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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大街小巷、城里乡间的年味渐浓。
1 月 25 日 ，记 者 来 到 洛 南 县 城 ，街 道 上 张 灯 结

彩、装扮一新，集市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虽
然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时间，但人们早早就开始置办
年货，东家买点干货，西家买幅年画，提着大包小包，
收获满满。

在劳动路集市上，几家店铺门前火红的灯笼早早就挂
了出来。一进集市，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

今年 37 岁的徐超年年腊月都做灯笼生意，一到腊
月二十左右，他就开始在指定的街道摆摊，单靠这一项
也能收入万元左右。今年腊月十四，他就把灯笼摆出来
了。“现在人办年货越来越早，早早准备好了，省得到年
跟前着急。我也想趁别人都没出摊的时候，多挣一点
钱。”早上已经开张的他笑意盈盈地说。

集市上、大桥边、人行道旁，村民带着自产的茴香、
柿饼、花椒、豆子等土特产，整齐地摆放在那里，不时有
人挑选购买。一小把一小把晾干的茴香整齐地放在小
竹笼里，一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儿，这是洛南
年集上特有的场景。听说洛南人过年要蒸包子，茴香是
许多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调味品，有的人喜欢在饺子馅中
放入茴香，增添独特的香味。

侯福蛇是县城附近人，他种了 1 亩地的花椒，去年
产了 50 多公斤干花椒，卖得还剩 10 多公斤，他也拿到
年集上来凑热闹，妻子和孩子都在跟前帮忙。他的花椒
味道浓，卖得还不错。

1月26日，记者走进石门镇石门街社区。村庄里，宽阔
平坦的水泥路直通群众家，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下午 3时多，村民张铁柱家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他
的妻子和婶婶正坐在火炉边上蒸年馍。
一锅馍刚出锅，她们一边吃着，一边品
评着，手上的活儿却不停。洁白的面团
被揉得软软的，然后擀成皮，包入馅料。
她们一手端着面皮，一手快速地在上面
捏着褶子封口，一个精致的包子就做成
了。

张铁柱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要回
家过年，他家今年年馍蒸得早，往年都是
农历腊月廿四左右才蒸馍。他还想给在
城里生活的女儿一家拿些自家蒸的白馍，
所以蒸得也比较多，除了包着糖的花馍，
包子有菜馅儿、豆沙馅儿，还有油馅儿，
包成不同的样子以便区分。他说，过两
天还要炸馃子，这也是洛南人过年必不
可少的一种年俗食品。

“ 现在生活好了，过年走亲戚都
不 拿 馍 和 馃 子 了 ，但 这 是 我 们 的 习

俗 ，过 年 蒸 馍 、炸 馃 子 是 少 不 了 的 。”张 铁 柱 说 。
说话间，新捏好的花馍和包子已经摆满了炉边的桌

子，在热气的作用下，慢慢地再次发酵膨胀。张铁柱的
妻子便把它们均匀地摆放在篦子上，放进冒着热气的大
铁锅里，再往灶膛里添几根柴火，火星立刻变成红彤彤
的火苗呼呼地往上蹿，将人的脸映照得通红，驱散了数
九寒天的冰冷。三四十分钟后，又一锅热气腾腾的年馍
出锅了。

张铁柱看着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馍，尝了一口笑着
说：“蒸得好着呢！”他相信，年馍蒸得好，在新的一年就
会蒸蒸日上。

缭绕的雾气中，张铁柱和妻子忙碌着将新出锅的馍
转移到干净的盆子里，面香四溢，升腾的年味儿弥漫着家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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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回家过年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春运成为异乡人最
期待的一次奔波。地处天南海北的人们，携家带口，肩扛手
提，千辛万苦朝着家的方向进发。为什么不远万里都要回家
过年？他们的故事便是最好的答案。

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漂洋过海 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

1 月 29 日，记者在商洛北站见到风尘仆仆的杨先生，他
正打电话约商洛老友一聚。

“回家的路我走了 10 多天了，1 月 19 日我启程回家了，
但是这一路还是挺波折。我从美国埃尔帕索飞到洛杉矶，再
转机到祖国宝岛台湾，转机去越南，回到深圳，前两日才到西
安。这段时间，我一边回家一边调研学习，与一些企业进行
交流，顺便看看风景。今天来到商州，主要是会见好久不见
的老友。明天，我回丹凤坐上通村客运，就能回到我的小山
村了，真的是有点归心似箭了。”杨先生一边走，一边快速地
对记者说。看得出来，踏上了家乡的土地，他非常激动。

杨先生 1995 年出生在丹凤县武关镇的一个小村庄，小
时候特别喜欢读书，从小山村一路考到县城，再到西安，学了
工业工程专业。2018 年，他在南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单位
派他出国工作。

“刚出国时，我和一群年纪大我十几甚至二十岁的前辈
从零开始，经过 3 年多的不断踩坑积累，现在我终于感觉轻
松了很多。今年，有很多国内的企业出国扩展市场，经常咨
询我，我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我也时刻告诉自己，要保持
谦卑，积累自身能力。”杨先生说。

从小山村到海外闯天下，确实非常不容易。对杨先生来
说，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总让他
辗转反侧。这种感受被他描述得诗情画意：“家乡的亲人、高
耸的山峰、清澈的河水，哪怕是村里的一条狗狗我都能时常
梦见。今年，很高兴能提前回家过年，希望明年在完成本职
工作之余，我能时常回到家乡与老友相聚，与亲人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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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春运首日，记者在市汽车客运站见到惠荣荣
一家四口，他们满脸笑容走出车站。

“900 公里的颠簸，终于回到我熟悉的家乡。今年，我特
意带着家人回商洛过年，今天准备带家人在城里好好转转，
给父母买身衣服。”今年 35岁的惠荣荣激动地说。

惠荣荣是洛南人，她的丈夫是安徽蚌埠五河人，现在夫
妻俩在五河做肠粉和各类面食小吃生意。想起最初结婚时，
父母的种种担忧，惠荣荣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父母担心她
离家远，想回家都难。南北饮食差异大，她要如何与婆家人
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们又会不会后悔……这些现
实问题，那时候的她根本体会不了。好在这些年来，丈夫努
力上进，公婆很好。2018 年，她的弟弟出了事故，丈夫二话
不说把攒了很久用来买房的 12 万元全给了娘家。那时候，
他们还有两个孩子要养，生活很不容易。

“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丈夫！今年 7月，在满是皖 C 的
城市，我在路上看到陕 H 牌照的车都感到格外亲切，竟然激

动得哭了。”惠荣荣一口气对记者说了许多，好像终于回到
家乡了，要把这些年积攒的心事都给家乡人说一说。

远嫁之后回家成了心病，离别更多的是牵挂。
“对于我来说，和父母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今

年，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去西安住了几次院，我
特别想回来多陪陪父母。”惠荣荣说，每次回来前，母
亲会提前给他们铺好床，生怕他们冻着。父亲老早
就买好零食，生怕孩子们饿着。过年时，亲戚们热
热闹闹互相串门，吃着家乡菜，她真的舍不得离开。
去年回安徽时，母亲偷偷给孩子的书包放了一些钱，
她又偷偷给母亲枕头底下放了一些钱，走到半路打

电话才说了这个事，就这样相互牵挂着彼此让她感到
温暖，更添不舍。

“看着父母满头白发，感觉特
别亏欠。千两黄金万两银，难报父
母的恩情！但愿来生做条狗，长守
父母家门口，不挣吃穿不用愁，守
我爹娘到白头。”惠荣荣随口说起
了顺口溜，“新的一年，希望我的生
意越来越好，能在商洛买一套房让
父母幸福养老，家人身体健康，孩
子成绩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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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在商州区沙河子镇商洛火车站出站口，记者
遇到了商州区大荆镇南村村民李锋。

“我是商州区大荆镇南村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
旗露天煤矿打工，离家 800多公里。我是 2023年 1月份去内
蒙古上班的，平时主要负责开装载机，平整排渣场。在外工
作时间长，工作辛苦，而且三餐都是炒菜，我很不习惯，特别
想吃家乡的面食。每次家里打来电话听到家人的声音，想到
家里的两个孩子，我就又信心倍增，努力工作。平常不回家
没事，但是过年了，我一定要回来陪陪家人。家里的对联，每
年都要等我回来才给贴上。”

“我是商南县金丝峡镇二郎庙村一个山沟沟的农民，一个
在建筑工地工作的架子工。”1月 27日，在商洛北站门口，在西
安上班的王新春说，“我今天要在商州参加朋友的宴席，明天
和老乡一起回商南老家。平常我在西安周边的工地上班，我
们都是工友互相介绍，哪里需要人我们就一起去。今年，最让
我开心的事情是和媳妇领证结婚了，我们在西安有个一室一
厅的小家，但是我的老父亲独自一人在商南老家居住，我非常
挂念他。父亲还在家养了一些蜜蜂，一年能收个十几斤蜂蜜，
他今年已经 70 多了，我非常不放心。我在工地干了很多年，
经常需要高空作业，年纪也大了，明年不想上工地了，我准备
应聘个司机，能有稳定的收入，把日子过得更好。今年提前回
来，好多陪陪我的父亲，也能提前办点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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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回来啦。”1 月 19 日，在商州区沙河子镇商洛
火车站出站口，一对父子在车站门口相拥，老远就听到孩

子高呼。
今年 18 岁的大学生任煜航，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南大

学上大一。今年一放假，他就从无锡苏南硕放机场飞到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从西安坐火车回到商洛，父亲来车站接他回
家。初次离开父母，独自去他乡求学，有期待也有迷茫。

任煜航说：“2023 年 8 月，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自
驾送我去上学，沿路在南京、苏州都停留玩过。我一方面
是对于大学崭新的生活充满期待与憧憬，另一方面离开自
己熟悉的家乡，有一些迷茫。刚开始我感觉还好，但是后
来我很想念家乡思念我的家人，因此对于放假回家也是一
直在期盼，家人也都在盼着我回家。每到周末，我就会和
家人们通视频，妈妈总是叮嘱我天冷加衣，提醒我不要忘
记重要的东西。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总想吃我们商洛的肉
夹馍、擀面皮、水煎包，每次有人问起我来自哪里，我总会
告诉他们，我的家乡是坐落在秦岭怀抱中的小城，自然风
光非常优美。”

谈起校园生活，任煜航说：“学校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
丰富多彩，我参加了学校的主持部锻炼口才，进入了学院的
篮球队，通过打球认识了许多朋友。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
是在去年 10 月份主持了学院的迎新晚会，准备了很长时间，
最终也很成功，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节后开学，我会多带点
家乡的特产，拿过去让好伙伴们尝尝。”

世上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那段路，世界上最幸福
的事情，那便是回家过年。

风雪回家路风雪回家路 幸福团圆年幸福团圆年
本报见习记者 孙远飞

屋外，雪花飘飘，寒气袭人。屋
内，热气腾腾，豆腐飘香。2 月 3 日，
纷纷扬扬的大雪给寒冷的腊月天增
加了浓浓的年味儿。在洛南县四皓
街道南沟社区，村民王振书正在拐着
石磨做豆腐。用最原始的方法磨豆
子，王振书使尽了力气，也融进了他
对年的期盼。

民谚称：“腊月廿五，推磨做豆腐。”
因豆腐与“头富”音相似，被人们寄予
了“新年富贵”的希望。在这一日，家
家户户忙着做豆腐来迎新年。62岁
的王振书继承祖辈传统做豆腐的手艺，
将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过去每一年的腊月廿五，农村
人是家家做豆腐。豆腐要做好，首
先从选豆开始，必须选择当年的新
大豆，经过 8 至 10 个小时的浸泡。
浸泡好以后，豆子膨胀，一掐开以后，
里面没有‘芯’，这就算浸泡好了。”
王振书说。

做了30年豆腐的王振书动作娴
熟，对火候的把握也了然于心。谈到制作豆腐的往事，他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说他10多岁跟着父亲磨豆子做豆腐，做
豆腐是个技术活，也是件辛苦事。“人说撑船、打铁、磨豆腐是
世上三样苦。第一次磨豆子，可能就10岁的时候，沿一个板
凳上去就开始磨豆子了。大人一看这娃都磨豆子了，高兴得
不得了，说这一生注定就是做豆腐的吧。”王振书感慨地说。

忙活了半天，浓浓的豆浆出锅了，豆香四溢，豆浆微凉
才能点卤。豆浆渐渐凝固成豆腐脑，从锅里舀出来后，裹好
后放到豆腐床上，等待水干，一块豆腐就成型了。过去，豆
腐做好了，套上架子车，王振书开始走村串巷卖豆腐。当时
只有一盘石磨，日子过得紧巴巴。

王振书介绍，小时候，吃不饱，没有啥吃，每一年都盼着
过年哩。到腊月廿五了，家里做上一座豆腐，喝上一碗热气
腾腾的豆浆，就感到非常幸福了。

1998 年，王振书办起了豆腐坊，解决了全家温饱问
题。2005 年，他又租赁了厂房，添置了磨浆机、甩浆机、压
干机，开始自己创业。2009年，靠做豆腐，王振书自建了一
院房屋，住上了新房。靠着做豆腐，他还供两个女儿上了大
学。如今，女儿都有了幸福家庭。

目前，南沟社区发展旅游业，王振书的石磨豆腐成为当
地村民和外来游客喜爱的美食，总是供不应求。他已将生
意交给女儿经营，今年又兴高采烈地磨豆子，是为迎接春
节，和一家人欢欢喜喜过大年准备的年货。

“过年了，就高高兴兴做一座真真正正的石磨豆腐，和
娃团聚，吃上团圆饭。过年做豆腐是家里的传统，因为豆腐
的‘腐’和富裕的‘富’是谐音字，有吉祥如意好兆头的涵
义。豆腐跟‘都福’是个谐音，说做豆腐过年了，大家都有
福！”王振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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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年味正浓时。春节将至，
不少市民忙着抓紧时间置办年货。1 月 31
日，记者来到中心城区团结路，只见街上
人头攒动，红灯笼、红春联、牛羊肉、手工
挂面……各种各样的物品琳琅满目，摆满
了各个摊位。

在年货市场上走一圈，记者发现，充满
地方特色的土特产成为市民的抢手货。

在一家名为“黑龙口豆腐干”的店门前，摆
满了各类商洛土特产，有柞水木耳、洛源豆腐
干、银花挂面、商洛香菇等，前来选购的市民络
绎不绝。

“腊月初，我就备足了货。为了保证品质，
大部分货都是我到各县挑选的。”店主李浩鹏

说，这段时间商洛的特产很畅销，很多客户有
的是备年货，有的是返乡人员提前准备走亲访
友的礼包，因此，他专门准备了各类精美的包
装盒，这样客户送亲友也有面子。

“我女儿在外地上班，提前买些香菇和木
耳装成礼盒，年后由女儿带回去送亲友。这些
东西都很有地方特色，而且价格也不贵，送礼
很有心意。”正在采购的李女士说。

在李浩鹏的摊位上，金灿灿的豆腐干也
特别吸引眼球。早些年，他在黑龙口镇开了
家豆腐厂，后来由于效益不好，就到中心城
区开了这家专卖店，为家乡的豆腐干打开销
路。如今，他已开店 18 年了，靠着良好的口
碑，生意一直不错。

在年货市场上，不仅木耳、香菇、豆腐干走
俏，山阳县银花手工挂面也备受欢迎。

在一个手工挂面摊点前，一捆捆包装简
单、细如发丝的农家手工挂面，吸引了很多
市民前来询价购买，有的客户一买就是好几
捆。他们表示，除了买些自己吃外，还准备
了一些送给外地亲友。

摊主赵芳说，她是山阳县银花镇人，丈
夫是制作挂面的老匠人，做的挂面成色好，
在商州城里很畅销。丈夫在老家做好挂面
后，就送到商州，她负责在市场上卖。“昨
天，我就卖了 100 多公斤，今天一大早，拿
的货就卖得差不多了，准备让我老公赶紧
再送些过来。”

和赵芳一样，远道而来的摊主还有商州
区黑山镇的村民王勃。

“我爸年纪大了，也干不了重活，在家养
了 60 多箱土蜂，卖得还剩下些蜂蜜。年跟
前人多，就拿到集市上卖。一大早，我们就
搭班车赶过来，这个市场人流量大，蜂蜜很
好卖。”王勃说。

市场上，同样走俏的还有孝义柿饼、商
洛核桃、手工红薯粉条等农特产品。

采访中，不少土特产店的销售人员表示，
进入腊月，人流量不断增加，香菇、手工挂面、
木耳等礼盒特别畅销。同时，很多特产店都采
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销售，近期订单量也明
显攀升。

“不光是年前，我们预测年后还有一波销
售流量。前期，我们在货源供应方面都做足了
准备。”工农路一家特产店工作人员表示。

记 者 在 走 访 中 发 现 ，越 来 越 多 的 商
家 在 产 品 包 装 上 更 加 注 重 细 节 ，增 加 了
红 色 和“ 福 ”字 等 喜 庆 元 素 ，让 过 年 的 气
氛 更 加 浓 郁 。

农特产品俏起来
本报记者 张 英

为了多挣点钱，徐超早早就将他的灯笼摆了出来。火红
的灯笼为腊月的集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儿。

在热气蒸腾中在热气蒸腾中，，张铁柱家的年馍出锅了张铁柱家的年馍出锅了。。

一家人回家过年一家人回家过年

商洛北站候车旅客商洛北站候车旅客

用石磨磨豆子用石磨磨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