”

据寿光万达影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正月初
一当天上映的8部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正
月初二到初六观众也特别多，晚上的黄金场更
是一票难求。”

2月21日，正月初三，11点，侯镇东岔河
村村民郭明军和18位家人来到影楼拍“全家
福”。

“每年春节全家都爱翻照片，看着自己从
学生变成了公司职员，看着家庭成员年年增
加，这些值得回味的时刻，‘全家福’是最好
的记录形式。”郭明军说，平时都忙，难得过
年能凑齐一家人，所以每年都会拍一张全家
福。

影楼工作人员称，春节期间不少人来拍
“全家福”，一次就洗印几十张甚至上百张，
还有很多市民将数量庞大的照片做成电子相
册，刻录成光盘保存。

不管人在哪里，心都在故乡

2月19日零点，身在加拿大的寿光男孩单
宏一还在上课，不过他早已没了听课的心思。
几天前，他就早早算好了这个时间点，下课后
马上用微信给家人拜年。

放学后回到出租屋，单宏一自己炒了几块
可乐鸡翅、烤了一份牛排，再配上青椒丝、黄
瓜片，还有自己腌制的腊八蒜，这桌中西结合
的年夜饭随后以照片的形式发给了父母。

2月22日，加拿大当地时间周六，单宏一
约好来自江苏、湖北、河南的5个留学生，一
起到中餐馆聚餐，算是补上了一顿正式的年夜
饭。

“我们几个抱在一块唱《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时，感觉自己离家不远。”晚饭后单宏一
马上给爸爸打了个越洋电话，说明年春节一定
请假回家，他馋奶奶蒸的花卷了。

2月18日晚上，现居美国纽约的寿光人王
雪冰的公寓里热闹了起来。门口“岁岁平安福
寿多，年年顺景财源广”的对联和“吉星高
照”的横批已经贴好，王雪冰忙着擀皮包饺
子，朋友们架起火锅，准备大吃一顿。

“特意请了半天假，和朋友们一起过
年。”王雪冰说，纽约的中国年味儿特别浓，
华人见了面都会互祝新年好，她还买来烟花放
了起来。“除夕就和家人网络视频，和好友吃
火锅下饺子，虽然离家远，心却从未远过一
分。”

2009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寿光人杨坤留在
了广东工作。近2000公里的路程，让杨坤在年
假来临之前就早早计算回家的方式和时间。
“参加工作5年多，一年只能回家一趟，待个
三四天。”杨坤说，回了家，妈妈包揽了所有
的活儿，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和爸爸聊家
常。

“在外工作，想起家里的一砖一瓦、父母
的一言一笑，都备感思念。”杨坤说，无论多
忙，以后的春节一定“排除万难”，回家过
年。

寿光人的年，这么过

“指尖上”的年味儿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国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月28日9时，赵红丽来到
“寿光2015春风行动暨大型春季招聘会”现
场求职。在寿光新世纪种苗有限公司摊位
前，她询问了相关要求及收入情况后，填写
了表格。“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张，需要再增
添十多个人。”该公司经理桑祥英说。

这场招聘会由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主办，寿光人力资源市场承办，共有
426家企业提供了7900多个岗位。招聘会当
天吸引了1 . 2万人次进场求职，6000多人次
当场达成就业意向。

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羊口镇的鲁清化
工把招聘岗位性质、年龄、薪资说得明明白
白，电工、泵工符合条件的，月收入在3650

元以上。今年，联盟化工有31个专业计划招
聘519人，摊位前围满了填写报名表格的求
职者。

据了解，进场招聘的用人单位提供的职
位主要集中在营销、技术、管理、经贸等方面。
其中，营销及工程技术人员需求最旺，尤其
是有一定经验的电工、车工、模具工、锅炉
工等技术人员，成为企业招牌人才的重点。

1 . 2万人次求职，逾6000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春季“第一招”现场火爆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菁菁

“我年轻那会儿，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只有过
年才能吃点好的。”2月23日，今年61岁的寿光市
民王志军说，“一年就买一次肉，所以天天盼过
年。桌子上的菜甭管多少，绝对一点不剩，没人舍
得浪费。”

“一到过年就拎一个大箢篼，底下铺上秸秆、
上面放上馒头，开始走亲戚。”王志军说，那时候
走亲戚，主家一般不会留东西。有的人从正月初二
开始走亲戚，一走就到正月十五。有时候八竿子打
不着的亲戚也要走，就为了多吃点好的。

正月初三上午，田柳镇刘玉兰的家里已经迎来
了3拨亲戚，亲戚们都是放下东西坐会儿就走，没
有留下吃饭的。刘玉兰家里，八宝粥、纯牛奶、营
养品堆了一地。

“以前走亲戚，都是装着馒头、糖火烧、饼
干，骑着自行车，或者走着去。”52岁的刘玉兰
说，当时条件差，出门用多少馒头、走多少家亲戚
都是计划好的。

“一家亲戚如果留多了馒头，其他家就不够用
了，所以一般这样的亲戚都是最后走。”刘玉兰
说，不是当时的人自私，确实是温饱都成问题，馒
头也是稀罕物。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挎着箢篼走亲戚的时代
已经远去。“水果、糕点、牛奶、酒水代替了馒头
和糖火烧，自行车也变成了电动车和汽车。一天走
四五个亲戚是常事，平时走动也多，为了蹭饭才走
亲戚也成了笑话。”刘玉兰说。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小闺女
要花，小小子要炮，老头子要一顶新毡帽。”对于
41岁的李大奎来说，这首儿歌是他对过年最深的记
忆。

记忆中，每年除夕，爷爷、奶奶、大伯、二叔
一家都会一起吃团圆饭。“长辈们考我们说吉祥
话，说得好就给1块钱，这就是我们的压岁钱。”
李大奎笑着说，压岁钱大部分会被父母“没收”，
剩下的一小部分，全部用来买鞭炮。

儿时，吃完年夜饭，李大奎和伙伴们就出门放
鞭炮。“丢进玻璃罐、扔进水里、埋到土里，听炸
开的声音。”李大奎说，“三十晚上怎么闹都不会
挨揍，因为老人们说三十晚上不能哭，不然霉运延
续一整年。”所以甩开了膀子玩一晚上的李大奎，
经常穿着新棉袄出门，把棉絮炸出来再回家。

19岁的王莉现在读大一，她对年最深的印象就
是压岁钱。“大年初一一睁眼，发现床头放着一个
仔细包好的红包，然后马上跑出去给爸妈拜年。”
王莉说，“跟着爸妈出去串门，好吃好喝的不在
意，压岁钱才是头等大事。”

“好不容易等大人聊完了家长里短，一拿到红
包就撒腿跑出去，找个旮旯数数有几张。”王莉笑
称，“现在想想好财迷。不过自己的压岁钱只拿出
200块钱零花，其他全放到存钱罐里。”

“红包里面包着崭新的连号纸币，会高兴到开
学，连折都不舍得折起来。”王莉说，自己现在长
大了，大学第一个学期打工赚了600块钱，给父母
买的枸杞、枣和两套睡衣，“虽然没花多少钱，但
我知道，爸妈很开心。”

记忆中的

那些“年”

□王兵 石如宽
报道

招聘会现场，求
职者正在询问招聘条
件。

□王静 报道
寿光市场上，温室鲜花在春节期间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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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寿光坚持“群众路线”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相结合，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市、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先进
县（市、区）称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率连
续3年居全省首位。

在寿光，文化服务围着群众转

村村有剧团 人人当演员

24
寿光深入推进合作社党建

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大引擎”驱动“动车组”
去年初以来，寿光全面开展了合作社建设“党

组织引领工程”，健全完善工作责任制，采取政策
引导、典型示范、专项帮扶等多种方式，激励农村
党组织和村干部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全市兴起
了促合作、求富裕、谋发展的新风。目前，全市农
民合作社总数达到170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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