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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最盛大、最
热闹、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

统节日，也是我国所独
有的节日。每逢新春

佳节，家人都会坐
在一起吃年夜
饭，一起看
春 晚 ，一
起“ 熬

年”守岁。
在匆匆忙忙回家的人群

里，却有一些“逆行者”与返
乡的人们显得格格不入。她
们抱着孩子、拖着行李，不辞
千里赶往军营与坚守岗位不
能回家的丈夫团聚，她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军嫂。而
我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军嫂。

结婚后，我俩聚少离多，
只能偶尔去部队看看他。今
年在政策的允许下，我带着
一岁半的儿子，乘着春运的
列车奔赴部队的驻地看望我
的那个他。很感谢部队的细
心安排，为了迎接军嫂的到

来，他们做了许多准备。公
寓内配备有沙发、浴霸、电视
机、空调，甚至还有自动售货
机。让直线加方块的营房充
满了家的温馨，儿子到部队
营地后更是止不住高兴地跳
着两只小脚。

除夕下午，部队专门为
军 属 准 备 了 一 场 文 艺 表
演。战士们引人入胜的表
演让我感叹到，部队真是一
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两
个半小时的演出中，战士们
深情投入，尽情表演，堪比
明星的演唱会。

除此之外，为了迎接春

节，部队官兵们还举办了各式
各样的活动，春节联欢晚会、
游园活动、猜灯谜、诗歌朗诵、
拔河比赛等。而这其中给我
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好书进
军营”这个活动，这里有最新、
最畅销的书籍，战士及探亲军
属都可以免费借阅，丰富了业
余生活，丰富了精神世界。

今年，在部队中，我们全
家和战士们一起度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春节。临走的时候，
孩子摸着爸爸的军帽，不舍得
离开……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张亚娟 文/图

给父母洗脚、磕头表孝心

这两年，每年春节我
都会参加社区社团倡议
组织的春节期间参加“叩
拜父母公婆、给父母公婆
洗脚”活动，收获满满。

去年春节我给父母
洗脚时，自己和爸妈都
有些不自然。但当我摸
到妈妈的脚那一刻，我五
味杂陈、热泪盈眶。此
前，我总觉得妈妈不爱
我，对我从没肯定，都是批
评。那天，妈妈和我说起
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我竟
然透过妈妈批评的话语看
到了隐藏的爱。原来批评是

妈妈表达爱的方式，我接纳她
对我的爱。我坚持给父母磕
了头，我看见母亲眼里闪现的
泪光，父亲忙不迭给我发红
包。

今年春节大年初三祭奠
公公时，我说感谢您养个好儿
子给我当老公，您辛苦了；妈
妈现在帮我们带孩子，我一定
会对她好，请您放心。我鼻子
发酸，心里是满满的感恩。

初四回娘家当天，我先给
妈妈发了红包，然后磕头。当
我把她扶到座位上，妈妈眼睛
湿润了，我哽咽着边磕头边说
了三句话，“妈妈，把我养大，

您辛苦了。”“妈妈，以前我不
懂事，给您磕头了。”“妈妈，我
现在生活得很好，都是您给
的，谢谢您！”磕完头，我轻松
又开心，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此时，爸爸正好下班回来，我
重新给爸爸磕了头，爸爸给我
发了红包，我开心地接了，然
后又抱住了妈妈。

这两个年因为这样的活
动，都过得非常喜乐、满足。
感恩父母公婆！感恩所有！
真诚邀请您明年与我一起，让
我们共同感恩天下父母，顶礼
天下父母！
龙湖办事处 许俊花 文/图

人间自有真情在

今年回老家登封告成镇过年
时，亲眼目睹了一件让我深受感
动的事。

我姨妈在加油站工作，最
近，加油站附近经常出现一名
破衣烂衫、佝偻着背的拾荒老
人。腊月二十，加油站的负责
人老宋带着食物和水，想和老
人唠唠嗑。一开始，拾荒老人
对大家的善意十分抗拒，但老
宋和附近居民们没有放弃，每
天都坚持给老人送去热汤热

饭。大年三十，老宋一家还给
老人送去饺子和糖果，并邀请
老人来自己家过年。经过半个
月的努力，老人终于愿意开口
交流。原来老人姓赵，四川人，
5年来一直在附近的砖窑厂打
工。今年本想回家过年，但是
近5年的工资迟迟没有发下来，
老赵身无分文就不愿回乡过
年，只好在砖窑厂附近靠捡破
烂维持生计。

热心的老宋得知老赵的信

息后，立即联系四川当地派出
所查询他的户籍信息，却一无
所获。最后辗转联系到了老人
原来村里的邻居，才得知由于
老人离村数年，村里以为老人
已经去世便将其户口注销。得
知老赵的现状，老人当地所在
村的工作人员表示年后会立即
接老赵回家。老宋和热心人们
也表示，一定帮老人要回拖欠
的工资，让他快快乐乐返乡。
如意湖办事处 卫雨晴

给父母洗脚磕头

军营过春节

金鸡唱晚 五乡同乐人欢喜
军营过年，给父母磕头，温暖过大年

一名军嫂的“军营过年记”

逛浚县庙会 赏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