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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惠，今天的菜特别新鲜，我给你
带了一点。”3月 1日，租住在荥阳市豫
龙镇黑张村的赵子惠家里欢声笑语，原
来，邻居赵女士去菜市场看到青菜特别
新鲜，就多买了一点送给赵子惠。

记者见到赵子惠时，赵子惠正给邻居
赵女士讲解中医营养学知识。今年42岁
的赵子惠和47岁的丈夫刘平都是中医，
老家在南阳市新野县。赵子惠说：“虽然
没有回家过年，但邻居们都很好，让我感
觉特别温暖、特别快乐。”

赵子惠和刘平的父亲都是老中医，
耳濡目染之下，赵子惠和刘平对中医这
个职业充满了兴趣，都选择成为中医。
2017年，赵子惠和刘平来到荥阳豫龙镇
黑张村，并租了房子。刚开始，赵子惠
发现邻居们有腰腿疼痛的毛病，就利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免费给大家按摩，帮助
他们进行经络调理，邻居们的病情慢慢
有了好转。时间久了，更多人来找赵子
惠进行调理。

今年2月8日，赵子惠给家里打电话
问候年过七旬的父母，并告诉他们自己
和丈夫今年不回家过年了。父母都支持
赵子惠的决定，并告诉她家里很好，让赵
子惠不要担心。虽然得到了父母的理
解，但赵子惠的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2月 10日，赵子惠和刘平将腊肉剁
成小块，为第二天的年夜饭做准备。邻
居赵女士送来了一盘炸肉丸和一盘饼

让他们尝尝，赵子惠开心地收下了。一
阵寒暄之后，赵子惠将几张自己做的面
膜塞给了赵女士。

2月 12日是大年初一，赵子惠用手
机给亲戚们拜年。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赵女士带着牛年新春的祝福跨进了赵
子惠家：“子惠，新年快乐啊，这里也是
你的家，新的一年一定要开心快乐啊。”
赵子惠拿起了早早准备好的果盘，和赵
女士聊起了家常。那一刻，邻居的一举
一动都温暖着赵子惠的心。看着门外
自己栽种的梨花开了，赵子惠的内心充
满了喜悦。

“今年没有回家过年，但并不后悔，
支持就地过年也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
保护自己的爸妈，邻居们就像是我们的
亲人一样，这个年让我感觉到了温暖。”
赵子惠说。荥阳时报 邓浩浩 文/图

春节回家过年是张启林和家人一
直不变的约定。但今年，张启林决定就
地过年。2月11日，除夕，张启林与许多
普通家庭一样，在媳妇李万会的陪伴下
写春联、贴窗花、包饺子。

“老人和兄弟姐妹都在老家，虽然
今年没有团聚，但我们的心在一起，这
个年过得‘川’味十足。”张启林告诉记
者，今年过年他和媳妇做了一大桌子菜
犒劳自己：香辣霸王肘、香辣虾尾、红烧
鱼、蒜香辣子鸡、爆炒腊肉等。

48岁的张启林和媳妇李万会都是
重庆人。2009年，张启林带着李万会第
一次来到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荥阳，在
兴华路和汜河路交叉路口附近开了一
家川菜馆。

今年是张启林第一次就地过年，2
月 5日，当他内心忐忑地拨通家里的电

话时，电话那一头，年过七旬的母亲没
有丝毫的责备，她告诉张启林：“儿子，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不管在哪里过年，
健健康康的才能过一个好年，我们不给
国家添麻烦。现在的手机随时都能视
频，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手机视频。”母
亲的话让张启林心中的包袱落地。

虽然嘴上说着不回家过年，但张启
林内心还是有点遗憾。在荥阳生活了
11年的张启林已经适应荥阳的生活，但
在吃饭的时候，他总感觉饭菜里少了一
点家乡的“川”味。

张启林有兄妹5个，他在家里排行第
四。张启林的兄妹听说了张启林就地过
年的消息后，都打电话过来表示支持他的
决定。2月9日，张启林收到了母亲给他
寄的包裹，有瓶装的豆瓣酱、成袋的干辣
椒、大块的腊肠等，将纸箱撑得满满当当。

除夕夜的年夜饭，张启林在餐桌上
用手机和家人视频。张启林和自己的
大哥在视频中互相介绍起了自己的年
夜饭，看着许多相同的菜，一家人都开
心地笑了起来。张启林和李万会在家
人的祝福声中吃完了年夜饭。

“今年过年注定将会是我人生中的
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两地相隔千
里，但只要我和家人的心都连在一起，
哪里都是一样过年，一样的幸福快乐。”
张启林说。
荥阳时报 邓浩浩 文/图

临近春节，在荥阳市京城路和站南
东路的京城农贸市场里营业的李长庚
决定就地过年。

今年 42 岁的李长庚，是一家熟
食批发零售店的老板，家里有 3个孩
子，孩子也都在荥阳这边上学。他
与爱人一同经营着自己的店铺，每
天凌晨三四点起来给客户们配货、
送货，有时送货到下午，中午也吃不
上一口饭。因为是批发市场，所以
顾客的需求量就会很大，李长庚也
是经常需要搬运大量的货物，每天
的工作很辛苦 。

说起最终决定不回家过春节，
李长庚说，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不辗
转乘车回家，可以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更
是对社会负责。李长庚说：“来荥阳工
作 5 年，这是我第一次不回家过春
节。算起来，我已经有一年不曾回
家。知道我今年春节不回去，家人也
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今年在荥阳过年，我买了不少喜
庆的装饰，仪式感满满。”李长庚说，他
们这儿有很多个体户都决定不回老家
过年，所以今年的年夜饭他们要一起
吃，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2月 11日除夕夜，李长庚和那些不
回家过年的个体户们在农贸市场的大
棚底下摆了个长桌子，摆上一桌子菜，

备了几提啤酒，互相诉说着一年来的事
儿，坐在一起看着用手机投屏在墙上的
春晚。李长庚告诉记者，这一桌子菜，
都是每家每户亲手炒的，有的还是家乡
菜，有腊肉，有麻婆豆腐，每个人都想在
这个回不去家的除夕夜吃上自己的家
乡菜。大家喝着用汤圆煮的汤，汤圆里
有核桃仁、花生碎、芝麻、红糖等，寓意
团团圆圆。李长庚说，汤圆一般是年夜
饭开饭前的第一道“前菜”，一定要吃。

“这种形式的年我还是第一次过。
在外过年，团圆的味道不能淡，我们除
夕夜那天坐在一起吃吃饭，唠唠嗑，那
种感觉真的是好，我们在外打拼的人好
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每一个人都很
快乐，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和我们的欢声
笑语交织在一起，是最温馨的时刻。”
李长庚说。荥阳时报 朱培远 文/图

今年过年不回家的人有很多，在荥
阳打拼的徐玲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玲是信阳人，家里有两个孩子。
2013年，徐玲在荥阳市康泰路与工业路
交叉口开了一家宝鸡名吃店铺，每天为
了生计而少有休息时间，一年到头儿也
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今年是徐玲
在荥阳的第八年，也是他们一家人第一
次不回家过年。

在徐玲看来，已经过去的2020年是
特殊的一年，也是很多人经历不平凡的
一年，而他们过了一个不回家的年。徐
玲说，她今年选择不回家，是为了响应
国家的号召，就地过年，不给国家添麻
烦，守护家人健康。

“其实，今年就地过年，与父母不能
团圆，心中也有丝丝遗憾，我们也盼了
那么久，回不了家，心中难免会失落。

但是对于就地过年，我父母表示理解并
支持我的决定，他们说等疫情过去就来
荥阳看我们，给我们带点土特产，回忆
回忆家乡的味道。”

往年回家过年，返回荥阳的时候，父
母都会把车后备箱每一个缝隙都塞满，里
面装的全是自己家做的食品——炸的丸
子，蒸的卷煎。“如果等疫情过去，能吃上爸
妈的拿手菜也算是一种幸福。”徐玲说。

2月 11日除夕夜，徐玲一家人就在
出租屋里吃着自己做的几个小菜，和父
母打着视频电话，看着春晚。等到半夜
12点，他们一家人一起说着“新年快
乐”。这句新年快乐包含了对家人的思
念，也蕴藏着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能与
家人团聚的情感。

为了生活，徐玲一家人在荥阳开
店，每天晚上都要忙到 11点多才关门。
孩子也都是寄宿在学校，周六周日回家
也没多少时间陪他们，连孩子们的作业
都很少有时间去辅导。

“今年在荥阳过年也挺好，说实话
我很快乐，我们在春节期间去了荥阳植
物园、李商隐公园，陪他们玩了摩天轮、
旋转木马和石膏涂鸦，孩子们别提有多
开心了。我们辛苦一年也没多少时间
陪陪孩子，更没时间带着他们去游玩，
就春节的这几天让我们弥补了没时间
陪孩子的遗憾，孩子们也都很开心。”
徐玲笑着说。荥阳时报 朱培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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