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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4点多，住在北京
西南四环外的贾山峰就和哥哥
起床了。18岁的他揣着在京打
工一年挣的钱，人生中第一次
乘坐飞机，回家过年！

和贾山峰有同样经历的，
还有9名在北京和天津务工的
洛阳人。本报联合腾讯网、蒙
牛集团组织的“这个春节 帮您
团聚”活动，帮他们免费坐飞机
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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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 帮您团聚”活动昨日帮10名在外务工的洛阳老乡坐飞机回家
他们有同样喜悦的心情，也有同样的心声——

“和家人在一起，才叫过年！”

无论如何都要买到返乡的火车

票——在很多务工人员看来，这是每
年春节前的头等大事。

家住偃师市的张改真和家住栾
川县的邢怡冰上大学时认识，毕业后
两个人一起去北京打拼，至今已有8
年了。张改真说，在参加晚报的征集
活动前，她曾和男朋友一同在网上抢
票，但都没能成功。如果没有这次活
动，早已习惯了买票难的他们，只能
像往年一样去火车站碰运气，或者从
黄牛党手中购买高价票。

去年，为了带着怀孕的妻子回家

过年，来自孟津县会盟镇的刘亚涛花
了比原价高出快1倍的价格，买回两张
返洛的火车票。在他看来，这虽然让
他很心疼，但总比买不到票在异乡过
年强太多了。

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刘亚
涛，提起之前的购票经历感慨万千。
他说，为了回家过年，他曾经有过连
续排了 3 天队才买到车票的经历。
当时新闻里说，北京火车站购票人数
已经超过10万。在汹涌的人潮中，
怀着回家过年希望的刘亚涛觉得，再
多的辛苦，也抵不上和家人团聚的喜

悦。
家住洛龙区李楼镇潘寨村的牛晓

辉说，回家过年固然开心，但返程的车
票往往比回家的车票更难买到。几年
前，他仗着年轻，买了一张回北京的站
票。当发现自己用一条腿站在车厢的
人群中都不会倒地时，他才真正体会
到“挤火车”是怎样一种感觉。

“下了火车，我的双脚已经没有
知觉了。”牛晓辉说，无奈之下，他打
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在北京的住处。
最后他算了一笔账，发现打车的价钱
竟然和火车票的价钱差不了多少。

昨日9时许，来自北京的航班降落

在洛阳机场后，一群“特殊”的乘客走了
出来：他们中间有夫妻、兄弟，有正在谈
婚论嫁的男女朋友。他们在外地漂泊多
年，各有各的故事，但首次坐飞机的他们
都有共同的心声——“和家人在一起，
才叫过年！”

家住栾川县的郭新鹏从机场候机
厅走出来时，抱着一台32英寸的彩色

电视机，身旁的妻子有些好奇地看着
陌生的机场大厅。1999年就到北京务
工的郭新鹏，先从保安干起，后来做起
了网店。5年前，他认识了来自江西的
妻子。结婚后，他买了一辆二手轿车，
尽管在北京买房还很遥远，但在栾川
山村的父母看来，他已事业有成。

看着怀里的电视机，郭新鹏说，家
里那台14英寸的小电视父母已经用

了多年，每年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
他总提出要换，可父母一直心疼钱。
这次他从北京买了一台电视，“今年就
能用大彩电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坐飞机回家过年，这在过去是郭
新鹏和妻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
们看来，单程机票就要近1000元，这
笔钱还不如拿回家孝敬父母实惠。这
次能坐飞机回家，小两口连称“幸运”。

往年购票的经历，是调侃中带着

辛酸；而今年免费坐飞机的经历，则是
惊讶中带着欢喜。

直到几天前，在天津工作的周晓
伟才知道姐姐已经为他报名参加了本
次活动。这个来自宜阳县柳泉镇的小
伙子是名工程监理，上飞机的前一天
还在工地上班。

“当家人知道我可以坐飞机回家
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我这到底是不

是真的。”周晓伟说，就连为他报名的
姐姐都不相信这样的好运会降临到他
的身上。201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让他住进了医院，家里为他花了10
万块钱。直到现在，他的腿里还有钢
板。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刚出院
就回到单位上班了。

我们跟随周晓伟和贾山峰坐上了
回家的车。当车辆驶入宜阳县境内，
周晓伟接到家人打来的电话。等到车

停稳后，他发现父母早已在家门口等
候，眼神中满是期待。回到熟悉的家
中，周晓伟放下背包就往外拿东西：

“这是给爸妈买的蜂蜜，这是给小侄女
买的玩具……”

昨日，周晓伟的家中飘着馒头的
香味。他端着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豆
馅馍，热情招呼我们一起吃。我们为
周晓伟和其家人照了一张全家福，将
幸福定格在了这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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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0日，本报A07版刊

发《这个春节 帮您团聚》一文，征集
回家务工人员，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帷
幕。当月26日，本报A08版刊发《儿
子要回家过年 乐坏了半百爹妈》一
文，讲述了在北京工作的刘栋辉，作
为参加此次活动的一名务工人员，将
在今年春节和家人团聚。

本次活动的名额从最早的3个，
到4个，最终增至10个，目的正是为
了实现更多家庭的团聚。不过，刘栋
辉因故不在这次的“返乡团”中，但也
将于近日回到家中和父母团聚。

“真要谢谢《洛阳晚报》，谢谢腾讯
网，还有帮助我们的蒙牛集团。”刘亚涛
说，在北京工作的同乡有个QQ群，大
家是通过这个QQ群知道这次活动
的。群里的其他老乡知道他能免费回
家过年后，纷纷表示“羡慕嫉妒恨”。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随着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还有更多的人
将要踏上回家的路。因为条件所限，
我们的活动仅能帮助少数人。对于
其他在外地打拼的老乡，我们愿送上
最真挚的祝愿。

春节了，回家吧！

和周晓伟同为宜阳县人的贾山峰
并没有回家——他在县城下了车，去
医院看自己的父亲。去年，他父亲得
了心脏病，经常要住院，家里的十几亩
地也种不了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
子，他初中毕业后就到北京打工，省吃
俭用攒钱。

谈到第一次坐飞机，小贾腼腆地
笑着说：“起飞时有点紧张。”不过，尽
管才18岁，他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眼神中满是坚强。

牛晓辉和刘亚涛是我们此次要送
的最后两个人。昨日17时许，牛晓辉
回到李楼的家中，和母亲团聚。而此
时，刘亚涛不时地将6个月大的女儿
的照片从手机中找出来，看了一遍又
一遍。他笑称：“近乡情更怯。”

“不管再晚回家，家里的春联一定
是我来贴。”刘亚涛说，每年春节前，他
都会去镇上集市买写对联用的红纸，
细心裁好后，由老父亲用毛笔写好春
联。然后，他再用母亲熬好的糨糊，和
妻子一起将红彤彤的春联贴好。看着
沾在手上的“春联红”，他感觉这就是
年的“味道”。

昨天18时许，天已微黑，刘亚涛
也顺利到家。看到丈夫风尘仆仆地赶
回来，他的妻子再也按捺不住泪水，两
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为在外地打拼的老乡
送上祝福

沾在手上的“春联红”
就是年的“味道”

到家了，发现父母早已在家门口等候

在外漂泊的游子，都有关于春运的故事

“事业有成”的他，抱着电视回家

乘坐飞机抵达洛阳后，“返乡团”所有成员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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