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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運大軍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參加，被稱為 「春運新丁」
。他們中，有的人為了賺夠女兒讀大學的學費，第一次到可以賺更多錢的 「

外面」 做木匠工，而年底為了跟家人早點團聚，選擇在火車上站13個小時；有的
職場新人，換了份更忙碌的工作，只為能有個穩定假期，回安徽老家看看父母，更是早

早拜託了二三十個親朋，幫忙搶票；有的大一新生，為了省錢，買張24小時坐票回家，車上遇
到熱情的同路人，最初的擔心害怕也一掃而空；還有的人，為了愛情遠嫁，但 「鄉愁」 卻老是
闖入腦海，終於決定體驗一把春運，帶老公孩子輾轉上千里，回老家過年。春運路上，只要離
家越來越近，再苦再累都成了心裏的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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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早
在去年12月，春運搶票大戰已開啟，在外務
工的 「遊子」早早守候在車站或電腦前，等
待開售，更有人發動親友助力，冀購得回家
「通行證」。

「我不僅找了二、三十個朋友
，還在一些工作群發搶票信息
，請親友幫我搶票，最終搶到
一張29日的車票，終於可以
回家，也讓父母安心了。」
應屆畢業生王承威（圓圖）
，今年第一年參加工作，更
是第一年感受春運。雖早有心
理準備，但真正面對 「秒殺」陣
勢，也受到不小衝擊。 「唸書時，這
個時間早就放假在家了，第一年出來工作，
碰到春運有點不知所措。」王承威笑道， 「
之前差點回不去，但現在搞定了，也算是解
決了進入社會其中一個小難題吧。」

作為 「春運新丁+社會新人」，王承威
的回家路也曾碰到多次障礙。此前，公司曾
考慮或安排他春節加班。 「我和父母商量，
說到可能回不去時，他們非常擔心，說 『我

們不要求你掙錢，但第一年工作春節不回
家過年？一定要回來！』所以我才

搶票，最後也換了工作。」為
滿足父母團圓心願，王承威
找到合適的工作，雖然平時
更忙，但穩定的假期，終於
可以讓他回到安徽池州與家
人團聚。

為了能及時回家，王承威
提前一個月拜託親朋好友及同事

， 「眾人齊力搶票忙」，最終搶到
年前車票，並已經提前請好假。王承威告訴
記者，春節期間恰逢母親生日，所以早早準
備 「紅包」， 「早就想好禮物啦，新一年，
我給家人和自己送上祝福，希望越來越好。」

職場新人為團圓換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從
小生活在天府之國四川盆地的余雲華，直到
工作幾年後都沒想過有天會離開這
片安逸之地。愛情的力量是偉大
的，兩年多前一個陝西小伙的
出現，便讓余雲華走出蜀道
，來到陝西。今年，余雲華
的小孩快一歲了，於是她便
萌生了回川過年的想法。

余雲華對春運的認識都來
自報紙和電視。 「之前上學看同
學們坐火車回家過年，還挺羨慕的
。等到畢業後上了班，沒想到又留在了四川
，那時還以為這輩子真沒機會體驗一把春運
呢。」余雲華笑着告訴記者。幾年後，余雲
華遇到另一半，於是她毫不猶豫辭掉工作，
揮別父母，嫁到西安。

剛來西安時，余雲華對一切都感到新鮮
，也沖淡了思鄉之苦。隨着生活穩定，特別

到逢年過節，她總會回憶起以前在
家的情景，想起自己的父母。

「雖然這裏也是家，但畢竟
是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總
會在不經意間闖入自己腦海
。」余雲華說，這可能就是
大家說的鄉愁吧。

2018年春節，西成高鐵首
次服務春運獲得讚譽，看着電

視裏四川老鄉開心的笑臉，余雲華
在心裏暗暗告訴自己，明年過年一定要回四
川老家。 「之前聽很多外地朋友抱怨，春運
趕路有多苦、多累、多不容易。我並不那麼
想，高鐵每前進一公里就離老家近一公里，
就離父母近了一步，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川妹子遠嫁西安 高鐵圓回鄉夢

【大公報訊】記者丁春麗濟南報道：
「坐火車回家雖然累，但非常有趣！」大

學生李芸倩坐了24個小時火車，從山東濟
南回到家鄉四川達州。這是她第一次獨自
坐火車，也是第一次加入春運大軍。

李芸倩是山東財經大學大一的學生，
為了能買到1月11日的車票，她去年12月1
日就開始 「搶」票了。第一次搶票，她先
是研究了各種手機搶票軟件，然後又邀請
舍友 「助力」一起搶。去年12月13日剛一
放票，李芸倩如願以償買到了車票。

李芸倩搶到的是硬座票，學生半價只
需103元（人民幣，下同），為了省錢，她
沒有選擇200多元的卧鋪。李芸倩告訴記者
，這（長途火車）是她最省事、最省錢的
回家方式。

「第一次獨自坐火車特別緊張，一會
兒擔心取不出車票，一會兒又擔心在車上
遇到不好的事兒。當我看到車廂裏很多是
大學生時，我整個人輕鬆了大半。」李芸倩
沒有找到回家同伴，上車前既興奮又緊張。

火車上人很多，也十分熱鬧，雖然只
是萍水相逢，大家卻能聊得火熱。李芸倩
遇到幾位大三學長，他們分享給她大學學

習經驗、未來規劃……漫長的旅途不再枯
燥。

乘客睡姿百態惹笑
李芸倩說，長途火車上人們的睡姿讓

她忍俊不禁：有張着大嘴就睡的，有趴在
桌上睡的，還有站着就睡的。

李芸倩表示，其實家裏人很擔心她一
個人回家，一路上父親打了好幾通電話。
如今平安抵家，全家人都很開心。 「這次
回家收穫頗豐，我很開心！」李芸倩笑着
告訴記者。

坐火車雖然累 但非常有趣

▲1月22日，由上海虹橋開往北京南的G10次列車乘務員房曼秋（左一）
為小朋友送上點心 新華社

2019春運四大關鍵詞
39歲

•從1980年 「春運」 第一次出現
《人民日報》上，到2019年，是
春運39歲生日
•近40年，春運大軍從不到1億人
次增長到2019年近30億人次，已
成為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也折
射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

搶 票
•想過年回家和親人團聚，人們
只能時刻盯着手機、抱緊各種搶
票軟件的 「大腿」
•外媒眼中， 「搶票大戰」 最難
的步驟是輸入驗證碼。英國廣播
公司2016年刊登一篇新聞稱，中
國鐵路訂票軟件驗證題目，要求
用戶辨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照片
， 「比75%的高考錄取率還低」

新選擇
•回家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春節唯
一的選擇了。據英國《金融時報
》網站2016年報道稱，當年有600
萬中國人選擇春節出國旅行

高 鐵
•高鐵是大多數中國人在春運期
間選擇出行的重要方式
•2019春運期間，中國將集中整
治擾亂鐵路系統秩序問題，數百
名 「霸座者」 被懲處

資料來源：參考消息網

輾轉千里解鄉愁輾轉千里解鄉愁 回家過年累也甜回家過年累也甜
親朋好友助搶票 站13個鐘為團聚

春 運 新 丁

累時想想回家就又開心了
廣州─重慶

北京─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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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運最熱路線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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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2019春運正
式拉開帷幕，本次春運預
估有30億人次，其中不乏

第一次體驗春運的「春
運新丁」。在浙江義
烏站，志願者為
一名年輕旅客

指路
新華社

◀在長春站候車室等
待回家的唐國成

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李芸倩（左二）到達家鄉後，和姑姑
及表妹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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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盧冶長春報道：19日
，長春火車站候車大廳內，已有許多提前返
鄉過年乘客。唐國成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
在火車上站了一宿，終於到吉林地界了，心
裏真踏實」。

唐國成來自吉林省松原市寧江區大窪鎮
，今年是他第一次去北京打工，東北冬天來
得早、工期短，對他而言，外出打工是更好
的出路。

下午1點，離C1321長春到松原火車檢
票時間還有3個多小時，馬上就能回家了，
唐國成臉上泛着喜悅和期待，抬頭反覆確認
列車班次。 「出來時間久了，實在想家的緊
，不會在網上提前訂票，就算只剩站票也要
回家。」

從前一天晚上11點在北京登上K39次列
車，到第二天中午12點到長春下車，整整13
小時。雖着急回家，但作為 「春運新丁」的
唐國成顯然低估了春運力量， 「車廂裏人擠
人，腿都站腫了。」唐國成說， 「累的時候
想想要回家了，整個心情就又開心起來。」

長春三小時等車時間裏，一碗泡麵就是
他的午餐，包裹裏有給老伴和孩子帶的特產
。提起孩子，唐國成臉上擋不住的驕傲， 「
都是大學生」。他說， 「大半年沒見到孩子
了，能不想麼，不敢讓她們幫我在網上訂票
，怕路上惦記我」。

「農閒時，我就（在）家附近做木匠工
，去年聽村裏人說外面更賺錢，我就跟着來
了。」回家前，唐國成與工友們在北京航站

樓做裝修工作，一天有350元人民
幣進帳，一個月收入十分可觀。 「
過年了，我就希望能一家團圓，孩
子學習進步，還有讓媳婦嘗嘗北京的
特產。」唐國成說。

▲1月22日，列車主題招聘會吸
引外出務工人員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