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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带着不舍和希望再出发
2024年春节假期临近尾

声，回乡探亲、外出旅游的人
们纷纷踏上返程旅途。2月16
日，在淄博火车站候车室，不
少旅客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
李，塞满了家乡的特产，带着
对家的不舍和新一年的希望，
准备出发。

见到乘客李先生时，他正
和妻子坐在座椅上候车。他
从广州来，妻子是淄博人，这
个春节和妻子来到淄博，在淄

川过年探亲。除了行李箱，他
们还带了不少特产。

李先生说：“我们带了淄
博的周村烧饼、香菇，买了火
烧和各种特产，还是蛮好吃
的。”

距离不远的地方，范女士
也在等车。她是山东人，丈夫
是河南的，在今年之前有十几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现在该
返程了，娘家给准备了粉皮、
粽子等很多特产带回去。

她说：“有一点难受，平常
不在父母跟前，对父母还是亏
欠太多，就希望他们身体健
康、平平安安就可以了。”

偌大的候车厅里，有返程
前的不舍，也有对新一年的希
望。人流涌动，如时光流转不
息，也如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
不止。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梁兆福

时隔4年
网红老赵家的春晚回来了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
春光更明媚
城 市 乡 村 处 处 增 光

辉……”
2月10日，大年初一。
时隔4年，老赵家的聚会

终于在线下再次举行。曾经
的“小字辈”们，如今都已白发
苍苍，但只要青春的歌声响
起，眼里依然有光。

老赵家有五姐妹，大姐赵
增琪今年83岁，最年轻的五妹
赵增霞62岁。

退休前，她们是会计、是
医生、是工人……退休后，分
别去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
与儿孙同住，但每年春节都会
在家乡淄博相聚，共享家庭团
聚的温馨时刻。

老赵家五姐妹有个共同
的爱好——— 唱歌。因为爱好
唱歌，曾经被国内多家媒体
报道。

2015年开始，老赵家春节
的家庭聚餐上多了个节目：同
唱一首歌；2017年，年轻一辈
组织起了家庭春晚；2020年春
节，疫情让老赵家的春节团聚
暂时中断，老赵家又开发了新
模式：家庭网络春晚……

2022年1月28日，他们家
的家庭春晚的视频曾冲上微
博热搜，话题阅读达到1.3亿
次，这一大家子的团结、乐观、
友善也深深感染了网友们，为
淄博圈粉无数。

2024年，老赵家再次线下
团聚，30多位家人同唱《年轻
的朋友来相会》，年轻一代歌
声嘹亮，老一辈底气十足，欢
歌笑语，热闹非凡。

“2020年疫情开始后，大
年初一的团聚被迫中断。虽
然大家可以通过网络连线互
致问候，为了让老人家开心，
我们组织了家庭网络春晚，但
无法聚在一起，还是难免有遗
憾。”三姐赵伟的儿子李建说，
今年疫情消散，家人们终于可
以团聚在一起。老一辈健康
平安，年轻人生活幸福，没有
什么比这个更加令人开心的
了。长辈们年纪越来越大，他
们希望通过家庭春晚这种形
式让老人们老有所乐，把爱唱
的歌唱起来，也希望孩子们在
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现。

老赵家的长辈们除了敬
酒、讲话，还给大家现场演唱
了拿手的歌曲。家庭聚会中
少不了传统年俗游戏，老赵家
今年的游戏是猜谜、投壶、对
句，还有紧张刺激的击鼓

传花。
尽管舞台比较简单，但是

无论长辈还是晚辈，都献上了
自己最为生动、精彩的表演。

“我妈姐妹五个，每年春
节的初一就会聚在一起。小
时候，围坐在一张小圆桌周
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这
张团圆的桌子也逐渐变大。
今年，我们特别找了一个30多
人的大房间。”李建说，老赵家
的五姐妹以前住在博山区税
务街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
始，大家陆续搬到了张店，姊
妹们的聚会延续到了今天，还
升级成了家庭春晚……

同唱一首歌成了老赵家
家庭春晚的保留节目。2015
年开始，一家人一起合唱《歌
唱祖国》；2019年，全家人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时隔4年，
2024年，大家再次聚到一起，
高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祝
福健康快乐团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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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4年，老赵家再次举行线下聚会。

小多肉
走上乡村振兴大舞台

龙年春节，池上镇老刘多肉植物园的女主人王海燕和孩子正
忙着给客户打包发货。

“过年，我们会买点鲜花装
点居室，像这种多肉植物，看起
来也很喜庆。”2月8日，腊月廿
九，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下小
峰村多肉植物园里人来人往，
众多市民专门从城里跑来置办
特殊的“年货”——— 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园负责人刘国峰
说，每年春节，都会有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多肉植物也成了村
里的“明星”。种植多肉植物十
余年，刘国峰通过网络社交平
台销售多肉植物的优势，也推
介了池上镇的风土人情以及土

特产。
随着山村老龄化趋势愈发

明显，作为年轻一代“乡村守护
人”，刘国峰与当地年轻人担起
了乡村振兴的重任。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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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表演

博山扮玩、锣鼓秀、琉璃表
演、古彩戏法、财神舞……大年
初一，一系列精彩的民俗文化
等表演在颜神古镇热闹地上演
着，吸引了来自各地游客的
目光。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传统
的民俗文化表演，还有琉璃制
作、古彩戏法等传统非遗展示，
充分增加了游客的参与感与体
验感，让游客们感受到古镇里

“窑火新春”的滋味。
“我们今年增加了彩虹滑

道、套圈、小火车等亲子游乐设
施，让游客们在观看传统民俗
表演的同时，又能带着孩子参
与起来。同时，我们还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网红’美食，时尚
与传统相结合，让大家过一个

龙凤呈祥的锦绣年。”淄博朗乡
古窑村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张毅文说。

从北京回家过年的王女士
举着手机一路录像。“像这种传
统的扮玩表演我已经很多年没
看到了，小时候过年就这样，没
想到在这里能感受到这么浓厚
的年味，在颜神古镇过大年，既
传统又很有新意。”王女士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侯宗梁 通讯员 张
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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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春节假期结束，虽然年味在渐渐散去，但心头对年的记忆却愈发清晰。门上的春联，窗户上的
剪纸，还有摇曳的红灯笼，透露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本报集纳春节期间的点点滴滴一起期待向春而行。

2月16日
正月初七

2月10日
正正月月初初一一

2月10日
正正月月初初一一

颜神古镇
“玩”出新年味

2月8日
腊腊月月廿廿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