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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乌克兰所有
的亲朋好友推介我的婆
家——乐山，希望他们都
来乐山旅游！

“大家好，新年快乐！这里是乐山张公桥美食一条街，有好多好多的乐山美食。”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乐山大佛，它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标志……”
今年春节假期，有不少乐山市民发现，在乐山嘉州长卷、绿心公园等景区景点，有一位金发碧眼

的外国美女，说着一口流利的外语，其中还夹杂着几句“蹩脚”的汉语，在认真地拍摄视频。
“我在拍新年祝福呢！”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五，徐莉娅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因为

疫情原因，她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于是想把乐山美景作为新年祝福，送给她远在乌克兰以及欧洲
各国的亲人和朋友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受访者供图

异国偶遇
与乐山小伙儿一见钟情

今年23岁的徐莉娅，本名Valliera
（瓦 列 莉 娅），乌 克 兰 奥 德 萨 市 人 。
2018 年的一天，酷爱旅游的她在泰国
芭提雅市，不经意走进乐山小伙徐为为
经营的一家中餐馆就餐，在与能说一口
纯正英语的徐为为的交谈中，两人一见
钟情。

2019年1月，瓦列莉娅跟随徐为为
回到乐山。同年3月，他们领取了结婚
证。从此，瓦列莉娅成为了“乐山媳
妇”，并改名为徐莉娅。

而作为世界旅游城市的乐山，也
很快接纳了这位远道而来的乌克兰媳
妇。2019 年 5 月，乐山大佛景区聘请
她为推广大使，希望她极力推广乐山
文旅。

语言不通
请旅游景区指示牌当“老师”

初到乐山的徐莉娅面临语言不通
和饮食差异两大问题。

“与英语等语种相比，学说中文不
算太难，但是写起来就很艰难了。”现在
的徐莉娅可以用中文和身边的中国朋
友进行简单的交流，但是她还是得不停
地提醒大家说普通话。“乐山话太快，我
听不懂。”徐莉娅说。

而在丈夫徐为为眼中，妻子简直是
“语言天才”。“我妻子的语言天赋很强，
小时候便熟练掌握了乌克兰语和俄罗
斯语。之后在旅游中，又学会了英语和
波兰语。”

一到乐山，徐莉娅就将学中文作为
头等大事。“家里人说话，我就在旁边认
真听。有时候请丈夫帮我翻译，就这样
慢慢地揣摩。”徐莉娅说。

除了向家里人学，徐莉娅还另有
“老师”。作为国际旅游城市，乐山城区
不少地方和景区景点有不少的标志、标
牌以及景区介绍等。“它们都有中文、英
文、日文等分类介绍，还配有同声翻译
语音，我就反复听。”

爱上川菜
灶台旁边“偷学”厨艺

另一大难题，也曾让这位“洋媳妇”
痛苦不已，那便是饮食差异。

“刚来的时候，她对吃大米、川菜等
都不习惯，每天只吃面包、巧克力、海

鲜。”徐为为说，徐莉娅没多久都吃腻
了，她曾经一个星期只吃了两三顿。

这让徐莉娅家人忧心忡忡。“顿顿
吃面包怎么行呢？”徐莉娅的公公徐加
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尝试不放辣
椒，用多种调味方式做软烧鲫鱼、软烧
黄辣丁，俆莉娅吃了以后，居然慢慢喜
欢上了川菜。

现在的徐莉娅已经成为了一个地
道的“乐山媳妇”，乐山钵钵鸡、跷脚牛
肉、豆腐脑等都成了她眼中的美食。“我
现在学会了蒸大米饭，还会做乐山烧烤
呢！”说起自己逐渐进步的厨艺，徐莉娅
很是自豪。

徐为为从泰国回来后，还是干起
了老本行，在乐山张公桥美食一条街
开了一家小餐馆，主打跷脚牛肉。徐
莉娅经常过去帮忙“打下手”。据主厨
师傅讲，她经常留意主厨怎么炒菜，

“偷学”厨艺。
“我要尽快学会做乐山菜，做给我

的丈夫和家人们吃。”徐莉娅告诉记
者，她的新年愿望是在乐山开一家乌
克兰餐厅，让更多的乐山人尝到她家
乡的菜。

同时，徐莉娅兴奋地说：“我还要向
乌克兰所有的亲朋好友推介我的婆家
——乐山，希望他们都来乐山旅游！”

2 月 12 日 22 点 35 分 ，遂 宁 站 ，
D1834次列车发车前一分钟，列车长向
英正在用对讲机联控司机准备发车。
此时，站台上终于出现了熟悉的身影
——丈夫代林特意从成都坐车到遂宁，
准备陪同妻子退乘下班。

向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客运段南线动车队一名动车
列车长；丈夫代林是成都动车段一名
乘务指导。今年春节，向英从除夕值
乘到初一晚上 11 点半才能退乘回家，
而代林初二一早就要值乘。为了争取
更多的陪伴时间，代林才制造了这场

“偶遇”。
2015 年春天，向英和代林因为单

位的一次联谊活动相识，性格腼腆的代
林对活泼开朗的向英有了好感。一个
月后，两人因为代林同事受伤，有了重
逢的机会。

代林帮助受伤同事顶班，值乘的
车次恰好是列车长向英当天值乘的车
次，两人在车厢里相遇，让代林更加坚

信这是缘分，下班后他鼓起勇气主动
对向英表达了想要认识了解的心意。

“那年我才 21 岁，他就像大哥哥一样
让我觉得踏实靠谱。”向英给了代林认
识自己的机会。

在认识过程中，性格互补的两人感
情迅速升温。2018年，经过3年的恋爱
相处，两人领证结婚。直到今天，那个

“受伤”同事还经常调侃：“你们的幸福
建立在我当年的受伤痛苦之上，没有我
的受伤，就没有你们的爱情。”

从2015年到2021年，向英和代林
相识相伴相守6年。向英回忆说，除了
2019 年休产假，一家人一起吃了年夜
饭，其余每年，夫妻俩总有一人在线上，
但他们从未因此埋怨过。因为夫妻俩
同为列车工作人员，让他们在工作中更
能相互理解，在生活中彼此体谅。

今年除夕，向英刚好在值乘成都东
至广州的动车，大年初一晚上 11 点半
才能退乘下班。而代林在大年初二就
要开始上班，为了能多陪陪妻子，他准
备提前坐动车从成都到遂宁，然后偷偷
上向英值乘的列车，陪妻子下班退乘，
给她一个惊喜。

然而，藏不住心事又担心赶不上车
的代林，还是提前“坦白”了自己的“秘
密计划”。向英知道后很焦虑：要是代
林没能赶上她值乘的列车，就只能在遂
宁过夜，第二天才能返回成都。

幸运的是，在发车之前，代林冲上
了站台。
陶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四川阿坝：
蔬菜产业带动村民奔康

“切玛”盒里开启幸福新年
2021年新春，阿坝州壤塘县各村各寨

崭新的民居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张
灯结彩，年味十足。

农牧民群众纷纷把自家门口装扮一
新，挂上各种装饰，客厅桌上也摆上了琳琅
满目的食品。

在壤塘县岗木达乡明达村村民索朗基
的家里，丈夫熊永才用刚制好的五彩“切
玛”做五谷斗。“切玛”，是藏族人民象征祥
瑞的一种吉祥物。盛满青稞、大米、酥油糌
粑，祈福新的一年五谷丰登。

踏进索朗基家的客厅，一种藏式民居
独有的松脂香扑鼻而来。木地板刚刚擦
过，供客人坐的藏毯整洁舒适，旁边的暖桌
上摆满了核桃、香蕉、手抓肉等美食。

“2018年，我们实施了家居环境改善，
家里面住的条件好了，自己也搞种植，每年
都有固定的收入，现在日子好过了，年货也
就买得多了！”索朗基一边包包子一边高兴
地告诉记者。

索朗基一家在2014年被纳入贫困户，
以前家庭经济收入就靠季节性的挖虫草和
政府补贴。

“以前他们家条件很不好，家里面有
四个孩子，除了政府补贴就靠捡菌子、挖
虫草和其他中药材来增加收入，日子过
得很难。”县审计局派驻明达村驻村第一
书记田磊说，得益于党的好政策，索朗基
一家的日子，改变就从脱贫攻坚政策实
施开始。

农牧民夜校开课，种植、养殖、健康等
培训不断，激励大家靠双手摆脱贫困、增收
致富，更是在各村内掀起了争当脱贫致富

“先行者”“排头兵”的热潮。
2018年，索朗基和丈夫搞起了经济农

作物种植，通过种植胡豆和青豌豆增加收
入，仅一年纯收入就达到2万元，一家子顺
利脱贫。

“刚开始种植的时候，我担心不好卖，
县委县政府就带头请各个机关食堂在我这
儿买青豌豆，多亏了他们的帮助和扶持，现
在我和家人也过上了好日子。”索朗基说。

看着索朗基一家有了起色，附近乡镇
的农牧民纷纷在自家土地做起了文章，搞
起了以青豌豆为主的蔬菜种植。

如今，行走在明达村，一座座大棚拔地
而起，一个个产业扶贫项目落地，村村有产
业、户户可增收正在变为现实。

“为了过好这个新年，我们特意准备了
好几天。”熊永才笑着说，一边和孩子们把
几天前备好的糖果、油果子、油条、饮料等
食品一一摆在桌上。

聊起今年的打算，熊永才说：“今年要
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现在驾照也拿到了，
要买辆车跑运输。”夫妻俩满是憧憬，信心
满怀。

不只索朗基和熊永才等村民，放眼阿
坝，依托更多的优惠政策、更适宜的产业项
目，新的一年里，发展致富、共奔小康的美
好图景正徐徐展开。

何永美 杨秋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王攀

拍美景送祝福推广乐山

乌克兰“洋媳妇”留在四川过大年

列车长与乘务指导的爱情：

开车前一分钟 我冲上站台与你“偶遇”

列车长向英和丈夫代林。

乌克兰“洋媳妇”徐莉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