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记者来到 83岁老人冯宁吾

在县社会福利院的房间，只见房里堆满

了各式各样的中秋礼品。尽管离中秋节

还有几天，但她那儿早已有了浓浓的中

秋味儿。

冯宁吾已经在社会福利院住了十

年。这十年来，每年的中秋节她都是和

福利院的老朋友们一起度过的。老人和

记者说，“我在这里住习惯了，生活也

有了规律，回到家反而住不惯。我就和

子女们说，今年中秋节我的老朋友都不

回家，我也就不回去了，留在福利院和

他们一起看月亮了。”因为母亲喜欢，

孩子们就尊重她的决定，带着月饼、水

果、糕点等礼物，抱着刚出生一个月的

玄孙，提前赶来福利院和她团圆。

和冯宁吾老人一样，退休干部章三

海和老伴胡虹也选择在福利院过中秋

节。“在福利院过节和家里是一样的。”

章三海老人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来福

利院两年了，这里环境不错，每天还有

专人定时打扫房间、配送饭菜，我们的

日子过得挺舒服的。”几天前，老人的

媳妇和女儿都打来电话，说要接他们回

家过中秋。“我和他们说了，你们不要

来接，如果有心，抽点时间来看看我们

就行。”

为此，老人的媳妇特意烧了猪蹄，

还买了月饼来看他们；女儿、女婿和外

孙也送来了象征团圆的月饼，以及老人

爱吃的榴莲、葡萄、苹果等水果。章三

海老人指着堆在屋角的一堆礼物说，

“你看，他们心意都在这里了，这不就

够了嘛。”

“这几天是我们接访的高峰期，每

天都有许多家属来送礼物。现在，全

院 200多位老人几乎人人都收到了月

饼、水果等中秋礼物。”社会福利院

寄养科科长赵立红和记者说，为了让

留在院里过节的老人过好中秋，他们也

策划了一些庆中秋的活动，“真心希望

给老人们带来一些惊喜，送去一些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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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就要到了，节日的氛围也渐渐

浓厚了，随处可见拎着月饼和礼品敬长辈、

走亲戚的人。

我县中秋有吃月饼和赏月的习俗。特

别是出嫁的女儿，中秋节前要向娘家送“八

月半”，而月饼是少不了的。一般农历八月

前，各色月饼都会粉墨登场，摆在商场显目

位置。农历八月一过，人们纷纷选购月饼，

买点家中老人喜欢吃的口味，再买上肉、水

果等，大包小包地送给老人。

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人

们普遍比较重视，送的人会早早记挂着此

事，早早打算买点啥去孝敬长辈，而长辈也

会翘首等候孩子上门。因为哪怕平时走动

较少的子女，中秋节总是要回来一趟的，在

远方的孩子一般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回来，

真的赶不回来，也会寄点钱或月饼给父母，

打个电话向父母问候一下。

子女眼中的中秋节：孝敬老人为贵

“平时我们也要孝敬老人的，中秋节是

合家团圆的日子，我们更要回去多陪陪老

人，为他们做点好吃的，一家人共享团圆。”

家住鼓山新村的王丽女士说。她是上个双

休日回去看的父母，特意赶到同兴食品商

店去买了豆沙、火腿、果酱三种口味的月

饼，再给父母买了两斤荔枝干。“这个不容

易坏，闲时可以让父母剥一颗吃吃。”心细

的王丽还买了肉、猪肝等一些菜和水果。那

天，王丽带着丈夫和孩子一起回了乡下老

家，一家人围成一桌，开开心心地吃着月饼

和花生等食品。中午，王丽的丈夫下厨做了

满满一桌子菜，父亲破例喝了点酒，全家热

闹得像过年。

吃过中饭，王丽一家三口告别父母出

门，看着有些步履蹒跚的父母，王丽觉得喉

咙里有什么被堵住了，她在心里一遍遍默

默地说：“以后一定要多抽时间回来看看父

母，帮他们做顿饭，让他们感到一点温暖。”

“我觉得中秋节看望老人不能仅限于

自己的父母，公公婆婆不应成为被遗忘的

角落。”在某企业工作的秦晓薇在给父母买

中秋礼物时，总是给公公婆婆也买一份。她

说：“虽然约定俗成女儿要送中秋礼物，但

儿子也送一点给父母，回去看看老人，让老

人高兴高兴，这不是更好吗？”秦晓薇见婆

婆比较节约，在送上礼品的同时，还多给了

婆婆五百元钱，让她平时买点吃的。

家住南明新村的陈柯文前几天冲女儿

发了火，原因是她要去给父母送“八月半”，

叫女儿一起去，而上初中的女儿以要写作

业为由，不肯去。“平时她不回老家看老人

也算了，中秋节送礼也不去，这太让我生气

了。”从来很孝敬父母的陈柯文勃然大怒，

狠狠地教训了女儿一顿。“中秋节其实讲的

是一种孝道文化，要让孩子从小懂得孝顺，

传承传统文化。”

“常回家看看”被写进了法律，孝敬老

人是每个做子女的都应该做到的。中秋节

作为传统佳节，子女更应该带着孩子，带着

笑容，回家看看。

父母心中的中秋节：看到孩子就好

昨日，家住上礼泉村的娄力妃大妈正

忙着准备“中秋大宴”。她有两个女儿、一个

儿子，一家人坐在一起，正好是一桌。平时一

家人难得凑在一起，但中秋节是一家人团聚

的日子，大家都会克服困难赶来陪老人过中

秋，一起赏月。“孩子们会一起下厨，各做一个

菜，可热闹了。”娄力妃大妈满脸是笑。

镜岭镇楼基村的王校娟大妈这几天很

高兴，逢人就说：“儿子、媳妇来看我了，拿

了好多东西，还包饺子给我吃。”原来，9月

15日，王校娟大妈在新昌工作的儿子、媳

妇带着大包、小包来看老人，并热热闹闹地

包起了饺子，香喷喷的饺子一直暖到了老

人的心里。

王校娟大妈已经九十多岁，行动也不

方便，她一年到头就盼着春节和中秋节，

“因为大节到了，孩子们一定会来看望，家

里会很热闹。”

对许多老人来说，中秋节并不是要得

到孩子送的礼物，让他们更高兴的是，在节

日到来之际，能见到时时想念的孩子。

年轻人盼望的中秋节：聚众赏月最美

中秋节放假一天，和双休日连在一起，

能放假三天，能在轻松的休闲时光里聚会

赏月，这是许多年轻人中秋节最高兴的事。

“我们要在中秋节晚上到天姥山赏月！”在

乡镇工作的李小姐这几天正在约朋友一起

中秋狂欢。她想像着在天姥山顶，在皎洁明

月的光辉下，他们对月吟诗，尽情狂欢，在

天地灵气中感悟生活的美好。

吃货良子则筹划着呼朋唤友好好“搓”

一顿，然后一起吃月饼赏月。“现在大家都

忙，朋友们聚在一起不容易，中秋节那天是假

期，一般大家都有空，怎能浪费了这大好机

会。”

自驾游也是许多年轻人最爱的选择。

“中秋去看看他乡的月光。”青年公务员小

陈和三个朋友约好中秋节去江西武功山游

玩。“现在这天气最好了，去武功山露营最

合适了！”

因为新昌人一般在中秋节到来之前给

父母送中秋礼物，真正的中秋节放假时，许多

人有了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年轻人就早早

谋划好了，将中秋赏月演绎成狂欢时光。

跟 着 节 日 晒 文 化
中 秋

团团圆圆庆中秋
福利院老人的中秋：

和老朋友一起
过节也很快乐

◆梁凌凌

◆王娟敏

昨晚，丰岛集团“2103我爱我家·金秋

圆梦联欢晚会”温情上演，来自丰岛集团下

属子公司员工的一个个梦成了晚会主要节

目，而舞台表演则成了圆梦的助演。

情景剧《母爱无边》深情演绎了一位母

亲陪伴女儿成长的故事，首先引出了在丰

岛股份公司工作的一名平凡却伟大的母

亲———俞月玲。俞月玲是一名柃木植检工，

多年前，丈夫去世，从此，抚养女儿的重担

落在了俞月玲一个人身上。俞月玲不辞辛

苦，用勤劳的双手为女儿铺平求学的道路。

今年，就读于新昌中学的女儿被保送厦门

大学。在备感欣慰的同时，女儿大学期间的

各种费用成了俞月玲心头的无形压力。当她

从公司领导手中接过圆梦杯、圆梦证书及圆

梦基金时，俞月玲动情地感谢公司的关怀与

帮助。同样，阮美莲夫妇的儿子就读大专，他

们也圆了梦。

“哇，不会吧！”当得知本地知名摄影大

师杨柳青将收她为徒，义务传授技艺时，来

自花集网的李洋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李洋的梦想是希望能够将她的摄影爱好与

工作结合，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

特长。如今，她不但得到了公司的鼓励圆梦

奖，可以解决部分摄影器材的费用，还拥有

了一位能够给自己摄影技术诸多指导的导

师。李洋非常激动地告诉记者：“有老师指导

和独自行走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有这么大

的惊喜在等着我，真的很感动。我会努力的。”

丁岳洪是一名听力残疾人，他也是丰

岛食品公司的一名员工。他没有成家，只与

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这几年，他与母亲都

接连生病、动手术。面对家徒四壁的窘境，

丁岳洪的梦想是能够对老家的房子进行修

理。在晚会上，丁岳洪也圆了他的梦，得到

了公司的帮困救扶金和圆梦基金……

在晚会上，共有 6组员工圆梦，得到了

不同金额的圆梦奖和帮扶基金。丰岛集团

副总裁郑发祥说，公司开展了为期半年的

“丰岛助我圆梦”活动，目的是为了在丰岛

集团内部形成相互支持关爱的氛围，让丰

岛员工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丰岛员工金秋圆梦
◆胡秋萍

李洋圆梦节目《母爱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