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夕前两天，吕梁大地银装素裹，纷纷扬扬的雪花

似要将年味儿提前催浓。我跟随着一位快递小哥刘鹏

飞，踏入这风雪交织的忙碌日常，开启了一场触动心灵

的“新春走基层”之旅。

1 月 25 日，清晨，天还未亮透，离石区西崖底极兔

快递站的灯已亮了。我哈着冻手走进，快递小哥刘鹏

飞正准备收拾的前往快递集运中心分拣包裹。“每天都

这么早？”我不禁问道。刘鹏飞抬头笑了笑，眼角带着

熬夜的血丝：“年关货多，得赶早，好多人等着收年货

呢。”简单话语，透着质朴责任。

那天正巧下雪，快递运输车晚点，我们一直等到差

不多十一点，快递运输车才来到集运中心开始卸货。

刘鹏飞在堆积如山的货物间迅速而有序地分拣着包

裹，动作娴熟得令人惊叹。装车时，雪花直往脖领里

钻，他却毫不在意。

在街头巷尾开始派送快递时，积雪在车轮碾压下

变得泥泞湿滑，刘鹏飞驾驶的三轮车时不时就打起滑

来，车身摇摇欲坠。“鹏飞你慢点骑，安全第一。”我骑着

电动车扯着嗓子喊道。可他却仿若经验老到的船长驾

驭惊涛骇浪中的船只一般，沉稳地握住车把，专注地探

寻前行之路，嘴里念叨：“这几家着急，得先送。”

离石区人行小区有位 80岁的独居老人刘爱莲，腿

脚也不方便，出行成了难事。刘鹏飞得知情况后，但凡

看到刘奶奶的快递，总会特意绕道过来给她送上门，有

时候家门口的垃圾也会顺手帮刘奶奶扔掉。刘奶奶拉

着刘鹏飞的手说：“辛苦啦，孩子，这马上过年了你咋还

跑咧，累了就进屋歇歇喝点热水。”他红着脸摆手，转头

悄悄对我说：“这时候最暖，跑一天都不累。”那笑容，比

雪后初阳还亮，我才懂，这些平凡互动是他坚守的力量

源泉。

中午一时左右，饥肠辘辘的我向刘鹏飞提议：“咱

找个面馆，吃碗面垫垫肚子吧。”刘鹏飞却憨笑着挠挠

头：“你吃吧，我就不吃了，这几天快递跟小山似的，争

分夺秒的话，半个小时就能送出去十几个，耽误不得。”

我心底顿时泛起一阵酸涩。午后雪势渐大，我的手脚

已经冻得麻木冰凉，身体也很疲惫。反观刘鹏飞却似

上了发条，愈发精神，丝毫不见倦意，全然不顾自己连

午饭都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跟着刘鹏飞跑了一天，夜幕低垂时才收工。回首

这风雪路，我内心翻涌。这次跟访让我深深懂得，记者

笔下那些看似微弱却璀璨夺目的“凡人微光”，背后隐

匿的是无数挥洒如雨的汗水、纯粹无瑕的善良以及百

折不挠的坚韧。

我愿将根须深深扎进这广袤的基层土壤，以笔为

锄，用心挖掘那些隐匿在生活褶皱深处的光芒，将它

们汇聚成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时代奋进的漫漫征

程，让更多人真切看到，伟大从未高悬天际遥不可及，

它正诞生于每一次向风雪发起的无畏冲锋之中，每一

次对责任的执着坚守之中，每一次在困境中展现的人

性温暖之中。

春节前夕的晨雾还未散尽，市区兴南市场早已

人声鼎沸。红彤彤的灯笼在摊位上轻轻摇晃，熟食

卤 味 的 香 气 与 清 甜 的 果 香 交 织 成 独 特 的 年 节 气

息。我裹紧羽绒服挤进人群，跟随前来采购年货的

市民穿行于摊位之间，听剁肉声、讨价声、寒暄声此

起彼伏，在升腾的烟火气中触摸这座城市的年节脉

搏。

离入口处不远的一家熟食摊位前，现炸的丸子、

金黄酥脆的炸带鱼、色泽诱人的烧肉整齐摆放，每一

样都让人垂涎欲滴。一旁支起的油锅咕嘟作响，刘

师傅正将调好的肉馅挤成丸子滑进油锅，滋啦一声

腾起白烟。

我凑上前搭话，刘师傅手里活不停：“你来得巧，

这锅刚炸出来，你尝尝不？刚出锅的最香！”我接过

一颗丸子，咬下去外酥里嫩，肉香混着葱姜味直冲鼻

腔。刘师傅说，他从凌晨五点开始备料，一天要炸好

几十斤肉馅，“都是街坊邻居订的，咱们这儿的人年

夜饭桌上少不得这道菜。”

顺着人流往市场深处走，红彤彤的春联和灯笼

晃得人眼花。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在地上挑对

联，手里还攥着五六幅“福”字比对。摊主正热情地

向老人介绍着不同款式的对联，“这幅寓意好，新年

贴家里保平安又添财运！”鲜艳的红色纸张、烫金的

大字，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夺目。

一家水产调料店里，遇见一对中年夫妻，男人正

举着清单念“八角桂皮香叶”，女人则挨个打开调料

盒闻味道。听到我在采访，男人突然感慨：“现在年

轻人都在网上买年货，可我们这代人还是习惯了来

兴南市场采购，在这儿买东西才有过年的氛围咧。”

确实，在兴南市场，年味从来不是日历上冰冷的数

字，而是油锅里向上翻涌的热气，是柿饼表面凝结的

糖霜，是摊位前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这些琐碎的

点滴，才是人们心里真正的年味儿。

在市场转了一上午，鞋底沾满了踩碎的瓜子壳，

羽绒服蹭上了春联的金粉。原本带着采访任务来的

我，不知不觉跟着人逛了大半天。一上午的时间太

短，短到来不及听完每个摊位的故事；可又足够长，

长到让我看清了——真正的年味不在精致的礼盒

里，而在沾着面粉的手上，在讨价还价的玩笑里，在

那些笨拙却真诚的坚持中。

每一次“新春走基层”的采访都让我对“年味”有

了更具体的理解。过去总觉得，年味是电视里锣鼓

喧天的热闹，是商场张灯结彩的布置，但这短短一上

午的所见所闻，让我触摸到了年货市场里更真实的

人间烟火气。

走出市场时，我提着给家里买的春联和一大袋

干果，忽然觉得，记者肩上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普通

人的年关故事，认真地讲给更多人听。

乙巳年大年初二，我跟随滴滴代驾小哥薛宇峰上

了一次“夜班”。

过年那几天的天气，冷。太阳一落山，便透着刺

骨的寒意。见到薛宇峰时是晚上 6 点半，他正在北川

河畔的饭店旁边，倚着自己的折叠小电动车，一边搓

着手，一边等待着手机上的订单提示。偶尔遇到从饭

店就餐结束的客人，也会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代驾

服务。“新正上月，各种聚会比较多，只要愿意等，订单

少不了。”他笑着说道。

晚上 7点，他摘下棉手套，当时气温已是零下 10摄

氏度。此时，已经是他今天接的第二单了。虽然他穿

了羽绒服、冲锋衣，中途还特意回家换了双厚棉靴，但

他依然觉得“骨头里都是冰冷的”。他自己能感觉到，

被哈气浸湿的口罩已经变硬，脸被冻得麻木了。这样

的冷，让我觉得很难忍受，但对于薛宇峰来说，却是再

平常不过的事情。

晚上 7点半左右，他接到客人，征得客人同意后，我

也跟随着他们一起上了车。平时，只要客人不主动开

口聊天，他也不轻易说话，专心把客人安全送到目的地

就行。这次因为我的采访，车里的氛围稍微轻松了些。

他说，他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喝过酒的客人，在酒精

的催化作用下，有人疲惫无奈，有人辛酸崩溃，但总归

浓缩在夜间车里的，是与白天截然不同的人生百态。

薛宇峰说，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司机，有时候还

是心理开导师，是倾听者。

说话间，客人就要求停车吐酒。他赶紧拿着湿巾、

矿泉水递过去，将近 20分钟的路程，走走停停，客人吐

了 3次，一直到家楼底，这单才算结束。临走时，客人虽

然喝多了，但不忘叮嘱他：“小兄弟，你辛苦了，注意安

全。”对于薛宇峰来说，这样的善意像是冬日暖流，让他

感觉到“被尊重”，心里瞬间暖暖的。

8 点左右，他又准备返回饭店那边等待单子。他

立刻戴好手套、帽子各种保暖装备，冒着寒冷骑着电

动车，一路朝北驶去。对于代驾司机来说，常常在夜

晚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除了为了更好的生活条

件，更是带着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他们秉持着对顾客

安全的承诺和守护，在一次次启动引擎后将顾客平安

送回家，如同“安全卫士”一般，守护了夜归人的回家

之路。

春节的采访和平时不同，浓厚的年味为一个个生

动鲜活的故事注入了更多生命力。跟着他采访的这一

路，我庆幸自己是一名记者，更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用

双脚去丈量大地，用双眼去观察生活，用心灵去感受

冷暖，才能挖掘出那些平凡日子里的珍贵故事。这一

路我也收获了许多触动心灵的瞬间，我认为这就是

“新春走基层”的意义所在。

讲 述 特刊

去 年 年 底 的 一 次 偶 然 机

会，我来到吕梁市“美丽宜居

示范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

孝义市高阳镇临水村，听村支

部书记饶有兴致地讲起这些

年村子的变化以及孝义市文

旅局在临水村筹划的春节主

题活动。看着眼前青砖灰瓦

的古建筑，鳞次栉比的美食商

铺，随处可见的打卡景点，我

顿时就来了兴趣，当下决定，

一定要在春节期间再来临水

村看看，去感受不一样的乡村

年味。

正月初二，驱车向临水村

驶去。还未进村，眼前的景象

便让人吃惊不已：导航上堵车

的红线清晰可见，一公里的路

程需要行驶 20分钟；通向村子

的主街道早已停满了车辆，很

多游客只能把车停在周边的

道 路 上 ，步 行 前 往 活 动 所 在

地；路口处，交警和很多工作

人员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来往

的车辆……虽然来之前就早

已做好了车多人挤的“心理建

设”，但不得不说，现场的火爆

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期。

夜 晚 的 临 水 村 在 灯 光 的

映照下格外美丽。街道两旁

张 灯 结 彩 ，大 红 灯 笼 高 高 挂

起，随风轻轻摇曳。静谧温馨

的民宿院落简约大气，木质的

门窗、古朴的家具，与周围的

自然环境相得益彰，营造出一

种宁静而温馨的氛围。宁静

的 另 一 边 ，便 是 人 头 攒 动 的

“美食街”，随着人流向前走，

各家美食店门前挤满了人：热

气腾腾的羊杂汤，现烤现卖的

各类烤串……各色小吃摊前

蒸腾的热气和沿街的香味令

人垂涎欲滴；皮影木偶、舞龙

舞 狮 、花 灯 、摇 滚 乐 队 、临 水

“村晚”、凤凰飞天、凤凰九曲

黄河阵等多种形式的表演更

是让人目不暇接；非遗绝技打

铁花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驻

足观看，直呼过瘾……

一路走、一路看，我就在想：临水古色古香的村

庄韵味，温馨和美的浓厚年味，再加上游子质朴深

厚的乡土情结，这也许就是人们冒着严寒也要来到

这里“打卡”的原因所在吧！而这一切也是临水村

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特色化文旅业态，以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最好的写照。

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载体，这个春节，临水

村作为孝义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绘就了绚丽的文

旅篇章。看到村民们脸上绽开的笑容，我们也不由

自主地沉醉在这块到处涌动着“美丽乡村建设”实

践的热土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一步深

化，临水村的文旅产业必将迎来更快发展，乡村振

兴将会结出更多绚丽多彩的果实。

新春走基层，是我每年都满怀热忱奔赴的旅程。

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家里，听到最多、最让我

感到温暖的话语，也都来自老百姓。今年在兴县蔡家

崖镇木兰岗村的走访，在与 75岁的张迎喜和 73岁的刘

香鱼夫妇交谈中，我从他们平实的言语里，看到了如今

乡村的幸福图景。

临近春节，兴县木兰岗村静谧而质朴，空气中都弥

漫着浓浓的年味儿，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清扫庭院，迎接

新年的到来。刚进村，我就遇见了刘香鱼大娘。听说

我是记者，还没等我开口，她便热情地迎上来，笑着说

道：“这么冷的天，快到我家坐坐吧！”一进家门，屋内

整洁又温馨，墙上悬挂的习近平总书记画像格外引人

注目。屋内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更让我对这老百姓

的幸福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

此时，张迎喜大爷正悠然地坐在家中，抽着旱烟

袋。他头戴一顶前进帽，身着藏蓝色衣衫，脚蹬黑色棉

鞋，胳膊处还露出一块表，整个人精气神十足，与我印

象中传统的农村老人形象大相径庭。“大娘，过年买新

衣服了吗？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刘大娘满脸

笑容，“都备齐啦！”说着，打开衣柜找出了一件花色棉

衣，“你瞧，这是我姑娘网上给我买的，直接寄回村里，

特别方便！过年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说完便拉着我

往屋外走，去看储存食物的地方。

在过去，农村家庭没有冰箱，大家习惯用瓷瓮储存

食物。如今，有了冰箱但是大娘仍保留着用大瓷瓮的

习惯。瓷瓮被塞得满满当当，“你瞧，这是排骨，这是肉

丸子，还有鸡腿……”刘大娘一边指着里面的食物，一

边兴致勃勃地介绍，“今年光买肉就花了 1000元呢，就

等着正月初二女儿们回来团聚了！”满是皱纹的脸上

绽放着温暖的笑容。

谈及当下的幸福生活，张大爷若有所思，缓缓抽了

口旱烟，打开了话匣子：“以前呐，咱们这儿穷得叮当

响。现在可不一样了，家家户户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出门开上小车，吃饭下馆子。”

“那您觉得幸福吗？”我问，本以为大爷会有所抱

怨，可他的回答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认真地说：“这日

子多好啊！你看看电视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安

全？不是打仗就是政变。要是咱中国也那样，老百姓

哪能过上这么安稳的日子！”

一旁的刘大娘若有所思，眼神中满是对大爷的欣

赏，她接过话茬：“他平常就爱看新闻，我们真的很感激

能有这么安稳的生活。你看，他今年领上了高龄补助，

明年我也能领了。看病现在都有了医保，我们每个月

还能领养老金，这样的日子过去想都不敢想！”

张大爷老两口精神矍铄，如今还种着 14亩地，主要

种谷子、土豆和玉米。我打趣道：“可不用种地了，让儿

女赡养，多享受享受夕阳之乐吧。”“孩子有孩子的活

法，咱虽然老了仍喜欢劳动，咱就是农民，把地种好，这

是本分。”张大爷的话语里，满是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务

农的坚守，透着一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智慧。

从张大爷家出来后，我又走访了村里其他人家，充

分感受到在这里，每一位村民都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

凭借勤劳的双手，描绘着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他们

的幸福是生活蒸蒸日上的有力见证，是乡村振兴成果

最生动的展现；他们的故事，是中国乡村振兴伟大征程

中最温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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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康桂芳

乡村灶台边聆听幸福故事

记者王洋

雪落除夕前捕捉“凡人微光”

记者韩笑

烟火气中体会团圆年味
记者高茜

岁初寒宵中触摸城市温度

高茜采访照高茜采访照

韩笑采访照韩笑采访照

▲▲康桂芳采访照康桂芳采访照

王洋采访照王洋采访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