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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醋溜豆芽、酸菜炒魔芋、烧白、
多宝鱼、清蒸天麻土鸡……23道菜，南北
兼顾，满满一大桌；岳父岳母、老乡、战
友，方言、普通话，15人热热闹闹，黄铸刚
家2023年的春节过得与众不同。

45 岁 的 黄 铸 刚 ，老 家 在 陕 西 安
康。1995 年，黄铸刚应征入伍来到武
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此后，除了在
昆明读军校的 2 年时间，26 年来，黄铸
刚一直工作、生活在昭通。

“拉家常、聊战友情、谈老家事，大年
三十就是这样过的。”1 月 30 日 14 时 35
分，和记者聊起大年三十的情景，黄铸刚
仍历历在目。“大年初一，我动手现揉、现
擀的面，包了猪肉韭菜饺子。”

聚在一起才算过年，心在一起乡情
更浓。和老乡、战友聚在一起过春节、闹
元宵，对黄铸刚来说已不是第一次。

“2022年，我家和另外 3家老乡在一起过

春节，做了22道菜，今年23道，每年加道
菜，生活节节高。”

黄铸刚性格豪爽，妻子热情好客，不
仅拉近了与老乡、战友的感情，还收获了友
谊。平日，两口子做点拿手特色菜，都会邀
约几个战友、老乡喝点酒，三盏两杯下肚，
朋友间更显亲热。

“大年初六，有个战友从老家回到昭
通，带了25公斤家乡的挂面、5公斤柿子
酒给我，我倍感高兴。”黄铸刚介绍，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营商环境的大改变，各地
的商家纷纷来到昭通做生意，现在动动
手指通过网络就可点一份肉夹馍、一碗
刀削面等北方口味美食，以解乡愁。

不仅是吃的向家乡味靠近，回家的
心理距离也变短了。

“以前回家，从昭通坐大巴车到重
庆，再转车至安康，需要折腾 2 天时间
才能到家。现在自己开车，早上出发，

晚上就能到，真的是朝发夕至。”2019
年转业后，黄铸刚回家的时间自由了，
还接弟弟、父亲来昭通玩，品尝昭通
油糕饵块稀豆粉、天麻火锅、羊肉米
线等特色美食。“这 10 年来，昭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交通和
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高速公
路、城市面貌上，还体现在城乡公路和乡村
巨变上。黄铸刚妻子的老家在彝良柳溪，
陪媳妇回娘家，每次都觉得路好走了，美丽
村庄气息扑面而来。

“春节时间充足，就去昭通网红打卡
点转转，感受新年气氛，放飞心情。”这10
年来，无论是大山包、大龙洞、黄连河、豆
沙关，还是新晋网红打卡地山海洞、小草
坝，每次去黄铸刚的感受都不一样。

喜庆、热闹，这是黄铸刚在第二故乡
过春节、闹元宵的感受！

每年加道菜 生活节节高
记者 张永刚 文/图

和所有在外打工者一样，“回家过年”是 27 岁的
李飞一年来最大的心事，也是他最期盼的事。

老家在永善县细沙乡的李飞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建筑工地上做塔吊信号
工。建筑工地虽然辛苦，但工资还不错，干一天活
约 200 元，李飞非常知足。今年春节，他早早地收拾
好行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味道让他感到特别亲切。
谈起外出打工的经历，李飞很感慨。性格开朗的他

边笑边说，小时候调皮捣蛋，学习成绩不好，非常厌
学便辍学回家，年龄稍微大点就决定去外面闯一
闯。他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大小建筑工地，饱尝漂泊之
苦。干过工地、进过厂房、拧过螺丝、搬过砖……如今
他依然在工地埋头苦干。

“那时只是一个小工，干的都是体力活，一天挣
不到多少钱。后来我就自学电焊技术，成了技术工
人。”李飞满脸自豪地说。电焊是一项专业性强而
又危险的工作，李飞在工地上边看边学，不会就问，
逐渐掌握了这门技术。在工地上，李飞挥动着手中
的焊枪，完美地将一块块钢板焊接在一起，那溅起
的火花照亮了他的头顶，犹如流星般灿烂、美丽，这
也是他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回想这 10 多年的打工生活，李飞觉得单从工地
上打工的生活看，比起 10 年前，现在工资比较好拿
了。这个“好”字怎么理解呢？他说要从两方面看，

“以前工程完工最担心的是拿不到工钱。现在就不
存在老板拖欠工钱或者不给工钱的事，基本上都是
做一天就能拿到一天的工钱，年前回家前都能结清
工钱。劳动保障部门也非常重视我们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

今年，村里不少年轻人开着新车回家过年，这
已成了一种时尚。李飞有了更多的想法，他也想购
置一辆小轿车。李飞说，目前家里该有的都有了，
就寻思着买辆车，以后打工回来就能带着家人出去
转转。

相较于工作上的顺利，在婚恋上，李飞有点打
不开局面。虽然他正处于婚恋黄金期，但由于流动
性较大、交友圈子较窄、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李飞
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一样面临着“牵手难”的问题，
亲友的催婚更让他们困扰。新的一年,李飞没别的
愿望，就希望能多赚点钱组建一个家庭。他说：“家
里虽然有新房，但我担心以后的媳妇看不上，所以
还得继续努力奋斗。”

显然，新的一年，对李飞而言，他最希望的是遇
上陪伴自己的爱人。他们，都想拥有更稳定、体面
的生活。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对大
多数人来说，意味着团聚、欢乐，而威信人迎接春节的
方式更加让人惊喜，处处体现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既有民俗特色，又具活力气息，不论老一辈还是年轻
人都沉浸在欢度春节的热闹氛围中。

年货大集，过除夕。“快点跟上，这一条街都是
卖年货的摊位，各种年货数不胜数，糖果、鞭炮、小
吃、玩具……”这样的赞叹在威信县扎西街上天天
都能听到。为了喜迎兔年，在营造节日氛围的同
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设定了年货一条街。年
货街设置在建设街到扎西街一带，相关部门组织
人员搭建摊位供商家销售年货，商家通过申请审
批获得摊位。摊主李星奎说：“这样大规模的摊位
在小时候随处可见，这是威信人的赶集习惯，从小
就跟着大人一起赶集备年货，现在自己也摆起摊、
卖起货，重温了儿时记忆，唤醒了新年气氛。”年货
节上随处可见老人带着孙子、父母带着孩子、年轻
人成群结队的身影，熙熙攘攘的人群，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老街换新，迎兔年。扎西老街，位于威信县城中
心东北部，始建于 1856 年，至今已有 160 余年的历
史。近年来，当地将扎西红军街升级改造成新的扎
西老街，百年老街旧貌换新颜。春节期间，扎西老街
作为威信县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换上了新装备，处处
张灯结彩、灯笼高挂，充满了节日气息。各个门店为
了喜迎兔年都创新了节日商品，有的给游客提供民
族服饰拍照服务，有的制作新年小吃供大家分享，还
专门设定燃放烟花区域，人群摩肩接踵，来来往往，
喜笑颜开，百年老街又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投影精彩，闹元宵。为营造幸福祥和的节日氛
围，威信县住建局在人民公园组织灯光秀表演。表
演内容包括音乐喷泉、全息水幕、脚踩钢琴、吼泉、纱
幕电影。其中全息水幕展现的内容以热闹红火为主
调，并植入红色文化、兔年祝福等元素。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艺术性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看打卡。
大家纷纷表示，灯光秀很亮眼，让春节和元宵节更具
仪式感。家住人民公园旁的市民余鑫高兴地说：“家
门口就能看到灯光秀，非常好，非常漂亮，每天表演
时都聚集着大量观众，大家都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春
节。”绚烂华丽的灯光秀在渲染节日气氛的同时给足

了人们视觉体验。互动型的投影更是让人们参与其
中，增强了人们对节日的体验感，让人们在光与影的
沟通中感受幸福。

兔年有新意，处处皆风景。在春节、元宵节期
间，威信县完美地将传统节日赋予新元素，营造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

元宵节吃汤圆是汉族的传统习俗，寓意着团
团圆圆。汤圆又名“汤团”或“圆子”“团子”，南
方 人 称 汤 圆 ，北 方 人 称 元 宵 。 元 宵 节 吃 汤 圆 的
习俗大约形成于宋代。据记载，唐朝时，元宵节
吃“面茧”“圆不落角”。 到了南宋，出现了“乳
糖圆子”，这应该就是汤圆的前身。及至明朝，

“元宵”的称呼就比较多了。
每年正月十五，温林仙都习惯早起，洗漱、烧

火、打扫卫生，收拾好一切后，她就会端着个不锈
钢盆去楼上取一小半盆糯米粉和一碗汤圆馅儿下
来，等小女儿起床做汤圆。

一进入腊月，从选购优质糯米开始，温林仙就
要前前后后忙碌半个月的时间。她从集镇上买了
50 公斤糯米回来，浸泡、磨粉、晾晒、过筛……每一
个环节都是耐心和时间的较量。

在此期间，她还要忙着做另外一件重要事，就是
制作汤圆馅儿。她做的汤圆馅儿深得家人的喜爱，

香甜而不油腻，老老少少都爱吃。将花生粒、芝麻、
麻子、橘皮炒熟后和红糖、白糖、冰糖一起研成粉
末，最后和猪油混合在一起，就制成了香甜的汤圆
馅儿，装罐储存可以吃一整年。

每年腊月制作糯米粉和汤圆馅儿是村里每
家每户的必备项目，今年谁家糯米更糯、汤圆馅
儿更香也是邻居间交流和攀比的话题。

以 前 ，都 是 她 早 早 起 来 把 汤 圆 做 好 。 现 在
孩 子 们 长 大 了 ，都 是 她 把 材 料 准 备 好 ，小 女 儿
来 做 ，孙 子 们 也 会 围 在 盆 边 ，个 个 摩 拳 擦 掌 大
显 身 手 。 小 女 儿 手 上 包 着 汤 圆 ，嘴 里 指 导 着 小
朋 友 ，一 个 个 汤 圆 在 她 手 里 飞 快 成 型 。 喜 笑 颜
开 的 小 朋 友 ，满 手 沾 满 糯 米 粉 在 那 儿 一 顿 揉
搓 。 温 林 仙 则 忙 着 烧 水 ，等 着 汤 圆 下 锅 ，不 一
会 儿 ，一 家 人 围 着 火 炉 ，一 人 一 碗 汤 圆 ，咬 一
口，汤圆馅儿就溢出来，满口香甜，那是幸福团
圆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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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饺子。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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