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送
仪式

众筹故事：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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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多位优秀外来务工者
领到“新春大礼包”

昨天上午，海曙区古林镇龙三村，宁
波狮丹努针织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内，
宁波市2019年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平安
返乡欢送仪式温暖举行。150多位来自
四川、安徽、河南、甘肃、江西、重庆等地
的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参加了活动。宁波
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坚军，工行宁波市分
行副行长徐艳等到现场，向这些外来务
工人员送上了装有返乡补贴、春联、福字
的新春大礼包。

春节临近，一张回乡的车票是连接
思念的通道，也是每位外来务工人员美
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帮助广大外来
务工人员幸福返乡，与亲人共度佳节，是
从市委市政府到用工企业，乃至其他社
会机构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

多年来，宁波市总工会连续举办外
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欢送活动，通过返
乡补贴、出行保障、组织企业包车、网络
订票等多种方式，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
后顾之忧，让他们感受第二故乡的温
暖。今年，也是工行宁波市分行连续第
九年参与活动，该行将出资资助 2000
人，至此，该行已帮助 14750 位优秀或
生活困难的“新宁波人”，在春节前或为
他们提供免费飞机票、火车票，或以包
大巴车、发补贴等形式，助他们顺利踏
上返乡之旅。

“以前，春节回趟家真心麻
烦，票抢不到，路上要持续三四十
个小时，现在开着私家车回家，这
些事情都不用操心了。”48 岁的刘
春燕老家在四川乐山，在宁波 12
年。从排队买票到企业团体订票，
再到企业包车回家。去年，儿子买
了辆二手车，今年，一家人可以自
驾返乡了。

昨天上午，在狮丹努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举行的 2019 年外来务工
人员平安返乡欢送仪式上，刘春燕
和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领到一份
带有“福”字的返乡大礼包。再过两
天，他们就要陆续踏上返乡路。辛
苦了一年，有人坐飞机回家，有人
坐上了动车，越来越多的人则开着
私家车回家。

从“回家难”到轻松返乡，交通
方式的变化，折射出的是这个时代
的变迁。昨天，有三位主人公和我
们分享了他们的回家故事。

□通讯员 郁诗怡 徐文蕾
首席记者 薛曹盛 金报记者 樊莹 王伟

摄影记者 张培坚 制图 陆丽君

刚到宁波生活很枯燥
现在每年都有外出旅行的机会

我老家在四川自贡，相比沿海地区经济不算发达。为了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跟丈夫辗转在广州等地打工，直到后
来听老乡说宁波工作环境不错，就决定过来闯一闯。没想到
这一待就是10年。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很温暖，我们四川的
老乡来了一批又一批，都不愿意离开了。

刚来的时候，我们在江北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并在
附近租了个小房子，生活过得很是拮据。“两点一线”的生活，
不是在厂里，就是在出租房，比较枯燥。一年到头，去商场买
衣服、去旅游景点走走看看，都是很奢侈的事。

这两年女儿上初中了，丈夫为了方便照顾孩子，选择回
老家，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宁波，但生活一样有色彩。

自从来到狮丹努集团上班，生活开始一点一滴地变化，
幸福感增加了。我搬进了厂里的宿舍，水电费不用管了，还有
免费的热水和WiFi可以用，省了一大笔开支。每周末，厂里
有车辆滚动发车去轻纺城等地，方便我们去购物、逛街。感觉
在宁波这样的城市打工，很温暖。

一年里，每位工友都有一次外地旅行的机会，看尽祖国
的山山水水。去年，我第一次去了厦门，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
鼓浪屿、厦门大学等景点。白云、蓝天、大海，当时我和工友一
直兴奋地摆造型拍照，停都停不下来。

今年，我给家里人买了年货，早早就快递回去了，都是一
些虾干、海鳗等。以前，我们老乡回趟家，几乎把全部家当都
带上了，锅碗瓢盆，甚至棉被等，能背的都背上了，现在都是
轻装上阵，一个行李箱全部搞定。因为我们认定了宁波这座
城市，年后肯定还会来。

家乡变化一年比一年快
身边很多亲戚朋友都有房有车

这两年，小日子越过越好了。以前，我只是普
通员工，一年不过五六万元，现在当了车间主任，
一年有10多万元，已经很满足了。

丈夫很支持我的工作，他在老家照顾老人和
小孩，让我安心在宁波打拼。女儿快念高三了，我
希望她考一所宁波的高校，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
在宁波团聚了。在这里买一套房子，一家人健健康
康在一起，这是我能想象的最好生活了。

以前，我们在老家就住50平方米的商品房，过
年来了客人就显得拥挤。2014年，我们花了四十多
万元在市区买了套房，90平方米，就等着装修了。
现在，房价已经翻了一倍。

这几年，我身边很多亲戚朋友都买了房，买了
车。家乡的变化更是一年比一年快，一点不夸张地
说，有一年，我回去竟然迷路了，有一种“刘姥姥进
大观园”的感觉。楼房越盖越高，家门口的商场和
超市多起来了，感觉老家的生活和城市都没太大
差别。每次，年后回来，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家乡
的变化，一个比一个说得起劲。有的村里开始搞旅
游业，开发温泉，农民摇身一变成老板了。有的索
性在外地安居乐业，不回老家了。

最明显的就是，以前到村里，是一条狭窄的泥
路，真的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过年走亲戚，
本来要穿得体面一些，但一碰上下雨天，就只能回
家换一身，不然一双皮鞋就废了。现在，公路修到
了家门口，都是水泥路，再也不用遭罪了。

以前彻夜排队坐绿皮车 后来厂
水泥路直通家门口 商场和超市

他们的返乡故事，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娃，家在余姚马渚镇云楼村。尽
管住进城里多年，但一有时间总会回家看看，感受家乡
的飞速变化。

一排排的三层小洋房，家家户户有个小院子，种些花
草，这样的场景现在村子已经随处可见。但回到二三十年
前，却并不常见，更多的是小平房，一大家子挤在一起。

小时候，农村的娃娃玩具都是跳橡皮筋、下棋，一群
人跑到屋外围在一起打闹。后来很多人家里买了“大屁
股”彩电、电脑等，娱乐生活更加丰富，越来越接近城里
生活。而那些老年人，不再担心没地方聊天了，有了专门
的活动室。

近几年，外来的游客还会发现村子里硬件设施更好
了，有了公共厕所和休憩的场所。网上购物，能够寄送到
村子固定的网点了，以后还能送进家家户户。

村子越来越好，现在我反倒更加怀念儿时记忆的
“味道”。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家家户户要腌制鸡鸭鱼，
挂在门外吹干。可惜后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城打工，村
里留下老人和小孩，这样的场景就少见了。但相比城里
的车水马龙，村里空气好、车子也少，更加适宜人休养。
每逢周末，青壮年面孔越来越多，他们带着家人回来寻
找田园乐趣。

有一天，我在路口，刚好碰到这样一家人，大人
在清洗鸭子准备腌肉制品，小孩半游戏地拉着鸭
脖子在旁边帮忙。这样童趣的画面，让我忍不住
用手机拍了下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习惯

去饭店吃年夜饭，在家里大费周章张罗真的不多了。

回
家
故
事

从彻夜排队还不一定买到票
今年可以开着私家车回家

2004年，在老乡的介绍下，我进入狮丹努集团
工作，不知不觉在宁波干了15年。从一名普通的员
工，做到了车间主任，在陌生的城市，一步一个脚
印走过来，感觉很自豪。

还记得刚来宁波那一年，春节回家，连着好几
天跑到火车站买票。那会儿，很多老乡都请假去买
票，彻夜排队，肚子饿了都不敢跑出去买东西，生
怕回来位置就被别人抢了。更遭罪的是，排了几个
小时，愣是买不到一张座位票，只有灰头土脸地回
来，第二天硬着头皮再去排队。

这样排队买票的日子没几年，厂里就给员工
统一订票，我们自己就不用折腾了。有些江西、安
徽等方向，企业还特意安排了包车，我们拎包就能
上车。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因为冰雪灾害，很多
老乡都回不了家。企业包了15辆车送大家回家，坐
上车的那一刻，我们心里都是暖暖的。

这两年，很多老乡陆陆续续买了车。光我们
宁波基地，车库里就停了250多辆车，生活条件好
了，“有车有房”都成标配了。算起来，我有三四年
没有坐火车回家了，都是搭老乡的车回去，轻松
多了。以前，年前我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买到
票了吗？现在，我们会问：今年，开车回去吗？年
前，大家都会提前约定好，一起搭车回家。去
年，我花10多万元买了辆小车，今年就可以
开车回家了。

坐绿皮火车，别说行李了，个头小
的，连人都挤不上车，根本不敢带太多
的东西。自己开车回去，后备箱塞得
满满当当，都是带去给家里人的，
有给孩子买的衣服，有给长辈
买的保健品。我们家女儿爱
吃海鲜，我就会带上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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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青壮年面孔越来越多
他们带着家人寻找田园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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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你的回家故事 3000元大奖等你领
春运路上，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故事，

或心酸，或暖心。你的故事，愿意和我们
分享吗？

今年春运期间，现代金报全媒体联
手宁波市总工会，向全市职工和读者众
筹“回家·微记录”。市民可用手机，以文
字、图片、短视频等各种形式，记录春节
回家的点滴感受。

活动期间，我们主要征集以下五大内容：
1.我和我的祖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众筹返乡路上的所见所闻，
用图片记录祖国的大好河山，或用视频
见证家乡的巨变，也可以用文字记录身
边的趣闻乐事，反映祖国的强大崛起。

2.爱的行囊 过年回家，给家人带点
礼物，表达自己的心意，也能反映大家在
宁波的生活工作境况。一份礼物一个故
事，也可以是企业帮员工准备礼物完成心
愿的故事。

3.我们的年夜饭 中国地大物博，每

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年味。可以和我
们讲讲家乡的年味，老底子的记忆是什
么样，说说这几年的变化，带大家认识家
乡。众筹“我们的年夜饭”，展示来自全
国各地丰盛的年夜饭图片。

4. 全家福 很多家人在各地打拼，
可能只有过年，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才
能团聚在一起，拍一张幸福满满的全家
福，孩子大了，日子好了，让我们见证你
们的幸福团圆。

5.家乡年味 各地的春节习俗各不相
同，大家可以用图片和文字记录您家乡
春节期间的贺年、走亲、团聚、祭祀等各
种乡俗。

本次“回家·微记录”众筹项目，在现
代金报或金报官方微信一经刊登，作者
就能获得相应的奖金。其中，普奖是100
元-200元，精彩故事，我们将选出三个
1000元大奖，最精彩的那个故事我们将
给予3000元众筹奖金。大家快来参与吧。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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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的
工人开心地展示
手中的福字

优秀外来务工
人员领到慰问品

工作中的刘黎认真负责工作中的刘黎认真负责，，从一名普通的员工从一名普通的员工，，做到做到
了车间主任了车间主任。。 记者记者 薛曹盛薛曹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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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人 在大 人 在
清洗鸭子准清洗鸭子准
备腌肉制品备腌肉制品，，
小孩子在旁小孩子在旁
边帮忙边帮忙。。

周莹周莹 供图供图

里统一订票 今年开着私家车回家
多起来“有房有车”成标配

藏着浓浓的幸福

故事
征集

“回家·微记录”
参与方式

关注“现代金报”
官方微信（微 信 号 ：
nbxdjb），发送“文字、
图片或视频+姓名+电
话”至微信后台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