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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至武宁的班车，因大雾延迟至今日

下午 17 时。”当长途汽车客运站电子显示屏

上出现这样的字时，很多候车的旅客心里咯

噔了一下，站起来仔细看完后，又无奈地坐下

来，静静等候。

21岁的黄祥丽也要搭这趟车回家。她在

瑞安工作 3 年多了，今年是第二次回家过年，

“我提前一个星期就来汽车站买票了，怕晚了

买不到票。”

黄祥丽的父母早早就打电话过来，让她

放假了早点回家，“都快两年没见面了，我也

很想他们。”

“我曾经去买过火车票，本来打算先到南

昌，再转到九江，这样只要 14 个小时就能到

了，票价还比较便宜，只需要 100 多元。但是

在火车站排了半天的队，售票员告诉我说票

早就卖完了，基本上都是网上订掉的。”她只

能退而求其次，赶紧到汽车站买票。黄祥丽

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网上订票，下次

过年就可以早早买到票了。”

因发车时间延迟，许多旅客在候车厅内等

候，行李堆成了一座小山。“我这次回去就带了一

个小箱子，里面放一些换洗衣物，还有给爸爸的

一套保暖内衣和妈妈的一双皮鞋。”黄祥丽说。

“带行李太麻烦了，路程比较远，现在老

家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能买到，过年的时候还

是给爸妈包个大红包更实在。”

“因大雾天气，班车延迟，是没有办法的

事情，虽然大家都急着回家，但是我觉得能平

安到家是最关键的。”虽然要多等 7 个半小

时，但是黄祥丽还是很淡然。

归心似箭见亲友
春运首日记者走进车站采访新居民

■记者 黄丽云 见习记者 项乐茹
实习生 赖蒙丽 武一行

春运大潮来了。
1 月 26 日，春运首日，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的人流迅猛增长。
当天，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60 后”的

朱文兵夫妇、“70 后”的卓培根夫妇，“80 后”
的李向华一家，“90 后”的黄祥丽，各自带着
似箭的归乡心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上午9时许，在瑞安火车站二楼候车厅，

不少前往上海、杭州方向的旅客正在排队进

站。5分钟后，候车大厅内一大半的旅客都

上车了，只剩下不多的旅客继续候车。朱文

兵和杜正琼夫妻俩一边悠闲地嗑瓜子，一边

聊着天，不时笑出声来。

“你们是几点的车？”记者问。

“喏，下午1点多的车，去宁波东。”朱文

兵从兜里掏出两张车票说。

“这么早来候车？”

“这是我第一次坐动车回家过年，所以

特地来得早点，提早拿票等着放心。”杜正

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朱文兵又掏出两张火车票，是从宁波

东到南充的，无座票。一打听，原来宁波东

只是夫妻俩回家的第一站。老家在四川南

充的他们，到了宁波后，还要转车去南充。

由于他们买的是无座票，全程32个小时的

车程一般情况下只能站着。

“她坐汽车会晕车。到了车上再想办

法补张卧铺的票吧，实在没办法，站着也要

回家团聚啊。”朱文兵看着妻子说。

回家路再漫长再颠簸，也阻挡不了他们

与亲人团聚的心。为了买到回家的火车票，

朱文兵夫妻俩耗费了不少心思。

朱文兵说，以往他们都是在温州火车

站坐温州到南充的直达火车。于是在出票

那天，他和工友们就早早地侯在电脑前，打

算买两张回家的车票。但是足足花了3天

时间，夫妻俩也没买到票。当时，他们心里

特别着急，心想今年又回不了家了。

幸好，公司老板帮他们查到有一班从宁

波到南充的加班车，还帮着买了车票。能回

家过年了，这让他们喜出望外。尽管转车

“曲线”回家的路途有些艰辛，但公司这一富

有人情味的举动还是让夫妻俩觉得特别温

暖，也心存感激。

今年是夫妻俩来瑞务工的第 10 个年

头。目前在莘塍一服装公司工作的他们有

两个孩子，都已考上大学。他们将每月赚的

钱，一部分给家中长辈，一部分给两个孩子，

留给自己的已所剩无几。前几年，为了省

钱，夫妻俩都没回家过年。

“钱可以再赚，却难得和亲人团聚，况且孩

子们都这么有出息，我们今年说什么也要回

家看看他们。”朱文兵说。

哪怕站32个小时也要回家团聚
朱文兵，44岁；目的地：四川南充

10 时多，坐在火车站候车厅座位上的

卓培根一边不时地盯着地上的三四件行

李，一边看着身旁的妻子绣十字绣。

“忙活了一年，终于要回去了。”来自福

建莆田的卓培根今年34岁，来瑞已经好几

年了。去年上半年，他和妻子承租了十中

食堂里的沙县特色小吃档口。趁着学校放

假早，他们提前买好了动车票，回家过年。

“现在回家坐动车方便多了，票是网上

买的。因为我们的票属短途，一点也不麻

烦。”卓培根笑着对记者说，以前动车还没

开通时，坐汽车回家要半天，现在坐动车只

用2个多小时，便捷又舒服。

离家快一年，最让卓培根惦记的是在

老家上学的儿子。“儿子今年10岁，这次我

给他买了几件新衣服，也不知长高了没，衣

服合不合身。”卓培根从行李中拿出两件外

套，重新叠了叠，眼中满含爱意。

一旁的妻子小何一直没搭话，一针一

线专心地在绣十字绣。记者走近一看，绣

的是个“寿”字图。

“这是给家中老父亲 70 岁大寿的贺

礼。”小何拿着绣了三分之一的十字绣腼腆

地说，虽然老父亲的寿辰是在明年，但夫妻

俩一年到头在外奔波，也没好好陪伴二老，

平时在学校一星期才休息一天，每天从早

忙到晚，怕时间来不及，就趁着回家路上的

空闲，赶紧先绣一点，当尽点孝心。

“就她回家路上最忙了，还要绣十字

绣。”卓培根在旁一边打趣说，一边帮妻子

扯平绣布。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大厅里，卓

培根夫妇的身影显得分外温暖。

绣个“寿”字给老父亲贺寿
卓培根，34岁；目的地：福建莆田

26 日天蒙蒙亮，李向华就起床了，叫醒

妻子和儿女，匆匆吃过早饭，就带着早就整理

好的行李，往长途汽车客运站赶。常年在外

的他，今年要回家了。

记者在客运站候车厅看到李向华一家

时，妻子正在给小儿子喂奶，他则抱着大女儿

在一边玩耍，他们要乘坐的汽车9时半发车，

为保险起见，8时左右他们就到车站等候了。

李向华是江西九江人，现在莘塍街道一

家鞋企工作，今年是李向华在瑞工作的第 13

个年头，因为父母亲均已过世，他对家乡的牵

挂就少了些，近几年都在瑞安过年。“不过今

年一定要回家。”李向华乐呵呵地说，“今年我

在老家城郊盖的新房子已经落成了，这次回

去就是看看新房子，然后享受一下。”

在外漂泊十几年，李向华很希望能有份

安定感，而房子则是安定感所必须具备的要

素之一。“瑞安的房价实在太高了，根本买不

起，但是节俭一点，存一笔钱回老家盖间房

子，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在很多年前，我就为

盖房子而奋斗了。”李向华说。

刚到瑞安时，李向华一个月工资仅1000

多元，经过多年努力，2006年，他成为车间主

管，月工资涨到近 8000 元，年薪超 10 万元。

2012 年初，他拿出存了多年的 30 多万元，拜

托在老家的舅舅，盖起了新房。

“真想早点到家，让孩子们看看新房子。”

李向华说，“春节过后我还是会回到瑞安工

作，但是在老家有了房子，就像树木有了根，

能让我更安心地工作。”

回家就可以住新房了
李向华，32岁；目的地：江西九江

班车延误多等7个半小时

李向华一家在候车

小何在候车大厅里绣十字绣

春运首日，长途汽车客运站候车厅内旅客激增。（记者 孙凛）

春运首日，瑞安火车站 29 趟列车发送旅客 2233 人；长途汽车客运站

运行汽车约130班次，发送旅客约2000人。相关链接

朱文兵夫妻俩秀出火车票

黄祥丽，21岁；目的地：江西武宁

黄祥丽一脸淡然地在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