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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欢父母膝下、过年回家团圆，是每个人的殷切期盼。然而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很
多在沧州打拼的外地人，选择就地过年——

我在沧州，遥望故乡的月亮
本报记者 董芳辰 杨玉霞 本报通讯员 王诗妮 魏浩然 摄影报道

“今年不回老家过年了，留
在沧州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杨喜兰一边忙活着手中的活
儿，一边告诉记者。

天寒地冻，杨喜兰却忙得
脸上冒汗，她把一份麻辣烫递
给顾客，自我安慰道：“年货都
已经寄回东北老家了，我们虽
然不能回家团聚，但可以在沧
州多挣点钱。”

在 沧 州 打 拼 了 3 年 的 杨
喜兰，这是第一次在沧州过
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今
年过年她和丈夫都不回老家。

在沧州，很多像杨喜兰一
样的“打工者”，响应“就地过
年”的号召，选择了“不回老
家”。

小摊主杨喜兰：
“咱不能添乱”

33岁的杨喜兰和37岁的高
海涛是夫妻，老家都在吉林省
辽源市。

儿子出生后，他们就把孩
子留在了东北老家，离乡出外
打工。

这些年，俩人一直在各地
奔波，变换着城市，经营着小本
买卖。

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想法：平时无论在
哪儿谋生，过年一定要回家。

3年前，他们两口子来到了
沧州市，做起了小吃生意。

杨喜兰卖麻辣烫，高海涛
就在旁边卖炒冷面。

夫妻二人就在摊点附近租
了一间小平房，每天早上 9 点
钟，杨喜兰就蹬着三轮车去市
场买菜。

回到家中，简单吃点东西，
就开始穿串，忙活到下午3点多
钟，她就和丈夫准备出摊了。

年关将近，大街上比往常
更热闹一些，人们大包小包地
准备着年货。

做完十几份的麻辣烫，杨
喜兰禁不住望着车水马龙的马
路出神。

往年这个时候，他们早就
已经买好了火车票，给远在东
北的老人和孩子置办好了年
货，准备回家过年。

但是今年，夫妻俩却做了
一个决定：在沧州过春节。

“关键时刻，咱不能添乱，
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
年。”杨喜兰笑着说。“这些日
子，通过电视和广播，得知有那
么多医护人员为了老百姓的健
康在无私奉献，咱们也不能由
着自己的性子来。”

“今年不回老家过年了，我
们俩商量着，人回不去但心意
不能少，就去商场给孩子和老
人多买了些礼物寄回去。”杨喜
兰用这种方式弥补心中的遗
憾。

虽然做出了不回老家过年
的决定，但夫妻二人心中的思

乡之情却日益浓烈。“一年到头
在外面跑，就指望着过年回家
和孩子团聚。一分开就是一年，
每次回家，孩子跟我们俩都不
是很亲。需要相处几天，才像是
一家人一样。”杨喜兰说起这些
有些哽咽。

但今年情况特殊，他们几
经思量，最终打消了回老家的
念头。

年礼已经寄回去了，杨喜
兰又抽时间买了一个玩具，送
给自己的儿子，“就用礼物表示
一下吧，希望儿子喜欢，看见它
就知道父母很想念他”。

理发店老板穆名：
善意的谎言

穆名和兄弟穆阳是陕西西
安人。

兄弟俩在沧州经营着一家
理发店。哥哥穆名来沧州已经
10多年了，早已经在沧州成了
家，生了一对儿女。

虽然在沧州落地生根，但
回老家过年，依然是穆名每年
春节不变的安排。

每年腊月廿七，穆名就带
着妻子儿女踏上回西安的火
车，那里有等着他们的父亲母
亲。

今年，穆名和妻子决定不
回老家了，他们响应国家号召，
就地过年。

“为了创业，很早就离开家
乡了，就盼着过年守着家人，一
家团圆。现在，咱选择就地过
年，也是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
力量。”穆名说。

穆名和妻子做出了决定
后，还要做两个孩子的工作。

两个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
的，祖孙感情深厚，两个孩子最
期盼的就是回老家吃奶奶做的

各种面食。
肉夹馍、凉皮……一到过

年，两个孩子就缠着奶奶做当
地的美食。一听说今年回不去
了，两个孩子和穆名耍起了脾
气。

为了劝住两个孩子，穆名
跟父母“串通”好，编了一个善
意的谎言。当天晚上，两个孩子
跟爷爷奶奶视频，爷爷奶奶告
诉两个孩子：“回西安的火车不
开了，进村的路也不通了，等火
车通了，路修好了，爷爷奶奶去
看你们。”

听这话的时候，穆名在一
旁红了眼圈。

穆名说：“爸妈，今年不能
陪你们过年了。”电话那头的父
母说：“特殊时期，俺们可不盼
着你们回来，回来了俺也不给
你们开门，把你们撵回去。”

听到这儿，穆名“扑哧”一
下笑出了声。

这些日子，穆名买了很多
沧州土特产，烧鸡、肉、香油、麻
酱，还有两身新衣服，然后联系
了快递公司，把东西寄回去。

“其实，父母可能也不需要
这些东西。但是不买点东西，总

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穆名
说。

穆名和兄弟商量好了，大
年初一，兄弟俩要向着家乡的
方向，通过视频给父母拜年。

企业员工刘静静：
留沧备考

刘静静，24岁，大学毕业后
在沧州一家企业上班，老家在
邢台威县。从小到大，她一直都
是在父母身边过年，而今年，她
选择留在沧州过年。

妈妈也给她打来电话，支
持她的选择。

接到妈妈的电话，刘静静
悬着的心反而踏实下来了。“我
其实已经做好不回老家的打
算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和父母
开口，没想到，开明的父母打
来电话支持我的选择。”刘静
静说。

“不回去正好，我要利用假
期好好备考，争取考进一个理
想的工作单位。”刘静静在电话
里安慰妈妈，“放心吧，年三十，
我会和同学一起包饺子吃的。”

父母听了刘静静的想法，
非常高兴，随即转给她一个大
红包，让她在沧州好好吃饭好
好备考，并安慰她，等疫情过去
她回家来，天天给她做好吃的，
让她天天都“过年”。

做出了不回去的决定后，
刘静静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
中。去年，她想换一个工作单
位，报考了一家事业单位。由于
疫情，招聘考试推迟了。

刘静静想趁春节假期，好
好补习一下，希望考试能顺利
过关。

“留在当地过年是对疫情
防控最好的支持。”刘静静说，

“虽然不能和父母在一起过年，
但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
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传递对家
人的祝福。”

医生朱巧彬：
隔空隔不了爱

“姐，家里还好吗？今年过
年我不能回家，你守着爸妈近，
替我照顾好他们……”临近春
节，黄骅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
治医师朱巧彬与妻子杨超做了
一个共同的决定，那就是响应
国家“就地过年”号召，春节假
期不回石家庄藁城了。

朱巧彬是石家庄藁城人，
杨超是唐山人。他们在黄骅工
作8年了。去年，由于工作需要，
朱巧彬就没有回家过年。

他原本计划今年春节回老
家好好陪父母过年，没想到今
年又回不去了。

几天前，朱巧彬和父母说
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接电话
的老父亲说：“老家啥时候都能
回，你们哪天回来哪天就是年，
咱不在乎这些形式，你们就在
黄骅安心待着吧。别惦记我们，
我们身边还有你两个姐姐呢。”

虽然父亲这么说，可朱巧
彬心里明白，他是父母唯一的
儿子，老人肯定盼着他们能回
家过年。但父母是明事理的人，
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也理解
子女们的心情。

对很多人来说，“就地过
年”是一种特殊体验。对朱巧彬
和杨超夫妇来说，在异地过年，
可以随时待命，更好地完成工
作。

前段时间，石家庄疫情发
生后，朱巧彬第一个要求去石
家庄支援。由于工作需要，单位
领导安排他在医院留守。“看到
沧州那么多医护人员支援石
家庄，在那里忘我地工作，我
特别感动。我只有加倍工作，
才能回报大家对我家乡的无
私付出。”

虽然春节无法回老家与家
人团圆，但朱巧彬和杨超每天
都坚持趁着休息时间，给藁城
的父母通电话，互报平安。尽管
这样，他们还总是放心不下，隔
三差五给家乡的姐姐打电话，
希望姐姐替他们照顾好家里
人。

“隔空隔不了爱，只要心里
有爱，一家人的心就会在一
起。”朱巧彬说。

朱巧彬夫妇和家人通过视频互致问候

杨喜兰又出摊了杨喜兰又出摊了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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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
公司提供住宿，有食堂，有餐补，上下班沧州市区
班车接送；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缴纳五险一金。
公司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金光大街18号
电话：0317- 7883001 邮箱：tcrsh@126.com

5、外贸人员、法务专员、会计；
6、电工、锅炉工；
7、药学、化学、生物、自动化等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生产操作人员；
2、化验员、工艺员、质检员；
3、药品研发人员；
4、设备管理、运维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