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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从来没有这么
快乐过”

大年初五中午，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在许昌
市长葛市和尚桥镇樊楼村杨趁花阿姨门前，噼
噼啪啪的鞭炮声吸引了三三两两的村民走向
杨阿姨家。原来，今天杨阿姨的大儿子购买了
长城哈弗 H6 越野车，二儿子购买了东风一汽
佳宝M80家庭汽车。

“今年我家买车了，将更有助于提高工作
效率。”杨阿姨的大儿媳妇王新平说，“我在一
家电器生产企业负责销售，今后开车谈业务感
觉会更好。”

“我家是在 1993年搬到樊楼村的，当时没
有房子，孩子也小，一家四口人挤在 10平方米
的亲戚家，一住就是八九年。”杨阿姨说，“2001
年后，大儿子在企业跑业务，二儿子开车床，日
子一天天好了起来，家里还盖了楼房，日子过
得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今年年底我家也争取买辆汽车开开。”邻
居樊水灿抱着快两岁的孙子樊力源坐在新购
置的汽车上，另一辆汽车的笛声突然“滴滴”地
响了起来，吓得小力源赶紧往爷爷怀里钻，引
得村民一阵大笑。

“我家的车在村子里属于中低档车。”杨阿
姨的二媳妇王珊说，“我们买车也就是走走亲
戚，上县城办个事情用，平时上下班还是骑自
行车，因为家里距离上班的地方只有一里多
地，而且现在都主张节能减排，少开车也是环
保吧。”

在家门口挣个2000元左
右的工资很正常

“我们村的企业比邻村起步晚，大部分都
是在 200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樊楼村党支部
副书记郭富山说，村子里不少生产队人均只
有三四分耕地。长期以来，当地群众的经济
收入主要靠劳务输出和养殖。但是近 10 年
来，由于村子里铸造冶金业、板材业、造瓷业
的兴起，带动了村里洗浴、超市、餐饮等第三
产业的兴起，如今村子里外出务工的少了，在
家门口挣个 2000 元左右的工资也很正常，而

且还不影响春种秋收。
看着老乡的笑脸，让人由衷地高兴。但

是，杨阿姨突然谈起自己的两个烦心事。
她说，2002年盖房子时大门是按照进昌河

车设计的，现在儿子买的车车体都比较长，进
家门十分勉强，再加上自己儿子拿驾照时间还
比较短，真担心车子不好进家门，还要对院落
进行改造。

另一个烦心事是：过完年马上就要对小麦
除草，但是儿子儿媳都忙于上班挣钱，家里还
有两亩多地，现在自己57岁了还能勉强忙得过
来，将来有一天自己做起农活真是力不从心

时，真担心这些能生“金子”的田地荒废了，听
说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和土地让一部分更有能
力的人统一耕种，这种政策不知道什么时间才
能实行到自己村子里。

“时光不等人，人勤春来早。这两年 3000
多人的村子里，购买大小汽车120多辆，今年春
节前夕村民樊铁柱更是花110多万元购买了奥
迪Q7，但是村子的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

郭富山说：“大伙利用春节闲暇时聚一聚，
议一议。初八，我们就要召开新年首次党员大
会，就是要讨论春节之后我们怎样发展经济，
让全村的乡亲共同富起来。”

院门得改大点
不然儿子的车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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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许昌、长
葛一带的城乡群众有打秋千的习惯。

一过正月初二，人们就开始在村街
口开阔处和自家院内搭起高低不同的
秋千架，用粗毛绳或者自行车的橡胶轮
胎制成结实牢固的秋千绳索。从搭成
到正月十六，每天都要打，其中正月十
四、十五两天是高潮。

长葛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许培勇说，
这种民间打秋千活动在上世纪80年代
末到90年代初达到了鼎盛。长葛市南
席镇村民杨买连说，打秋千高手在打秋
千时，不仅借力荡得高，而且还有流畅
的优美动作表演。遇到庙会等欢聚节
日，打秋千的高手在高大的秋千架上一
一亮相，常常引来成百上千人围观。

许昌县村民在加工“龙灯”。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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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正是
家乡的气味

农历二十八当天，与河南电视台的老乡约
定驾车一同返乡，历经郑州两个小时的堵车与
两个半小时的高速车程后，终于于当晚 8点左
右，抵达我的故乡——濮阳中原油田。

经过收费站，车窗降下瞬间，一股冷风袭
来，虽然冷，但它带来的是无比清新的空气，简
直让人无法抗拒，我与同乡不由自主地闭上了
双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正是家乡的气味，熟
悉的，干净的，久违的……

濮阳，是随着中原油田的开发，于 1983年
兴建的一座石油化工城市，即将步入而立之
年，因曾出土了“中华第一龙”，因此它也有“龙
乡”之称。

此外，濮阳的城市绿化有点成景、线成荫、
面成林、林成带的特点，因此呈现给游客们“人
在绿上走，车在树下行，楼房花丛卧，闹市园林
中”的独特景观。

濮阳市包含华龙区1个市区，濮阳县、清丰
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等5个县，境内矿产资
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盐、煤等。

近年来，濮阳发展迅速，道路不断增加、
拓宽，各种设施设备也不断配套、完善，最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濮阳不仅没有丢失以

前的绿色，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更加
干净、文明。

“给我买几碗，我要带回家吃”
过大年，都得吃饺子，但我每次回油田，必

须要吃的就是中原油田的凉皮，其次就是濮阳
的壮馍，两样小吃一起享用，简直比山珍海味
还要美味得多。

记得大学期间，同班同学前来濮阳做客，

我带着他们去吃了一机厂（油田单位）的凉皮，

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对凉皮的好评如潮，其中

一同学连着吃了 3碗：“给我买几碗，我要带回

家吃。”

希望各位读者以后有机会去濮阳，一定要

品尝一下“油田的凉皮，濮阳的壮馍”，当然还

有特色名吃——牛肉耗辣椒。

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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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习俗
濮阳在正月初二会祭财神，

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
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

各家会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
祭祀一番，这天中午要吃馄饨，俗
称“元宝汤”，祭祀的供品是鱼和
羊肉。

由于发展迅速，应消费者的
需要，许多商家们在这一天已经
开门营业，街头上人头攒动，酒
店、KTV等场所如不预订，根本找
不到空余房间，熟人见面后均会
说声“新年好，恭喜发财”。

亲们，来濮阳
一定要尝一下凉皮和壮馍哈

初三晚上，龙城濮阳中心广场上彩灯高挂，流光溢彩，热闹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