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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春节
我的

年

新春佳节， 它有着每个中国人都无法摆
脱的情怀。对于那些在外工作、读书的游子来
说，对家乡感受最深刻的便是两个字：变化。

“在英国上学已经三年了， 今年终于可
以和家人团聚，一下高铁，我就被羊山新区
的变化感染着。 ”李佳翔说，一直都知道信阳
的变化，但是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尤其在他
回到位于农专路社区的家，看到社区的变化
他简直无法相信， 曾经破乱不堪的小区，现
如今焕发着新面貌。

李佳翔家住在农专路地毯厂家属院，这
里曾经是破产小区，小区里到处都是堆积的
建筑垃圾，每到下雨小区里的道路就泥泞不
堪， 但是仅仅在这一年的变化让他很震惊。

“我们家小区以前的环境真的很糟糕， 今年
妈妈在微信里给我说社区的变化，我一直都
不太相信，如今回来亲眼看到，以前的泥巴
路都变成了水泥路， 小区的墙面粉刷一新，

还张贴了小区的道德模范，设置了老年活动
室，真的很不错。 ”

据了解，近年我市各街道都在致力于新
社区的改造，不少老旧社区都焕然一新。 不

止如此，在新农村建设上，我们的变化也让
不少游子感到震撼。 “我每年回来过年都要
感叹一下我们农村的变化。 ”在广州打工的
光山县南向店乡的马向远说，现在农村的生
活越来越好，街道上越来越多的超市，一栋
栋漂亮的楼房， 可以送到家门口的快递，可
以微信支付的早点摊……都经常让他忘记
了这是老家农村。

“这几年回家觉得很方便，一条条平坦
的乡间公路，家家户户都有代步车。 因为精
准扶贫的项目，淘宝开在了家门口，我嫂
子就是利用互联网

+

的好政策，在政府成立
的淘宝学习班学习开了网店， 今年卖羽绒
服挣了十几万元。 ”马向远说，现在的老家
农村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个消息滞后、 贫穷
的模样了。

在他们眼中，这几年家乡可谓是发生了
巨变。 正月初二这一天，李佳航带着自己的
女朋友走在信阳的街头，在这座山水小城的
大街小巷里捕捉着城市的崭新面貌。他们发
现，不仅城市美了，生活好了，大家的脸上也
都绽放着笑容。 也许，这就是幸福。

临近年末， 别人都在置办年货，走
亲访友，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 罗山县
东铺镇的张志勇却显得格外忙碌，他正
准备将自家苗圃地里的苗木移栽。

张志勇原本是贫困户，

2017

年，通
过种植花卉盆景脱了贫，但年前的两场
雪让他遭了损失，

4

个大棚被雪压塌了
3

个，里面的植物有的冻伤，有的冻死，

唯一幸存的苗圃大棚是他一宿没睡奋
力保护下来的。 “但我相信，有了技术，

有县职教中心专家的帮助， 我
2018

年
一年就能干回来！ ”

如果放在
3

年前，张志勇可能就没
有这样的底气。当时岳父患重病无人照
料， 外出务工近

20

年的他和妻子不得
不回乡，依靠在县城干零活和四五亩苗
圃的微薄收入， 支撑着这个贫困的家。

他家也因病返贫，一时难以翻身。

“当时镇里、村里干部都劝我去县
职教中心学门技术， 免费上课还有补

贴。 正好我以前种过苗木，就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去了。 ”半个月的学习和实际
操作，张志勇感觉到以前自己种苗木完
全是“搞着玩儿”，既没有技术含量，又
不懂管理，更不了解行情。

学到了技术，了解了市场，张志勇
先后流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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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田地，搞起了花卉大
棚，专门种植茶花、罗汉松等畅销的花
卉盆景， 并在县城开了花店， 自产自
销。 一年多的时间，他就脱了贫。

原来，为了助力脱贫攻坚，罗山县
职教中心结合农村贫困户的实际，开
设了“精准脱贫技能培训班”，由财政
买单，将培训班办到贫困村，将技能送
到家门口， 帮助有了一技之长的村民
走出贫困。如今，培训班已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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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累计
2700

余人次学到了各种技能。 在
该县脱贫抽样统计中， 参加培训学习
的

781

户贫困户学员中， 有
573

户家
庭通过学技术实现了脱贫。

新 走基层春

每当春节华丽的大幕缓缓拉开，精彩纷呈的故事开始上演，映衬着每一个人。在团圆的笑脸
里，在浓浓的乡愁里，在坚守的身影里，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些与记忆中不同的味道，品味着年
的新意。 今年春节假期里，本报记者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从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 行、用、

玩等方面生动呈现社会变迁，与您一起感受这个喜庆祥和的年，与您分享温暖人心的故事，感知
这座城市昂扬向上的脉动。

何为年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年味是一
家人亲手包的饺子， 年味是到长辈家拜年领压岁
钱，年味是穿新衣、扫扬尘、放鞭炮……年味是来
自传统习俗符号背后的仪式感。

如今， 社会变迁， 一些传统年俗中的仪式渐
远，让不少人觉得年味淡了。 其实，变的是过年的
方式，不变的是陪伴团聚的内涵。

不管离家多远，每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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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陈婧总渴望
和父母过一个团圆年。从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

再到结婚成家， 一眨眼她已经在成都待了
7

年。

“今年春节，我提前跟家人商量好了，回信阳过。 ”

腊月廿九，陈婧就带着老公和
10

个月大的女儿回
到了信阳。

“除夕之夜可真热闹啊！ ”陈婧告诉记者，“围在
父母长辈身边守岁，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工作中
的艰辛不易抛诸脑后，感觉自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一样，真是举家团圆才叫过年啊！ ”

过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家中守岁。 利用难
得的春节长假，人们外出旅游已渐渐成为一种新
的时尚。

“孩子在外地工作安家，过年也回不来，与其老
两口在家过年，还不如出去旅游玩一玩。 ”家住河南
路的退休教师张春生今年就体验了一把旅游过年。

“我和老伴提前一个月就选好了目的地，去
三亚，享受了那里冬季里的阳光浴，感觉特别舒
服。”提起新年旅程，已经远在三亚的张春生通过
微信与记者聊了起来。他说，春节出行，既能感受
到热闹，又觉得新鲜。

过年方式变年味未走远
新春佳节， 在我们休假与亲人团聚享受欢乐之

时，在我们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时，有这样一群人，

坚守岗位，用辛勤劳动换来城市的整洁。

除夕凌晨
4

点半，整座城市尚未苏醒，此时没有
了车水马龙的喧嚣声，只有一种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沙沙沙” 是环卫工人拿着扫把清扫路面的摩擦声，

记者在南京路段看到， 环卫工人的身影在暖黄色的
路灯下显得格外伟岸。

2018

年的春节是余运喜在环卫工人岗位工作
度过的第

4

个春节， 虽然今年和以往一样不能陪
在家人身边， 但是余运喜说自己苦点累点都没有
关系，回到家吃碗饺子就很满足了。

余运喜在和记者交谈时，工作也没有停歇，只
见他挥起了大扫帚，动作干脆麻利，清扫的频率很
快，不一会儿就将路面垃圾清扫在一起，再用小扫
帚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车里。余师傅笑着说，以前没
有禁放的时候，扫帚一扫炮纸就漫天飞，清扫难度
特别大，现在市区禁止放鞭炮，我的工作也减轻了
一些。

负责南京路肿瘤医院路段至龙江路口卫生
的刘大姐已经工作半年多了，今年是第一个不能
陪在家人身边过节的春节。 “春节虽然不能陪在
家人身边，但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让这座城市
干净起来，也能让老乡们过个舒心年。 我们要是
休息了，谁来保证街道的清洁呢？ ”刘大姐轻描淡
写地说。

坚守岗位上只为城市洁
本报记者李倩

游子返乡来喜看新变化
本报记者马依钒

去年遭了灾今年干回来
本报记者杨长喜

服务人性化出行更便捷
首席记者韩蕾

读书看电影过个文化年
本报记者李亚云

在图书馆“充电”，去电影院赏“大片”……这个春节，很多市
民走进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氛围，感悟春
节中蕴藏的文化力量。

20

日上午， 记者走进我市图书馆， 只见一排排书架前，不
断有人驻足翻阅着图书。 选到了喜欢的图书，读者往往会走到
桌椅前静静阅读。 新年伊始，开放的图书馆成了市民过节期间
的“书房”。

在陈列着文学类书籍的书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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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王伟艺正准备借阅《水浒
传》等名著。“假期老师布置了阅读名著的课外作业，这里的书很全，

不用跑很远就能一次借到。 ”记者发现，图书馆内，不少爱阅读的学
生们沉迷在知识的海洋里，流连忘返。

有的读者是独自前来， 而更多的人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读书

的。 据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大年初一以来，图书馆平均每天
接待

500

余名读者。

春节期间，不少市民在走亲访友之余，选择到电影院享受一
场视听盛宴。

20

日晚上
8

时许，记者在东方红大道的大地影院售票处看到，

不少市民纷纷前来购买电影票，“听说《西游记女儿国》特效做得不
错，值得一看。 ”市民小何告诉记者。

记者在售票处看到， 春节期间能看的大片着实不少，《捉妖记
2

》《唐人街探案
2

》《红海行动》《熊出没·变形记》等纷纷上映，吸引
着市民。“春节期间是我们电影院的旺季，现在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
人越来越多了，大家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也有了更多的追求。”大地影
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正月初五，信阳火车站迎来了返程小高峰。

当日上午，记者在信阳火车站广场上看到，整个车站井然有
序，旅客们正有条不紊地取票、进站、安检、候车……

11

时许，

4

个钢架结构临时候车棚里， 乘坐
K3558

次列车
的旅客正在这里候车。 随着上海、深圳等方向临时客车的开启，

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候车大棚也正式开始启用。 这个可同时容纳
3000

人的候车大棚里，不仅有临时实名制验证口、安检仪，而且
还安装了候车座椅、开设取暖设备、提供开水、医疗服务等设施，

为在这里候车的旅客营造了更加安全、舒适的候车环境。而在车
站广场的候车大棚以及站内的候车室，该站安装了大型

LED

电
子显示屏，公布列车相关信息，及时更新进站候车车次；设置车
厢位置引导牌等，确保候车旅客能够及时、准确地到达候车区域
和乘车地点。

在候车大棚外， 为了让提前两个小时以上到火车站候车的
旅客有地方待，车站还在广场搭建了一个临时等候区。 此外，广
场上到处都树立着标识牌、指示牌，让前来火车站的旅客能够一
目了然，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

“我和老公两个人带着孩子去上海， 但是他人在路上堵车
了，进站的人这么多，我们还能赶得及上车吗？”正在候车棚外焦
急等人的张晓玲对信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冰说。 “没事，肯
定能赶上，我们这有个三十分钟快捷通道，他来了直接走这个通
道，可以节约不少时间。”赵冰说，这个快捷通道是针对距离发车
时间

30

分钟以内乘客的，让他们能够及时赶上火车。

据了解，从正月初五，信阳火车站开始逐渐迎来返程
高峰，该站将以人性化的服务，保障乘客顺利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