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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双楼村，可
谓是“穷乡僻壤”的最好注解——北渡镇，人称
平顶山的“市尾”；双楼村，又是北渡镇的“镇
尾”；那里地处平顶山市最南端，叶县和湛河的
交界处，交通十分不便。记得2004年春节我回
家时也是遭遇雪后天气，市区通往村里的道路，
成了名符其实的“水泥路”，路中间的大坑能躺
进去一头牛。朋友的轿车像一叶小舟般在泥水
里“漂”了几公里后终于还是熄火了，眼看就要
到家了，无奈只好叫来乡邻帮忙推车，折腾了半
夜，回到家时已是人车两身泥。

经历了那次的尴尬，我再也不敢请朋友送
我回家了，那样的路，实在对不起朋友的车。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火车到站了。我拎
着大包、拉着皮箱向车站外走，看着一辆辆出租
车，却提不起勇气上前询问。“先生，去什么地
方？”走到火车站广场东边，一名出租车司机探
出头向我打招呼，我小声回了句“双楼村”，司机

听后立即说：“要车吗？我送你。”“多少钱？”怕
挨宰，我不得不小心地询问，“的哥”很痛快地回
答：“市区都是打表计费。”

双楼什么时候算市区了？虽然迷惑，但不管
怎样，今晚我至少能赶到家了，于是二话不说坐上
了出租车。在回家的路上，我惊讶地发现，从市区
延伸出来的开源路，一直通到了梁李村，下了开源
路也到处都是村村通工程的水泥路，10多分钟，
我就坐着出租车从平顶山火车站到了家门口。

进了村，汽车喇叭一响，左邻右舍都热情地
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从邻居口中我才得知出
租车司机为什么那么爽快了：原来37路公交车已
经通到我们村里，一块钱就能从火车站坐到家。

从刚回家时的路，到春节期间我在亲戚家
的走动，时时刻刻都让我不得不感叹家乡的巨
变，这不，变得我连亲戚家都找不到了呢。

二姨所住的程庄正进行城中村改造，原来
的老房子拆除了，找不到门儿的我只好给表妹

打电话，原来二姨家买了桃花源小区的一套
120平方米的住房。表妹还说，等城中村改造
完后，他们家还能分到430平方米的楼房，就为
这，二姨家在春节时放了 1000多元的烟花爆
竹。但表妹说，这种情况在村里就是“小儿科”，
村民们家家放的都不少，如今村民们都成了市
民，住进了小区，家家都有几套房，能不高兴
吗？三姑家所在的大营村从去年起也开始了城
中村改造，三姑说，自己的平房拆迁后，也可以
按照比例分进社区的楼房居住了。

变化还不仅如此——据村民们说，村口那
条沙河，也已经被规划成了沙河生态公园，年前
有关部门就已经栽下了水泥桩，用不了多久，村
民们也能像城市里的人一样在家门口逛公园了。

开源路通到了梁李村后，距我的家双楼村
就不到一公里了。这条无形的发展之路，不但
让游子回家的路变得一年比一年宽敞平坦，更
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

在刘晓鹏的大弓棚里，一片春意盎然。幼小的西芹，叶子绿油油的，青翠欲滴。刘晓鹏告诉我，温室西芹已经销售结束了，现在正是大弓棚西
芹的生长时节，再有1个多月就能上市了。他边忙着浇水边帮我“扫盲”：这两年蔬菜价格高，效益不错，春节前温室西芹一斤收购价就在每斤1.2
元以上，一亩大棚西芹收入近万元，而且他种的已经在春节前全卖完了。现在他忙着管理大弓棚里的西芹和番茄、黄瓜苗，还能再卖个好价钱。

老刘说，明山庙村有100多座大棚，70%以上的农户都有自家的大棚，主要种植西芹。农民们过年都忙着管理大棚蔬菜，虽说忙点儿，可心里
都乐开了花。

腊月二十九，无论是郑州还是柘城，积
雪还未完全消融，从寒冷的郑州一路乘车
到了柘城汽车站，倒还算顺利。“去买壶
醋，顺便再买点白糖。”晚上到了婆婆家，
老公忙着做饭，可家里的调料不全，这大
晚上的还是偏远的农村，让我去哪儿买？
正发愁时，婆婆的一句话指点了我：旁边
的超市就有。

农村还有超市？我更奇怪了。婆婆告
诉我说，不但有，还有个“大超市”，“现在很
多年货都是在村里的超市买，不用赶集
了。”这时我才明白，在这个大约 600人的
村子里，就开了两家超市。为了让我开开
眼界，婆婆吩咐老公专门带我“观光”了一
番。这一看可不得了，超市面积有90平方
米，货架都摞得老高，货品齐全，油盐酱醋、
春节礼品、瓜果蔬菜、啤酒饮料一应俱全，
还有红豆、绿豆、大米、黑米等，跟郑州的超
市没啥区别，连老公在县城买的鞋垫这里
都有，价格也相当公道，让老公感慨万分：

“早知道也不在城里折腾着买了。”
婆婆家的变化这么大，娘家淮阳老家

也不差，村前村后都开了超市，基本上都是
24小时营业，啥时敲门都能买东西，非常
方便。老家有个习俗，就是女婿要给丈母
娘送大馍（豫东习俗），以前都是在家自己
用面蒸，现在的超市和蛋糕店，都卖的是用
蛋糕做的大馍，拿出来显得很有档次。

“营养抉线？不是营养快线啊。”超市
很便利，包装也很精美，可买东西时要看
清楚，在几乎所有的大小超市都能看到一
个现象：傍名牌。大年初三，和老公去给
妈妈买点礼品，买东西时很费劲，很多傍
名牌做得足以以假乱真。先挑火腿肠，想
着给妈妈买双汇，一眼望去，全都一样的
包装，“双汉”写的跟“双汇”一模一样，

“王中王”不是“双汇王中王”，挑了半天才
终于找到真正自己想要的品牌。而营养
抉线、达和园这类更是傍得多，一不留心
就买了冒牌货。在妈妈的储物间内，放了
一堆表哥们送的假名牌节日礼品，真是让
人哭笑不得。

大年初二晚上，濮阳市昆吾路附近，家里的几个孩子在一起燃放鞭大年初二晚上，濮阳市昆吾路附近，家里的几个孩子在一起燃放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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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开到农村
办年货真方便

今年的春节，我过得相当充
实，从郑州到商丘柘城婆婆家，再
到娘家，一路折腾而来，却没有感
到疲惫，因为：不需要把年货打包
从郑州一路背往两地，超市在如
今的农村可算得上是遍地开花，
春节期间都照常营业，价格公道，
不出村就能买到想要的东西。而
这在去年时还想都不敢想呢。

晚报记者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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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熟悉又陌生

正月初八，当许多人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
时，中牟的大棚户已经开始忙碌了。我在官渡镇
明山庙村看到，大棚里的西芹长势良好，农民们
正忙着给西芹浇水、施肥。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张建勇

由于在外工作的缘故，我每年春节才能回家一次，而每次都能看到家乡在变化，最近两年，这种变化更是日新
月异。今年春节前，我再次踏上了回乡旅程。由于火车抵达时间较晚，以为还会像以前一样，公交车通不到村里，
出租车又不愿意往郊区跑，想当天到家不太可能。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喜出望外。 晚报记者 孙庆辉

目的地：平顶山北渡镇双楼村

一条路延伸四公里，农村城市成了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