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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
内，邓兴坤一家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
发面、搅馅、捏型、装盘……夫妻俩手
把手教女儿包水饺。“在外打拼一年，
就指着过年回来一家团聚。”还没过小
年，邓兴坤就关了在杭州上城区的沙
县小吃店，和妻子一起带着给家人准
备的礼物往家赶。

邓兴坤一家住在三明市沙县区凤
岗街道凯旋花园小区，同小区有不少
和他们一样在外做小吃生意的人。放
眼整个沙县，像邓兴坤夫妇这样外出
从事沙县小吃业的有 6 万人。春节，正
是他们返乡团聚的时候。

“我们常年在外的，回来都会给老
人、孩子带点礼物，是仪式感、是心意，
也是补偿不能常陪在他们身边的亏
欠。”邓兴坤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女儿

邓雯芯正在摆弄她刚收到的新年礼
物 —— 一 只 白 色 的 小 熊 玩 偶 、一 幅
DIY水彩画。

礼物是邓雯芯挑的，背后藏着“能
和妈妈一起玩”的心愿。除夕下午，她
和妈妈一起给水彩画填色，原本有些
素净的画面一下变得多彩生动。“她笑
得真开心！”邓兴坤有点“吃醋”地说，

“这几天她就是她妈妈的‘小跟班’，走
哪黏到哪。”

这几天，邓雯芯帮妈妈做家务，讲
在学校发生的趣事，一起做手工、写春
联。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学校给的

“任务”，但对于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的母女二人，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在有着近 6000 名留守儿童的沙
县，寒假期间许多学校都会给学生布
置关于和家人相处的“任务”。邓雯芯

就读的沙县区金沙第二小学，父母都
在外的留守儿童有 500 余人。除周一
到周五的课后活动，每周六上午，学
校会组织留守儿童到校学器乐、练舞
蹈、写书法，给每名留守儿童建立一
份健康成长档案，记录他们的日常表
现。“平时在外面，心里最挂念的就是
孩子。学校照顾得好，我们能安心一
些。”邓兴坤说。

邓雯芯外婆收到的礼物除了一件
新 衣 服 外 ，还 有 女 儿 女 婿“ 提 前 回
家”——邓兴坤夫妻俩在外经营小吃
多年，今年回来得比往年早几天。

“ 去 年 生 意 不 错 ，日 营 业 额 近
3000 元。早点回来陪家人，比多开几
天店重要。”邓兴坤告诉记者，虽人在
外地，但他真切地感受到家乡对沙县
小吃产业发展的支持。近年来，市区两

级大力实施沙县小吃转型升级策略，
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提升门店标准
化运营、打造小吃产业集群，推进沙县
小吃朝着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
际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他们夫妻俩跟
着政策走，对店铺进行了转型升级，生
意也越来越红火。

“现在做小吃比我十几年前做的
时候轻松多了，需要什么手机上下单
就有人送货上门，采购的产品质量有
保证，价格也实惠，我们夫妻俩就能把
一家门店管理好。”生意越做越好，邓
兴坤打算再开个新店。

厨房里的忙碌还在继续。欢声笑
语中，一个个沙县特色的“老鼠饺”在
手里成型。对邓兴坤一家来说，年味是
沙县小吃的香味，还有家人在一起的
温暖和“新年会更好”的希望。

把生意做到全国 把陪伴带给家人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许琰

“你什么时候回来？要开始看票
了。”早在 1 月中旬，妻子每次与我通
话都会如此追问，可她得到的回答都
是“我还不知道”。

到了 2 月，尽管已知我的归期，
妻子仍多次在通话中问我什么时候
回来。一开始我不解其意，后来想明
白了，这是念念不忘，放心不下。

转眼间到了回家的日子。我背的
双肩包里放着电脑和书、报等物品，双
手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还推着一个行
李箱，里面装满了给家人的礼物——这
是 4 年多来我回家过年带礼物最多
的一次。

第十八年赶春运之旅就此开启，
没想到险些变成“人在囧途”。

天上下着雨。7 点出头，我到福
州站北广场，冒雨一路小跑穿过广
场，和数不清的旅客一道挤进一楼进
站口。

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候车厅内
几乎没有空位。大家擦肩而过，匆匆
走到各自的检票口，赶往一个叫家的
地方。

一路疾走后，终于踏进了温暖的
车厢。抬眼望去，行李架已经放满。面
对眼前无处安放的行李箱和两袋东
西，我还没来得及苦恼，一个念头一
闪而过：“我的背包呢？”

瞬间回想后，我推断背包很可能
是在过安检时被遗忘了。

此时是 7点 14分，距离发车时间
已不到 10 分钟，从我所在车厢到安
检口往返超过 1 公里，还要多次上下
台阶……来不及多想，我将已带上车
的 3 件行李放站台上，委托列车安全
员帮忙看着，随即撒腿就跑。

跑一两百米来到通往检票口的
楼梯，一口气爬上数十级台阶到达 2
楼检票口，在人流中穿过候车大厅
过道，小跑着下扶梯来到一楼进站
口……庆幸的是，我在安检口找到
了背包。

7 时 19 分，带着“团圆”的行李，
我跨进了车厢，没多久列车就关门
起 步 了 。看 着 完 整 的 行 李 堆 积 在
旁 ，我 的 心 中 充 满 感 恩 ，喜 悦 一 路
相伴。

下午2时30分左右，列车到站。看
到前来接站的妻子，我笑得合不拢嘴。

到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打开行李，逐一取出随身携带的礼
物。历经千里辗转的礼物展现在家人
面前的那一刻，我觉得再劳累的奔波
都值得。

往年我总是带一些从超市购买
的年货，这次，我带回来的不仅有美
食，还有生活用品、文创产品。

吃的方面，除了一袋巧克力，我
还带了产自沙县的花生酱拌面、泉州
一中华老字号企业生产的零食以及
父亲用自家地瓜做成的地瓜粉。用的
方面，除了衣物，我还带了产自福州
的茶油精油、茶油护手霜。妻子一一
接过，笑靥如花。

“福建多山多水，物产丰富，这
些 都 是 老 家 的 特 产 。”我 从 背 包 里
掏出一本《你未必知道的福建》，告
诉 女 儿 ，这 是 2023 年 出 版 的“ 闽 人
智 慧 ”丛 书 之 一 。为 增 加 她 对 福 建
老家的了解，我还给她带了同年出
版的《福建概览》。女儿接过两本新
书 ，小 心 翼 翼 地 放 进 书 架 ，然 后 继
续 用 饱 含 期 待 的 眼 神 盯 着 我 提 出
来的一个红色袋子。打开袋中的红
色 礼 盒 ，她 连“ 哇 ”三 声 ，情 不 自 禁
地鼓起掌来。

女儿属龙，我特意给她买了一本
龙年台历，上面有一个个卡通风格的
龙形象。当然，让她最惊喜的礼物，当
属红色礼盒中装着的“福瑞龙”摆件。

“福瑞龙”是由省委宣传部组织设计
的龙年“福”文化生肖 IP 形象，寓意
新的一年平安顺遂、幸福安康、福运
连绵。

“福如东海，福泽绵长。”手捧喜
庆可爱的“福瑞龙”，女儿念着上面的
一行字。我凑过去，跟她探讨起“福瑞
龙”身上“福”字的多重意境……与家
人久别重逢的我，乐得像个孩子一
样，浑身轻松。

恰如一位朋友所言：“回家
就像回到原点，能放下过去一
年 的 疲 惫 ，能 积 蓄 能 量 重
新出发。”

团圆是最好的礼物。

历经“人在囧途”
将“福”送到家中

□本报记者 林清智

“上菜喽！”随着土楼里中气十足
的一声喊，系着围裙、端着菜盘的男
人们，给家族老人妇女儿童送上亲手
烹煮的美味佳肴。

正月初一晚，华灯初上、万家团
圆，龙岩市永定区培丰镇长流村竹园
的“翠华楼”里，一年一度的家族团圆
饭开吃了。

开宴前，我特地给大家送上一份
从福州带回来的礼物：由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蔡满载撰写的书法作品。

返乡前，我特地联系了在省人大
机关工作的蔡满载同志，向他介绍了
这座建于 1830 年前后、见证了土楼
人家世代变迁的“翠华楼”。据严氏族
谱记载，“翠华楼”建于清道光年间，
主楼四层方形，三进三重水格局。近
200 年来，“翠华楼”历经战乱天灾、
饱受风吹雨淋。改革开放以来，在外
打拼事业、恋祖爱乡的严家子弟，多
次出谋划策、出资出力，修缮主楼、扩
建副楼、改造大门，让“翠华楼”保持
原貌而又焕然一新。感受到土楼人家
的勇敢坚毅，蔡满载同志欣然提笔书
写“翠华楼”。

作为走出去闯荡的土楼一代，我
也深受淳朴的土楼家风影响，从一名
山里孩子成长为党报记者。每年家庭
团圆、家族团聚之时，长期报道时政
新闻的我，都会跟家族的梓叔兄弟聊
聊过去一年的工作收获，用大家听得
懂、听得进的方言，传递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

察三周年，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福州三坊七巷时，强调“保护好传统
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
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
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
尊崇之心”。

“翠华楼”家族聚餐过半，我接过
话筒，给家族拜年，也给大家送上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美好祝福和殷殷嘱
托，和大家一起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
当年亲自推动福建土楼申遗的故事。

经过十多代繁衍生息，如今“翠
华楼”子弟已有近百人。今天，我们
再次走进青山绿水环抱的土楼，更
加感受到土楼人家勤劳质朴、勇敢
善良的特质，他们忠诚爱国，敦睦乡
谊，崇文重教，勤俭耕读，热情好客。
一 座 土 楼 就 是 一 个 家 族 的 凝 聚 中
心，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向心力
的最好印证。

“感恩党和国家，我提议今年继
续对‘翠华楼’及其周边进行修缮美
化，我带头出资 1000 元。”聚餐情浓
时，竹园理事会会长、“翠华楼”楼长
严群辉发出倡议。“我也出 1000 元”

“我出 500 元”……在一片支持声中，
在外打拼的“翠华楼”子弟踊跃捐资。

“翠柳昔植陶令宅 华堂今念谢
家风”，“翠华楼”大门上的对联，在烟
花爆竹的光照下，熠熠生辉。

党 的 好 声 音
送进“翠华楼”

□本报记者 严顺龙

“年三十回家，初一值班。”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巷 口 派 出 所“00
后”新警卢琳奕兴奋地打开值班
表。听说老爸年三十也恰好不用
值班，卢琳奕提上大包小包拼车
回家，“围炉”贺岁。

“回家‘报到’！”警龄 4 个月
的卢琳奕，回家的包裹里装着街
道、派出所送来的新春慰问品，
还有一只“小熊警察”玩偶，这是
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当天她
收到的纪念礼物。

“总算轮到我给家里带礼物
了。”卢琳奕俏皮地向父亲炫耀，

“你得教我如何值好春节的班。
这是我第一个春节值班。”

卢琳奕的家乡在平和县小
溪镇，父亲是一名有着 26 年警龄
的老民警。从她记事起就与父亲
聚 少 离 多 ，每 年 最 期 待 的“ 围
炉”，等来的却是父亲的视频通
话，通话那头父亲总是乐呵呵地
说：“忙呀。”

“爸在忙什么？”对这份职业
的敬畏和好奇像颗种子，在卢琳
奕心里生根发芽。

2019 年夏天，高考放榜，卢
琳奕的成绩位列全县第二，多所
985 大 学 向 她 招 手 。“ 我 想 当 警
察 ，像 老 爸 那 样 。”为 了 圆 警 察
梦 ，卢 琳 奕 毅 然 报 考 警 校 。去
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
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巷
口派出所，成为全区最年
轻的民警。

入 职 4 个 月 ，卢
琳奕对父亲所说的

“忙”有了直观感
受 。“ 以 前 老 爸
一 周 回 家 一
次，现在我一个
月回家一次。”卢
琳 奕 说 ，派 出 所 属
于公安机关的最基层
单位，直面群众。作为综
合指挥室民警，卢琳奕手
头的事情更是琐碎。入职以
来，她一直在学习，此番春节
值班，她更是早早做足了功课。

“您好，能帮我找一下我的
手机吗？”大年初一上午，一位老

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焦急地挥着手，来到接警台前。
卢琳奕知道，必须先稳定报警人情绪，才能问出有利信

息。“老奶奶，您先喝杯热水，坐下慢慢说。”卢琳奕耐心地安抚
老人，请老人回忆出门经过的路线，查看沿路监控，推测可能
丢失的地方，再根据老人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家属一同寻找。
最终，在家属的配合下，卢琳奕在老人居住的小区停车场内找
到了遗失的手机。

“谢谢姑娘！”拿到手机的老人先是打开相册仔细翻看，然后舒
展开紧皱的眉头，“是我的手机！看，这是我小外孙子，可爱吧！”老人
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卢琳奕的心，“原来新年值班竟是这般温暖”。

“过年对于我和家人而言，是履行职责义务、守护群众平
安幸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卢琳奕这才领悟到，父亲
的“忙”，是舍小家守护大家。

带
上
﹃
小
熊
警
察
﹄
新
警
回
家
﹃
报
到
﹄

□
本
报
记
者

杜
正
蓝

通
讯
员

马
辰

◀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巷 口 派 出 所

“00 后 ”新 警 卢 琳
奕 把“ 小 熊 警 察 ”
带回家，和弟弟妹
妹分享。
本报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马辰 摄

▶在杭州开沙
县小吃店的邓兴坤
和妻子给女儿带了
一 幅 DIY 水 彩 画
作为礼物。图为邓
兴坤的妻子陪女儿
填水彩画。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许琰 摄

（上接第一版）
毗邻福建博物院的福建省美术

馆，“足迹·山海交响——福建水彩画
家走进宁德写生作品展”汇聚了我省
水彩画家写生采风团创作的一批反
映闽东地域文化与自然风貌的优秀
美术作品，展现山水诗画、山海交织
大美宁德，在春节期间带给观众新的
审美体验。

正月初一至初七，福建民俗博物
馆相继推出非遗金箔扇面

制作、国潮手举

龙制作、国潮舞龙头制作、彩墨拓印民
俗龙体验、新春宫灯制作、龙年金苍绣
体验等手作体验活动，春节 7 天假，天
天不重样，邀您一起探年俗、享年趣、
品年味，“花式”过“文化大年”。

福建是戏曲大省，现有 23 个活态
地方戏曲剧种、戏曲院团 529 家，其中
国有院团 43家、民营剧团 486家。龙年
新春，各文艺院团在全省各地持续开
展“乡村戏台 百姓乐园”福建戏曲迎
新春走基层系列演出。

正月初一上午 10 时，省实验闽剧

院在福清市海口镇瑞岩山景区演出“龙
腾玉融，瑞照福清”闽剧经典剧目。“作
为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和省
属院团里唯一的地方戏院团，每到节假
日，都是我们演职人员最忙碌的时候。”
省实验闽剧院院长、文华表演奖和梅花
奖得主周虹告诉记者，虽然不能与家人
团聚，但能为基层老百姓送上文化大
餐，看到他们的笑脸，听到他们的掌声，

“我们的一切辛苦都值得”。
春晚是老百姓欢度春节的保留节

目。春节期间，我省推出“新春喜乐汇”

系列五种类型七台满溢福建味道的春
晚，呈现剪纸、漆画、版画、糖画、青白
瓷、闽派古琴、竹马戏、木偶戏、布袋
戏、折子戏等福建丰厚的文化资源和
非遗传承，奏响“家和天下”主旋律，满
足不同观众的观看需求。

银幕上，省电影局在春节期间举办
“2024 年福建省迎新春电影惠民公益
放映活动”，采取流动放映和影院放映
相结合方式，陆续在全省范围内推出近
3000 场公益放映场次，让广大人民群
众在电影中感受浓厚的春节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