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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阴天，夜间有零星小雨偏北风1-2级

专列上，乘客们举起“我们回家了”的横幅
拍照留念。 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 摄

1月27日一大早，幸福列车“脱贫扶智”四
川专列即将从广州火车站驶出，川籍务工人员
等待上车。 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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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内，董仕庆找到自己的座位后，
有点兴奋地将小桌板放下，又推回去。
一旁的妻子提醒他：“好像可以调整座位
靠背。”

在广州打工20多年，这是他们第一
次坐动车回家。

“以前很难买到火车票，我们都是坐
大巴车来回。”董仕庆皮肤很黑，皱纹很
深，在他记忆中，第一次从家乡绵阳市盐
亭县到广州，他转了三次车，30多个小时
坐下来，最后腿都肿胀了。

接近两天的大巴车，这几乎是大多
数在粤务工的四川老乡共同的回忆。但
在去年1月25日，渝贵铁路开通后，广州
到成都最快只需要10个小时。因为贯通
起四川、重庆两大劳务输出地的“南上北
下”，该线迅速成为一条忙碌的铁路动
脉，更被视作是川渝南下务工、广深北上
归家的春运大通道。

置身于这样一条铁路线上，列车长
李雪梅感受着两个时代的不同味道。这
位在铁路线上工作了23年的“老铁路
人”，从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到风驰电
掣的动车，她几乎经历了每一年的春
运。她见到过无数个将整个“家”都背在
身上的零散工，也曾面不改色地帮助两
位在车上生孩子的孕妇剪脐带，更在一
位农民工在车上突发疾病时，直接斥责
电话那头的家属，“这个问题很严重，你
们必须来接他。”

如今，李雪梅偶尔会想起过去旅途
太长，乘务员偶尔还会和乘客们坐着聊
聊天，而在动车时代，大家坐在座位上，
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或者，一副耳机就足
够将自己分隔出来，“以前车厢里混合着
方便面的味道，现在在动车上几乎都没
有了。”

但不管是哪个时代，春运列车上，挤
满了成千上百个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和层
级的触角，能够感知这个时代最细微的
脉搏。

“春运里能找到所有隐匿着的变
化。”一位年轻的乘务员感叹，刚参加工
作时，总是在车厢里听见乘客们聚在一
起说工资被拖欠，或者是受伤了包工头
不负责，“到了这几年，说得多的是回老
家创业，找项目。”

就在本次专列上，张小蓉结束和孩
子的电话，回乡创业的心更加笃定。离
开德阳老家，她在中山工作已经5年，从
最开始没有一技之长举步维艰，到现在
成为酒店大堂经理，张小蓉觉得一路下
来，自己被现实打磨得更好。可她更想
家想孩子，“我关注很多我们的返乡创业
政策，我现在就在攒本钱，差不多了就要
回去创业。”

2019幸福列车“脱贫扶智”四川专列
满载1200多名川籍农民工由广州返乡

暮色渐至，列车在平稳行驶，经过广
西，在贵州开始露出熟悉的景致，等过了烟
雨迷蒙的重庆，终于距离成都越来越近。

一直热闹的车厢却越来越安静，大家
沉默着将行李早早搬下来，站在车门处等
待着。没有人再说话，一种近乡情怯的感
情在静静弥漫。

突然哽咽传来，那是穿着粉红外套的
年轻母亲，她给孩子带了满满一大箱子的
礼物，书本文具、衣裤鞋袜、零食水果，这
是还需要坐30多个小时大巴车的年代，
她就养成的习惯，“越近越想孩子。”

似乎，在回家团圆的语境下，每个人
被盖得严严实实的情绪，都有了可以释放
的理由。

来自南充的寇老爹，戴着一副已经发
黄的助听器，这一次到成都，他依旧是为
了寻找失踪九年的儿子，那个脾气执拗的
孩子现在已经29岁了，“我没读过啥书，
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那时候就知道让
他向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是我没做好。”

过去的9个春节，团圆都是寇老爹最
大的、唯一的愿望。

16节车厢的乘客里，有人在思念，有
人在寻找，也有人正在憧憬。

冷者说宁的行李箱不算太大，这个24
岁姑娘塞进了不下五双鞋子，四套保暖内
衣、一整套男士衣裤。其中，加绒的保暖
内衣是她蹲在商场一件件挑选比对的，纯
棉材质的柔软，像极了老家小路上冒出头
的春草。

——这些，都是今年她为家人选择的
新年礼物，而在终点，家乡和亲人，喜欢的
彝族大裙摆，都在等待着她的归来。

“生活越来越有盼头吧。”或许，因为家
乡成为一年才回去一次的地方，每一年的
新变化才让她觉得分外明显，通电了，通车
了，通网了，越来越多的同村人买车了，也
有越来越多城里人到村里来指导帮忙了。

“你看我们家，现在三个孩子都读出来
了，哥哥妹妹在家乡做幼师，爸爸长期治疗
的医药费有保障，一切都在往越来越好的
地方发展。”冷者说宁喜欢每次为家人挑选
礼物的过程，她能想起那些平时忽略的记
忆，例如，在外打拼，几乎每天都会和家人
视频聊天，想念家乡味道了，就在单位后面
的空地上种点土豆玉米，每当有人来询问
关于她的名字时，她就会打开手机，亮出那
些色彩亮丽的服饰，一件件介绍。

冷者说宁说没有人比自己更理解，快
到过年时想要回家的冲动。因为彝族的
新年在农历十月，她一般不能回去，只能
通过视频感受着年味。

所以，每年只要春运一开始，就仿佛
是身体的一个开关被打开，“总觉得有什
么追着我，告诉我到点了，该回家了。”

P05

从“骨灰级”科幻迷到科幻创业者
小姬：把兴趣做成事业是幸运

P04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7日在北京
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
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为团长的朝鲜友好艺
术团。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朝鲜友好艺术团访华
演出。习近平指出，此次访演既是落实中朝双
方重要共识的一项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
朝建交70周年一项重要庆祝活动。相信访演

会取得圆满成功，增进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习近平强调，文化艺术交流是中朝关系中

富有特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共
同努力，落实好我同金正恩委员长就加强中朝
文化艺术领域交流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
为巩固中朝友好民意基础、传承中朝传统友谊、
推动各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了朝鲜友好
艺术团的演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观看朝鲜友好艺术团演出

没有什么场合能比春运遇见到更多的中国故事。
1月27日一大早，1200多名在粤务工的四川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广州火车站，他们是来赴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约会——回家过年。

这支赴约的队伍很庞大，人潮涌动中，肩扛手提的父亲叮嘱孩子要抓紧他的背包带；年轻的小夫妻行李并不多，手机举得高高正笑着视频；也有独行的大叔面庞沧桑，
行李里塞着被褥、水桶，提着的塑料袋里还有两桶方便面……在广州这个喧闹的候车室里，满溢着的四川乡音，流动着喜悦的神情。

9点43分，载着1200多名川籍老乡的D1853次动车启程，这车次有个好听的名字——2019幸福列车“脱贫扶智”四川专列——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文旅厅、经济合
作局、总工会，四川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新浪广东、广铁集团等联合发起，从广州到成都，全程10小时12分钟，名副其实的朝发夕至。

对于更多在粤务工的四川人而言，这1495公里的里程，在回家过年的宏大命题下，溯游虽远，是家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有人想回去，也有人正在被现
实“打磨抛光”中。

来自大凉山的白里日离开家才
两个多月，去年12月，他和其他400
多位老乡一起，来到广州工作，“说
叫劳务扶贫。”白里日在广州，每个
月的工资保底能有3500，加上政府
的补助，能拿到月薪5000上下。

“但是刚去还是会有不适应，主
要就是我们有点喜欢喝酒。”说起这
茬，白里日有点不好意思，“以前在
村里，大家没事就喝大酒，出来了才
发现，喝酒误事。”顿了顿，他赶紧补
充道：“现在我们都不怎么喝酒了，
真的，大家都想好好工作。”

似乎，离开了熟悉的家乡，陌生
的环境以一种不容置喙的姿态，在

“催熟”个人。目前，在广州务工的
四川人超过450万，每个人都会有一
个自己的成长样本。

德阳人胡安亭到深圳那年体重
刚刚100斤，自己都还是个没长大的

“娃娃”。在电子厂数据线的生产流
水线旁站一个月，到手800块，便给
在家乡的爷爷奶奶寄了一大半，那
时，每个月只有几百块生活费的他，
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没啥不好。直到

他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刚和妻子唐春梅结婚时，他压

力很大，觉得自己没钱没本事，但娶
了老婆就得让老婆过得开心。有了
女儿后，他压力更大，那么小一个小
人儿，软软糯糯的，大点儿还会抱着
你的手叫你爸爸，“我得让女儿健康
快乐地长大”。

于是，带着所有的储蓄，他开始
学人做生意，没有任何经验的他，钱
投下去连个回响都没有，“出来了，
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

受打击之后，胡安亭和妻子一
起到了深圳，只学过几个月木匠的
他，开始让自己成为“手艺人”。打
工这些年，他在工地上当过临时工，
也组过装修队，曾在年底守着客户
催款，也曾在年中不算忙的时候，买
个接近40小时的火车硬座回趟老
家。他几乎跑遍深圳的大小社区，
但他从没觉得这座城市和自己有什
么关系。这些年，他时常觉得他们
两口子像风筝一样，无论“飞”得时
远时近，线的那一头，都绑在女儿燕
燕身上。

如今，燕燕六岁了，他们离开家
时豆苗大的小孩儿，已经会在视频
那头嘟嘟嚷嚷要“芭比娃娃”。胡安
亭不知道啥是芭比娃娃，第一次跑
到深圳灯火明亮的商场里，找到柜
台上精致的模型，搓了搓手，硬是没
敢碰，“最后是孩子妈妈，去超市里
买了个寄回去了。”

在动车上，胡安亭在和妻子商
量，明年燕燕就要读小学了，两个大
人中，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家陪孩子
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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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八旬老人去女儿家过年
带着300多个泡粑

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们为幸福列车带来了精彩演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