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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最知足的是农村变富，最团圆的是
回家过年，最亮眼的是老家焕新颜。今
年春节假期，半岛记者像往年一样回到
临沂市莒南县的老家过大年，除了浓浓
的亲情未变，处处的喜庆不改，回乡期
间还探访发现了一些新气象、新见闻。

乡间硬化路堵起了车

在许多人看来，堵车或许是城市日
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一幕，然而今年春
节期间，记者在家乡临沂市莒南县相沟
乡王庄社区，也经历了几次乡间堵车。王
庄社区在莒南县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社
区，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一
条条水泥硬化路将各个村子间、村子与
外界连接起来，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改
善。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买辆轿车
作为代步工具的家庭数量也实现了大跨
步增加，一家两台车现象也比较多见。
车多了，堵车的现象自然就避免不

了。在王庄社区沿路向北约4公里处的
S342省道与沿途贯通两侧村庄的乡道
交会处，成为时常堵车的路段。“以前总
觉得堵车是城市的‘专利’，没想到今年
在老家村庄里也遇到堵车了。”在32岁
的返乡村民孙钦杰看来，村民生活富裕
了，轿车替代了摩托车、电动车成了主
要交通工具。“以前的面包车留在家给
老人开了，出门也方便，干活开车也变
成了现实。”孙钦杰笑着说。

从非洲回家过年

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过年为的就是全家团圆。一

年里在外打拼的游子哪怕离家再远，也
阻挡不了回家团圆的归途。在记者的老
家，64岁的徐立层几年来都在上演这样
的团圆故事。作为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大
学生，徐立层是当时家族和村子里的骄
傲。如今，虽然已经在原单位退了休，儿
女也都成家立业，徐立层却没有选择儿
孙绕膝的清闲生活，下海再谋职业，焕
发了人生的第二春，成为烟台一家矿山
机械企业的总工程师，年过花甲却过上
了频繁出差的生活。
徐立层告诉记者，最近几年里，每

年有一半的时间，他都生活在非洲，“一
年出差三四次，一次出差一两个月，已
经去过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布
韦、肯尼亚等国家。”徐立层说，他的工

作主要是为这些国家的矿山技术领域
提供一条龙服务。“离家再远，也像风筝
一样有根线牵着，内心最思念的就是老
家。”徐立层说，祖辈传承的传统不能
丢，只要能回家过个团圆年，非洲也不
算远。

庄稼汉玩起架子鼓

“现在村里吃不愁、穿不愁，大家开
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了，社区里自发组
建了广场舞队、秧歌队、乐器队，经常外
出演出。”58岁的徐立国告诉记者。而在
徐立国的家里，记者还发现了农村精神
文化生活的另一个新变化。这位年近花
甲的庄稼汉，以往家中一楼大厅里摞满
的都是成袋的粮食，而如今空荡荡的大
厅里摆放的却是一套架子鼓、一架电子
琴和一把葫芦丝。
徐立国介绍，如今他的孩子在城里

有稳定的工作，也成家立业了，自己也
不想再继续劳累了，打算清闲安享以后
的幸福生活。“从去年就不种地了，跟老
伴在亲戚家企业里打工，我干财务，老
伴在地磅房记账，清闲又不累。所以自
学了这几样乐器，培养一些爱好。”徐立
国介绍，他虽没有音乐基础，但对照着
乐器入门教程的图书和视频自学，不仅
学会了操作电脑，还已能熟练弹奏几个
热门曲子，给生活添了很多乐趣，“现在
的农村，早已不是落后的代名词，反而
成了很多文明文化新风尚的宣扬地。”
徐立国笑着说。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肖玲玲

如今回乡过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车多了，人们过年走亲戚的方式也发生
了明显变化。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私
家车，从一家三口到一家三代，拜年队伍
一年比一年“高大上”，乡间道路上停着
的一溜儿私家车早已成为常见现象。不
光如此，得益于私家车容量大、便捷，拜
年队伍也由每家一两个代表变成全家总
动员，一家齐聚的场面蔚为壮观，团圆热
闹的氛围增添了不少年滋味。

4公里崎岖小路，总也骑不到头

“我小时候特别愁走亲戚，总觉得路
那么长，要走那么久。”家住胶州市胶北
街道、34岁的王璐回忆道，那是上世纪
80年代，她才几岁，串门走亲戚都是骑
自行车。最开始，家里只有一辆老式自行
车，爸爸负责骑车，后座坐着妈妈，她则
坐在前面的横杆上，“横杠上会绑上一圈
软软的小毯子，坐起来很舒服。”带的礼
物则用塑料袋装好，挂在前面的把手
上……这是平日里一家三口去姥姥家、
走亲戚的“标配”，也是她过年时的拜年
回忆。

而这其中，最让王璐印象深刻的，是
每年去二姨家的拜年经历，“去二姨家的
路有两条，大路得20里地，小路8里地，
我们每次都走小路。”说是小路，其实就
是绵延于田间地头被抄近路的人们走出
来的一米来宽的小道。这条本不是路的
路，狭窄且颠簸，“现在看4公里是多近
的距离啊，那时候却总觉得那么远，一直
走还走不到。”王璐说，爸爸载着妈妈和
自己，骑会儿车，再下来推车走会儿路，

再接着骑……
很快，骑摩托车慢慢成为乡间时兴

的交通工具。“那时候骑着摩托车拜年特
别有面子。”30岁的刘欣说道。摩托车比
自行车好多了速度快，而且还不累。渐渐
的，村里人都开始买上摩托车，骑摩托车
拜年成了一种风尚。
将拜年的物品绑在后备箱上，后座

载着媳妇，把孩子夹在中间，成了过年时
乡间最常见的一幅画面。后来，家里兴起

了电动自行车，这方便了那些不会骑摩
托车的人。“电动车骑起来能慢一些，而
且也稳当，感觉更安全。”最重要的是，当
时十五六岁的刘欣也能自己骑。也是在
那时候，来往走亲戚的路上，已经很少有
人骑自行车了。

一家三代开车出门拜年

正月初五，坐在女婿的车里，看着前
方奔驰着的、路边停靠着的车，听着手机
里导航“前方500米向左转”的声音，60
岁的李伟不停地在感叹着生活的变化，
“这才几年，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世界一
样。”水泥路、沥青路修到了村里，出门也
不用再踩泥巴路了，村里的路面也硬化
了，都铺上了水泥，开着车去胶州市里也
就20多分钟的事，走亲戚就更方便了。
而且，说到拜年走亲戚，李伟还有一

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以往受客观条件限
制，都是年轻一辈儿出去走亲戚拜年，最
多再带着孩子，“老一辈的基本就不出门
了。”而现在，私家车容量大，小夫妻俩带
着孩子再加上两位老人，一辆车刚刚好，
“所以我们这几年也都跟着孩子一块出
门。”他直言，“过年最重要的就是团圆，
大家都聚在一起就有年味了！”

乡间行车也路堵，庄稼汉玩架子鼓
临沂莒南：一家两台车不稀奇，家门口就有文化大餐

▲徐立
国家中放置
的架子鼓和
电子琴等乐
器。

开着私家车，一家三代出门拜年
胶州胶北：从自行车到开私家车，乡间拜年队伍一年比一年“高大上”

▲拜
年 走 亲
戚 ，乡间
道路上停
了不少私
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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