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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2年生人，1998年离开老家泰安
外出打工，距今已经有二十三个年头了，但
是在外地过年还是头一遭。按照我国传统
的说法，过了今年的春节，我就年满四十岁
了，古人讲“四十不惑”，想不到我的这个
“不惑之年”将要在青岛度过，这注定是一
个令人难忘的春节。
今年决定留在青岛过年，我们一家人

是开过家庭会议的，会议气氛民主、融洽，
一致讨论通过。起初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
十三岁的女儿，她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见
到把她一手拉扯大的姥姥了，她想念姥
姥，总是盘算着过年回家时，给姥姥带青
岛的蛤蜊和正宗的钙奶饼干（姥姥喜欢用
青食钙奶饼干泡牛奶喝）。可是最近几天，
她每天看新闻，每天关注疫情的变化，终
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留在青岛过
年，不回老家了！每天和姥姥视频通话一小
时，以解思念之苦。小女儿只有六岁，她的
想法很简单：哪里有妈，哪里就是家，在哪
都一样。
我和妻子很欣慰，既然在青岛过年，孩

子们都欣然接受，我们更要创造良好的条
件，让她们在青岛感受到老家过年的气氛
和欢乐。
妻子在网上买了七彩灯，准备把租住

的房子装点一番，她还自学烘焙，虽然烤出
来的面包不像面包，蛋糕不像蛋糕，卖相一
言难尽，但是总是朝着“能吃”的方向发展，
在她“屡败屡战”的不懈努力下，估计到过
年的时候，就达到“美味”的境界了。
我则是苦练厨艺，在网上下载了许多

教做菜的视频，抽空就学着做各种“新奇
特”菜式、各种风味，准备在大年夜露一手，
给大家一个惊喜。
物质食粮准备得很充足了，精神营养

也要跟得上。我们全家决定：在过年期间少
出门，不聚集，但又不能总是看电视或者刷
手机，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有收获
的新年，我给大女儿买了大语文系列丛书，
给小女儿买了绘本，让她们在过年期间汲
取点儿知识和智慧。我更是给自己买了以
前想买却一直没时间下手的两本书，一本
《百年孤独》，一本《时间简史》，准备趁着过
年假期，在家里苦读一番。
今年在青岛过年，一定是令人难忘又

“别有风味”的经历，待到春暖花开日，阳光
普照时，新冠覆灭无踪迹，我们摘掉口罩，
想去哪去哪，想在哪过年，就在哪过年，想
哪一天过年，就哪一天过年！

2021年的春节注定与以往不同，随着疫情防控
形势不断严峻，老家的情况不容乐观。留青过年从最
初的犹豫变成了势在必行。
留在青岛，这将是我近二十几年人生中第一次

独自过春节，初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心情难免失落、也
有一些委屈。单位里跟我一样的还有几个新入职的
同事，我们也曾私下里开玩笑说：“大家一起吧！”后
来这话传到了领导耳中，让人事部做了统计后，决定
春节假期包下海边的一个民宿，让留下的几个同事
一起过春节，并且发放了补贴。
得知这一消息，我心中顿时充满了温暖与感动，

心情也开始跃跃欲试起来，“团建小会”都开了好几
轮，每个人都说着自己拿手的菜式、麦霸的人生。
随着春节的临近，干果、零食、福字、春联……快

递流水般寄了过来。看着办公室堆成小山的过年“装
备”，突然觉得这个不一样的春节真好！无论过去多
少年，都将是难以忘记的一抹重彩。
留下过年，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照顾。春

节，与家人一起过年，是一次亲人的团聚，为了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留下，是亲情的升华。

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老家在东北同一个县
城，双方父母也都退休了。以往过年，农历除夕到年
初二在老公家，年初三到初六在我父母家，年初七回
青岛准备上班。
去年情况特殊，夏天疫情好转时，我和老公商量

着把在同小区租出去的房子收了回来，重新收拾后，
入秋就让双方父母来青小住。四个老人年龄相仿，饮
食习惯也相似，平时跳跳广场舞，小公园溜达溜达，
我和老公下班后跟他们一起吃完晚饭，说说话再散
步回家，其乐融融。每天匆匆忙忙赶回家做饭的日子
似乎已经离我远去，生活过得别提多惬意了。
入冬后，随着留下过年的倡议，原本想年前回家

的老人，也都决定留下来在青岛过年。我和老公也不
用再像之前每年一边守着电脑、一手拿着手机，一遍
遍刷火车票、飞机票，愁容满面、焦虑到失眠。父母们
也早早开始赶集，着手准备过年的吃食，老公还专门
新买了一个冰柜。
今年难得六口人一起团聚过年，平时工作忙都

是父母做饭，我们吃现成的，今年的春节年夜饭，我
准备“掌勺”当主厨，也让双方父母尝尝我的手艺。这
两天他们正在琢磨着“点什么菜”，我也充满了期待，
看看他们的“菜单”能不能难倒我。不过我不怕，毕
竟，我还有老公这个“外援”！

“竹爆腊寒尽，桃符春事来”。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凝聚着每一个炎黄儿女
的乡土情结，也是我们一年当中最精心准备、最具仪式感的时刻。
这个春节，在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为了遏制新冠疫情传播，众多城市建设者、救

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在青求学的莘莘学子……积极响应倡议，停下回家的脚步，选择就地过
年。
这个春节，很多家庭或许因距离而无法团聚。但是，历经疾风骤雨的锤炼，我们更加明白，

阖家团圆是为了人，就地过年同样是为了人，是为了更长久的相聚。心心相印，一家人惦记着
彼此，就是最好的年味儿。就地过年，云端天涯若比邻，视频遥敬一杯酒，心安处即是团圆。
这个春节，注定是一个五味杂陈的春节，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我们有太多故事值得回

味，更有特殊经历下，对新岁的无限期许和祝愿。亲爱的读者，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里，您有哪
些见闻、经历和体会？新的一年，您和家人有什么愿望和目标？欢迎把您的这些故事和我们一
起分享。

投稿要求：
1 .征文体裁不限，可以是文字、图集，也可以是视频、音频。
2 .要求一文一重点，图集有主题，描写和表现印象最深的场景、人和事。
3.纯文字投稿请附上高清图片。所有投稿需附上作者生活照及联系方式。
4 .投稿请注明“别样的春节”故事征集。
5 .投稿邮箱：1035792298@qq.com；投稿期限：2月12日～ 2月18日。

就
地
过
年

说
说
你
的﹃
别
样
春
节
﹄

征集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