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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情报站

春运拉开帷幕，年度中国最大“迁徙”开始。每到这时，“到哪了？”“啥时候回？”成为最频繁的问候语。对此，东方今报·
猛犸新闻特别推出《值班室故事》，蹲守候车厅，探访值班室，直击2020温暖归途，一起记录外出的你、归乡路上的你和坚
守岗位的你。

“我在这干了 20多年了，上次
回家还是儿子结婚的时候，每年我
们都是在车站过的”说起每年都值
班到春节，王荣华并不觉得自己

“特殊”，她说对火车站而言，春运
本来就是最忙的时候，干啥事儿都
得干好。

正说话的时候，王荣华的老伴
儿周师傅拉着小推车过来了。王荣
华把袋子里的垃圾全部倒入小推车
上的垃圾桶，周师傅再负责把里边
有水的饮料瓶倒空，分拣出来，两个
人默契十足。王荣华告诉记者，她
跟老伴在一个候车室，老伴会跟她

抢着干重活，比如说拖地之类的。
在问到这么多年不回家是否会

想家时，王荣华低头笑了一下，说：
“那咋会不想呢？毕竟是自己的
家，偶尔也会想，不过因为这个活
儿需要不停地擦擦扫扫，停不下
来，一忙起来就忘了。”

20多个春节没回家，上次回家是儿子结婚

1月 10日，在郑州火车站，一位
五旬大叔带着老伴和孙女在候车室等
待回家的列车。要说大叔一家的回家
路，可是漫长又曲折。他们需要从新
疆阿克苏出发，中间在乌鲁木齐换乘
一次，到郑州再换乘，才能到达阜阳老
家。细算下来，他们从7号凌晨出发
到11号上午才能到达目的地，一家人
要经过七天六夜才能回到魂牵梦绕的
家乡。

这次回老家，一家人的行李也很

简单，换洗衣物和一桶15公斤的新疆
特产棉籽油。熙熙攘攘的候车室，孙
女不时和奶奶说话嬉戏，大叔则一个
人安静地坐着。据大叔介绍，自己在
新疆靠捡破烂挣钱养家，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在老家的母亲。提起自己的新
年愿望，大叔这样说道：“希望能每年
回家一次，陪妈妈过个年。”

儿行千里母担忧，想必在千里之
外的阜阳老家也有一位翘首等待儿子
的老母亲吧。

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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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夫妻春节值守火车站20余年，他们说：

干了20年，对车站有感情

■值班室故事

万里归家，只为陪妈
5旬大叔七天六夜跨越万里回家陪老母亲过年

想靠自己挣钱养老
不麻烦孩子

提到孩子们是否反对他们春
节还在值守，老两口脸上满是骄
傲，周师傅笑开了花，他说儿子是
村子里的第一个研究生，现在在
洛阳是高级工程师，儿媳妇在银
行上班，两个女儿在郑州，时不时
会来看他们，儿女们都孝顺得很。

周师傅调侃说，儿子昨天才
来给他们送了年货，还有5箱酒，
别说喝了，连洗澡都够了。王荣
华抬起手上的玛瑙手镯，向记者
展示儿媳送自己的礼物。“孩子们
早就说不让干了，买房养老的钱
如果不够儿子说他出，但是两个
人在这干了20多年了，对车站有
感情。”王荣华说，他们现在身体
都很好，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
老。

在王荣华的认知里，能靠自
己的要靠自己，不想总是找孩子
们要钱。如今，王荣华和老伴儿
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她说前
几年婆婆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
自己还拿出了八千元给她祝寿。
除此之外，王荣华还有一个小目
标，就是等到孙子辈的孩子都上
学的时候，能够给他们零花钱。

初次进入王荣华负责的候车大厅时，人头攒动，瞅了半天，记者才凭着工装分辨出王荣华，她正猫
着腰用抹布清理洒在地上的方便面汤，身后是一个装了大半垃圾的黑色袋子。

听说要采访，王荣华一边继续清理一边说：“妞，你看人这么多，我手头的活儿停不下来。”待候车大
厅空下来，王荣华才得空跟我们聊上几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见习记者王琳 实习生聂燕闽/文图视频

“哪里脏，哪里擦；哪里脏，哪里抹，
要时刻保持清洁。”这是王荣华对自己
的要求。她告诉记者，这个工作要不停
弯腰，不停扫地、拖地，可能刚开始有些
人受不了，不过他们干了二十来年了，

已经习惯了，越干越有劲儿，闲不下来。
最让王荣华高兴的是，跟她最初在

火车站工作的时候相比，火车站的环境
优化了，乘客们也会主动将垃圾扔进垃
圾桶，“随手丢垃圾的人很少”。

对于现在的生活，王荣华和老伴
儿很知足，他们说今年的年货已经备
得差不多了。虽然每年在车站过年，
但是过年的时候领导还会给他们送
糖、花生等各种慰问品，过得很开心。

一天弯腰上百次，但越干越有劲儿

有人辛苦一年怀揣着期盼
回家过年，有人却要逆春运而
行，趁着春节外出打工挣钱。1
月 13 日上午，郑州火车站候车
厅，在来来往往拉着行李前行的
旅客中，一对老年夫妇拿着的两
个麻袋格外引人注目。令人意
外的是，两位老人不是赶着回家
过年，麻袋里装的也不是年货，
他们准备趁着过年坐20多个小
时的火车到福州打工，而麻袋里
装的则是他们打工的行李——
被子和衣服。

老两口今年已经60多岁了，
安阳林州人，正准备趁着春节去福
州。因为老家有人在福州修公路，

他们就想趁着过年去帮忙。“到那
边干一个月左右，还能挣些零花
钱，春节结束再回老家。”夫妻俩用
一口浓浓的乡音介绍着，害怕记者
没听懂又重复了一遍。

老人说自己有一个儿子，常年
在西安打工，一家人日子过得也紧
巴。老两口想着不给儿子添负担
还能挣钱，就带着行李出来了。“他
们在老家过年，我们在那边过年，
过完年就回来。”老两口带着宽慰
的口吻说道。

春节的临近，催促着我们回家
的脚步。有人归家，有人远行。但
无论你在哪里，总会有人牵挂着
你，这就是“过年”的意义。

中年大叔为了跟母亲团聚，跨越万里，只为除夕夜的那顿团圆
饭；老家安阳林州的老年夫妇为了不给儿子增添负担，春节期间不回
家，远赴福州投奔老乡，赚点零花钱……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见习记者 刘小玉实习生 张培宗 洪梦婷

中年大叔跨越万里回家陪妈妈过年

林州夫妇春节外出打工为儿子减负担

王荣华夫妇二人清扫候车厅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