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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隔千里，心意不缺席
72岁老人通过本报向远在内蒙古的大弟寄托祝福

□半岛全媒体记者 肖玲玲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
一，是联络亲情、友情，大家庭团聚的
好日子。”在这个节日，72岁的郑文彪
最盼望的，就是兄弟姐妹五个家庭的
聚会。“自从老母亲去世后，我们就约
定每年都去内蒙古我大弟家过年。”五
个兄弟姐妹一年一次的会面，五个家
庭一年一度的聚会，是郑文彪和家人
心里的期盼：“去年因为疫情没去，本
想着今年肯定没问题了，大弟都买好
年货了，结果也不能去了。”心中虽有
遗憾，但郑文彪却不想抱怨：“只要健
康活着，什么都会有的！”
日前，郑文彪看到半岛全媒体发

起的“我们一起在青过年”故事征集，
一下子受到触动：“想讲讲我的故事和
心里的祝福，也成全我寄托亲情的拳
拳心愿。”

弟弟“扎根”内蒙古
大哥放不下的牵挂
虽然生长在青岛，郑文彪祖籍却在

南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上海籍，上
世纪40年代从上海来青岛谋生，举目无
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安家立业，白手起
家，为我们创下一片幸福天地。”郑文彪
兄妹五人，他是大哥，1969年从济南铁
路机械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的铁
路部门从事技术工作。
“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在内蒙古，
是教师；一个在青岛，是厨师；两个妹妹
都已经退休，和我一样住在市南区。”在
内蒙古的弟弟，是郑文彪的大弟，也是他
最牵挂的手足：“我们都在青岛，有啥事
都互相有个照应，他自己在内蒙古那边，
总是会挂念着。”
1969年，郑文彪的大弟报名去了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临走前几天，
他不小心伤了右脚筋，去医院缝合打
了石膏，原本可以不去的，但 18岁的
他垦边自立的决心已定，最后是被抬
着上的火车。”想到这里，郑文彪还是
感慨万千：“站台上的惜别，泪流满面
的哭声，让人听了心疼。”那个泪别的
场面，永远定格在郑文彪的脑海中，时
时在心里翻涌着。
“刚开始，大弟分配的工作是铁匠，
负责锻打农具，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由于
他工作认真敬业，不久就被调出兵团，在
当地卫校安排工作，后来卫校升格为医
学院，他担任一所大学电教室主任，他也
断了回青岛的想法。”伴随郑文彪的大弟
在当地成家立业，在出生地青岛，也永远
留下了家人的思念情结。
如今，郑文彪的大弟早已退休，现

已定居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夫妇俩也
年近古稀。而更让郑文彪挂心的，还有
他的侄子：“我大弟的儿子因为一些意
外受伤，已经卧床 20年，他们俩还得
照顾这个孩子！”说到这，郑文彪的声
音有些颤抖。
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大弟不太回

青岛。郑文彪说，之前母亲在世时，大弟
每年都会回来陪老母亲过年。“父亲去世
得早，母亲活到95岁，在2017年临近春
节的一个夜间安然去世。好在大弟那时
正好回青过年，兄弟姐妹一个不少地向
母亲告了别。”如今，又一年春节将至，郑
文彪最牵挂的，还是这个弟弟。

约定全家每年一聚
疫情改变“原计划”

郑文彪的母亲在世时，大弟每年一
次的青岛之行，是全家人聚得最全的
时候。“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妹们便商
定，每年大家都去内蒙古大弟家过年，
这是一个约定，也是青岛兄弟姐妹的
承诺！”郑文彪坦言，如今父母已经去
世，唯有手足之情最难得，对弟弟的思
念之情也成了每年过年最迫切的期
盼。
郑文彪回忆起一家人最近的一次

相聚——— 2019年春节，“我们大年初
一自驾去内蒙古临河大弟家，当时小
弟因为有事没去，我们开了三辆车，老
少三辈十多口人一块去的。”在那里住
上三四天，兄妹几人尽情欢聚，去大草
原玩乐，“令人格外舒畅，带来了幸福
满满的可心年味。”郑文彪回忆道，锡
林郭勒大草原装有空调的蒙古包里温
暖如春；香浓的酥油茶、脆焦的烤全羊
风味无敌，令人过嘴难忘；唱歌喝酒，
酒到半酣，渐入佳境，谈笑风生。“带
着蒙古包里浓郁欢快的亲情气息，我
们 骑 马 丈 量 着 茫 茫 无 边 的 大 草

原……”在郑文彪的描述里，充满着对
兄妹团聚、驰骋草原的向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让人措

手不及。“2020年春节我们没有去内蒙
古，各自宅家过年，彼此微信视频，发送
红包接龙，倾诉着思念的点滴，传递着兄
弟姊妹之情。”2020年国庆假期，看到国
内旅游业复苏，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各种
措施，郑文彪一度看到春节出行的希望：
“我老早就向大弟承诺，今年春节，一定
去内蒙古见他！”
然而，当下疫情形势牵动人心，郑文

彪他们的计划又有了变化。

兄弟姐妹各自宅家
视频拜年红包接龙
“各地响应政府号召，减少不必要的
出行，原地过年。青岛也倡议就地过年。
我们为国为家为抗击疫情，人人要有担
当，不能给国家添乱。”郑文彪说，虽然兄
妹五人心中有遗憾，但都积极响应号召，
就地过年：“尽自己微薄之力，减少不必

要外出，留青宅家过年，让新冠病毒无缝
可钻！”
郑文彪坦言，春节是中国人辞旧迎

新、岁月交替的厚重文化，也承载着每个
人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情结，但疫情防控
不容有失。“今年春节不出门，各自宅家
过年，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各地政府有关
部门也制定了防控措施，还有的设定了
隔离期，高成本的异地过年，细算起来应
该得不偿失。”郑文彪坦言，人只要健康
活着，什么都会有的：“舍小家，为国家，
新冠病毒在众志成城的中国人面前，终
会败走远去。”
人虽不能动，情却在路上，相互关爱

的心意永不缺席。郑文彪告诉记者，今年
春节他们还会继续视频通话拜年，玩红
包接龙送祝福：“大弟那边准备的牛羊
肉、瓜子、干果；我们这里备好的鱼、虾各
种海鲜，用泡沫箱加冰保鲜，各自通过快
速分送到家。”
“我们深信黎明的曙光近在眼前，团
聚展欢颜的日子，不会太远。明年春节，
我们一定能相聚！”郑文彪说道。

郑文彪与家人合影。 受访者提供

郑文彪（右）与大弟感情深厚。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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