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佳节，大江南北、线上线下，大家都在开开心心过大年，浓浓的烟火气里氤氲着绵延悠长的年味。
写群众生活，为时代放歌。兔年春节前，宁波日报报网端推出了“践行‘四力’ 新春纪事”，为今年春节增添了别样的气氛。作为时代记录者的

记者，将春节里的点点滴滴、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有的介绍各地的年俗文化，有的反映家乡的发展变迁，有的感悟长辈对儿女无私的爱……不同的
味道，相似的情感。他们以文字书写精彩、用镜头定格温暖，向广大读者呈上的一道道文化“佳肴”，赢得了众多读者和网友的点赞。

由于版面有限，这次本报只推出了四个整版20篇“新春纪事”，更多文章在甬派客户端呈现。
佳节即将过去，“新春纪事”也暂告一段落，但我们新闻工作者践行“四力”的步履将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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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赖小惠

节前被告之，今年春节，大家庭
的聚会不搞了。少了线下热络，日子
一下就松散了。

好在还有家庭群在，天涯若比
邻，抢抢红包、分享一下小家的乐
事。家庭群当仁不让，成了节日气氛
担当。

今天我就来讲讲我的家庭微信
群，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你家的影
子。

源起

我家的微信群群名叫“新加坡
8 人团”，顾名思义，这是一次为出
境游结的群。2018 年，我和我先生
两边家庭成员，有 8 人一起去新加
坡旅游。

原本以为，这样的模式就此打
开，第二个计划就是 2020 年，外甥
大三赴英国交流学习时，全家准备
借机去英国玩。

不想疫情来了，2020 年，外甥
出去后，至少有一年时间，是在英国
的寝室里上网课。

2021 年外甥假期回甬，再次回
英国时，恰逢北仑疫情起，能否成
行，一下成了未知。作为家长，我姐
那几天是焦虑的，家庭群里就在“解
封了没”和“姐疯了没”之间打趣着。

最近文旅部发通知，2 月 6 日起
试点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旅游业
务。三年有余，我家的女儿已从一米
三长到了一米五多，并越来越倾向
当个“宅女”；外甥再过半年也读完
研究生，估计那时的机票也不会是

“天价”了。

联接

微信群本就是互相交流信息的
平台，这几年，因为担心疫情防控，
所以回家看老人的间隔时间就会时
不时地拉长，微信群里的记录和分
享，大概可以聊以慰藉吧，于我们，
于老人。

我家女儿在大家庭里最小，所
以是“团宠”，我便不时把女儿视
频、图片发到群里，与大家分享。
这时候，我、先生、姐、姐夫会在
群里热络互动，老人们很少发言，
但我知道，得闲时，他们会打开这

些照片和视频，反复看、隔着屏乐。
今年春节，远在英国的外甥分

享了与同学一起做的年夜饭，让我
们冷清的新年增加了些许年味。

三年里，疫情来了好几波。先
生曾被派去镇海五里牌支援，我就
把我先生临行前发来的“大白”照
分享在群里，除了想告之一下，抑
或还想表达“看看，辛苦吧”之
意。姐姐小区封控时，发上来的是
社区干部送菜的照片。我就在后面
跟评：看吧，疫情当前，当老百姓
还是幸福的。

疫情防控三年，这里饱含了很
多人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每个普
通人的理解和支持。

分歧

如果你以为我家家庭群的老人
不发言，那你就错了，老人们也发
言，和很多会玩智能手机的老人一
样，经常会发各种自媒体的“科普知
识”，疫情时尤甚。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偏方“红
糖、生姜、大葱白、大蒜熬水喝，可以
防新冠”，老父亲在群里发了后，我
家公公就在下面点赞，我这小辈就
没了“杠”的能力。好在后来有媒体
对这一偏方作了纠正报道，我便默
默地发到群里，也不敢再有二话。

也就在春节前，老父亲又发来
一个短视频，标题是“奥密克戎实在
太毒了，千万不要相信阳康转阴了
不传人”。不知老父亲这意图是提醒
没“阳”的人，还是暗示已经“阳”了
的，或许两者皆有，反正老人也以分
享为乐。

二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父
母总会很确定地说“报纸上就是这
么说的”，或者会说“网上，都是乱七
八糟的信息”。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
信息就在老人指尖流转，不断影响
着老人，并挤兑着靠谱信息的传递。

我从事媒体工作，偶尔也做一
些理论研究，曾写过一篇论文，主题
就是关于如何提高公众媒介素养
的，理论讲了一大套，但如何提升老
人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也没有更好
的办法。

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谨以
我家微信群的二三事，记录一段难
忘的过去。

写于2023年1月26日

我家微信群的二三事

外甥发来的年夜饭照片让家族群连连称赞。

记者 殷聪

今天是正月初六，我也开启了单
人带娃模式。由于爱人值班，我决定
带着两只“吞金兽”乘地铁出去转转。

走出小区，不远处的曹隘站是
宁波轨道交通 5 号线的站点之一。
作为连接江北、鄞州及海曙的重要
交通线路，5 号线不仅是省内首条
全自动无人驾驶的地铁，对于我而
言，它也是日常上下班重要的交通
工具，是和我一同领略城乡变化的
见证者。

由于曹隘村与我的出生地后殷
村毗邻，年少时，我也曾在这里与小
伙伴愉快地嬉戏、打闹。对于曹隘村，
我最多的印象仍是大片的农田及纵
横交错的河网。直至后来上班时经过
这里，发现仍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东部新城的崛起及 5 号线的
建设与开通，让这里产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如今的曹隘村不仅拥有

宜家家居、乐橙荟等商业综合体，也
有宜家花园、奥克斯缔壹城、东方丽
都等小区，沿着海晏路及环城南路
高架两边，还有不少新的住宅小区
正在建设中。

往日的“乡下头”正因地铁而
变，因地铁而兴。

在宁波，借着宁波轨道交通的
建设东风，一改往日容颜的远不止
曹隘村一地。沿着 5 号线到达庙堰
站，这里的欢乐海岸是我们今天的
目的地。

看着人流涌动的商业广场，我
不禁想起两年前的夏天，我来此地
采访，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
筑工地。当时的庙堰站封闭施工的
路面已进入平整阶段，地下二层车
站里，工人们正在安装风水电设备、
焊接龙骨，进行自动化系统的最后
调试。

时光荏苒，这里已是鄞州区重
要商业中心之一。春节前大排长龙

的山姆会员商店和人流涌动的欢乐
海岸商业广场无不宣告着宁波轨道
交通带来的新变化。

依然记得那次采访时，附近居
民沈先生对 5 号线的期待，“以后来
这里吃饭购物就更方便了”。

如今，沈先生已然所愿，相信随
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宁波人也将
随着 7 号线、8 号线的开通，在实现
自己愿望的同时，见证宁波的历史
变迁与城市的更新。

写于2023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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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地铁
到达庙堰站。

记者 成良田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
另一个还是女儿。

这绝不是我的内心独白。我强
烈 怀 疑 ，这 是 很 多 村 里 人 眼 里 的
我，一度让我有些不自在。

春 节 前 夕 ，四 年 没 回 老 家 的
我，终于得空回到这个地处鄂南的
山村。

当天，农村新房入住，按传统
在祠堂小宴宾朋，村里族亲有的来
帮忙、有的来喝酒，觥筹交错，鞭炮
雷鸣，十分热闹。

几杯浓烈的白酒下肚，掏心掏
肺的话就上来了。

“哥，你要再生几个，生个儿子。
不然，书读再多，钱赚再多，有什么
用？”阿贵卷着舌头，跟我“咬耳朵”。

他和我是族亲，差不了几岁。
我很尬。但是我点头，不争。以

为很快就过去了。但事与愿违，这
位老弟，越说话越多，越说越激动。
不仅拉着我说，还“粘着”我妻子、
母亲，一遍一遍地重复。

那话，是赤诚的，语重心长的，
不容反驳。

我时而微笑，时而沉默，时而
赞许，就是不理论。你永远也说服
不了一个醉酒的人，尤其是他还用
一个“为你好”的名义。

“哥，听到没，一定要生，不然
就真看不起你。”

我承认，这句话刺激到我。原
本波澜不惊的我，终究憋不住了。
我有些生气，他连称抱歉。

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会，他又
故态复萌，重复着那些“古董”一样
的论调。

我只能投降，落荒而逃。
即便我清楚，酒后，吐的确实

是真言。但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一
次意外，一次醉酒的意外。

然而，当我带着老婆孩子，悠
闲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重温儿时
的记忆时，村里人的一次次寒暄问
候，很容易就会引到这个话题。

“几个孩子了？”马路边，年近
四十的老弟问我。

“两个，就她们。”
“挺好的。现在放开了，再生个

儿子就好了。”
“你几个了？”我随口一问。
“还没结婚呢。”他意味深长地

说，“我哥三个儿子⋯⋯”
和一天前的那位老弟比，这位

算是云淡风轻了。我绝不怀疑他们
的善意，我只是感到意外，以前顶
多是村里的老人和长辈，对你百般
嘱咐。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同辈人，
仍在强调这个古老的传统。

今天，村里盖起高楼，手机连
接起一切。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
观念，仍然顽固地霸占着很多村里
人的脑袋，仍然强大地延续着。

曾经，我对它嗤之以鼻。但现
在 ，我 越 来 越 理 解 父 亲 的 那 种 沮
丧，在这种强大的舆论环境下，那
也许确实是一种遗憾。作为子女，
既心疼，又无奈。

回家几天，即便经历种种。我
依然笃信，乡村是美好的，故乡是
诗意的。

尤其是，当我们用无数的回忆
来装饰故乡的梦；享受着加双筷子
就是一顿饭的熟络；几步之遥就能
摘下一颗菜，吃完折根竹枝就能剔
下牙齿之时⋯⋯那份自然和惬意，
确实是迷人的。

对我这样漂泊在外的人，故乡
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它有温
情脉脉的一面，也有无法融入的疏
离感。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
种复杂，太深刻了。

写于2023年1月27日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女儿，另一个还是女儿

记者 严龙

早晨醒来，发现昨晚发在朋友
圈一幅照片的点赞量超过 130 个。
照片是昨天日出时分所拍，冰霜覆
盖的福泉山茶园里，一棵樟树迎来
第一缕晨光。有朋友点评道：孤独
而挺拔。

在宁波众多风景名胜里，东钱
湖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是因为工作
关系，我几乎见证了东钱湖 2001
年成立旅游度假区以来快速发展的
全程；二是这几年东钱湖成为 4 岁
的孙子常住之地，钱湖之畔成为他
玩耍的首选地，我很荣幸成为他的
御用摄影师，陪着他多走多看多
拍，自然对东钱湖有了更深一层的
认识。

历经千年的东钱湖确实是一个
值得慢慢走、静静看、细细品的地
方。它没有大江大海的波澜壮阔，
也没有名山大川的雄奇峻拔，宁波
市民更喜欢“豪横”地把东钱湖比
作自家的后花园。后花园原本就是
朋友间品茗聊天的轻松地，不需要
跌宕起伏的情节，要的就是那份轻

闲与自在。
假以时日，东钱湖的未来必定

成为中国名湖，也可能跻身世界名
湖行列，但对宁波老百姓而言，它
首先应该是一座来时开心、玩时顺
心、走时舒心的后花园。

既然是到自家的花园里来，就
不能满景区转悠只为了找一个车
位，就不能返程时动不动堵上好几
公里。当然，这两年度假区在完善
各类服务体系上作了不少努力，但
谁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这座湖
呢？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目前环东
钱湖以韩岭、上水露营基地为代表
的西南岸已趋成熟，东岸南侧的十
里四乡、下水湿地公园也基本成
型，如何以“宁波人民是不是喜
爱、宁波人民能不能共享”为最高
标准，持续提升度假区管理水平，
把“余额不多”的环湖优质资源科
学精细地规划好、整合好、建设
好，是很多部门的领导干部、专业
技术管理人员必须完成好的一项重
大课题。

写于2023年1月27日

在最美的后花园散散步

环湖东路上的小力士。

记者 竺甜甜

春节假期快结束了，很多人开
始告别家人陆续返程，我也要动身
了。返程当天，为了塞满我车子后
备厢，爸妈一早就走进小菜园开始

“扫荡”。
这个小菜园不大，但种的东西

却不少。一年四季除了瓜果蔬菜，
还种了好些果树。这个时节，地里
的蔬菜也很富足，有青菜、芹菜、
生菜、萝卜等。

菜园里，青菜长势是最好的，
个头虽不大，却生机勃勃，彼此紧
挨着，似在相互取暖。隔着不远，
种了一畦萝卜，只有拳头大小，却
个个圆润饱满。

因菜园离家不远，老妈每天早
上都会去地里摘些新鲜的蔬菜。有
时，就用青菜煮一碗热腾腾的年糕
汤当早餐。

这是我至今难忘的童年味道。
青菜的鲜甜，加上年糕的劲道，再
配上熬制的猪油，有时在汤里再放
一块冻肉，那味道好极了。

其实，这个菜园原是一个果
园，种了各种果树，都是家里人爱
吃的水果品种，有红美人、无花
果、蓝莓、桃子⋯⋯可是好景不
长，好多果树都死了。

于是，老爸凭借以往的经验，
开始种菜。有时受村里人的影响，
他也跟风种些秋葵、紫包菜等。我

偶尔也会在网上淘些想吃的瓜果种
子寄给老爸。

有一次，老妈打电话问我，上
次买了啥品种，种上之后，长出好
多黄瓜，一茬又一茬，像灯笼一样
挂满藤蔓，摘了吃却淡而无味，也
不似平常吃的黄瓜。

我正纳闷，没买过黄瓜种子
呀。后来，一看购物记录，我才知
道，可能是羊角蜜种子。

老爸没等它长大、成熟，便摘
了下来，难怪会寡淡无味，只剩清
爽可口了。最后，都便宜了家里的
那群鸭子，每天都有水果餐吃。

有了小菜园，爸妈和我的联系
也多了，也多了一个让我回家的理
由。每到瓜果成熟时，老妈总会打
电话叫我回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
悦，这也是老爸最快乐的时刻。

“能带就多带点去，家里可以
再种。”老爸总是这样说。每每回
家返程，车子后备厢总是满满的，
有老爸亲手耕种的，也有老妈亲手
制作的。

青菜、萝卜、芹菜、咸菜、酱萝
卜、霉干菜⋯⋯虽然这些东西并不
值钱，但饱含着亲情的叮咛和思念，
这无疑是最为珍贵的。

有朋友问我，长这么大了，为啥
还老是想回家呀？我想说，那片土
地有我最深的牵挂，哪怕远隔千山
万水，也隔不断。

写于2023年1月27日

假期返程
家里的小菜园又“遭殃”了

挂满枝头的黄金瓜。

一
家
人
在
眺
望
远
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