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昌新闻网记者 高 娃

除夕一大早，羽林街道丁家园

村 93岁的俞灿芬就坐在家门前的

石凳上，双手杵着拐杖，一直盯着

村道看。昨晚，老人接到电话，得知

在城里安家的四个孩子今年都回

家过年，为此，老人一早就在门口

等待。“喝米海茶、炸番薯干、炒花

生······”回忆起过年的情景，老

人思绪如潮涌一般，滔滔不绝地讲

开了，而 1958年的过年令老人终

生难忘———

当年丈夫因工作未能回家

过年，俞灿芬只能独自照料四个

孩子。那时家家户户的口粮得统

一到村中食堂领取，每户的代表

都拿着碗具早早排起了长队。

“每次分玉米糊等口粮，我都会

紧盯那个勺子，如果勺子没盛

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俞灿芬

回忆。

俞灿芬领完口粮刚进大台

门，四个孩子就会跑过来看她手

中的碗，大女儿早已将五副碗筷

整齐地摆在桌上，孩子们就等着

她回来开饭了。俞灿芬一勺一勺

地将口粮分到每个孩子的碗中，

“还没等我分到第四个孩子，第

一个分到的孩 子 已 经 喝 了 一

半。”看着孩子们饿成这样，俞灿

芬有些哽咽，便把自己的口粮全

部分给了孩子。

“吃完饭，孩子们连碗边、碗

底都舔得干干净净，就连那口大

碗也被他们争来抢去，舔得我都

不用洗了。”看着孩子一个个都

没填饱肚子，俞灿芬又去地里挖

了些野菜，准备做些菜汤。刚生

起火，几个孩子就已经坐在桌上

等待，做好后端到他们跟前时，

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

看着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俞灿

芬便忙着去收拾灶台、洗刷碗

筷，当她回到餐桌上时孩子们已

经吃完出去玩耍了。她端起碗喝

了一口汤，不禁流下了泪水。她

怎么也没想到这菜汤竟十分苦

涩，难以下咽，孩子们却一声不

吭地喝完了。

晚上，俞灿芬正在房里收拾被

褥，准备哄孩子们睡觉，小女儿在

一旁一直扯着她的裤袋，嘴里喊

着：“压岁钱。”俞灿芬看着几个孩

子，将裤袋翻了出来说：“妈妈身上

真的一分钱也没有了。”

几十年过去了，角色有了互

换，如今孩子们围在灶台前为准

备年夜饭忙得不可开交，俞灿芬

看着儿孙满堂的场景，脸上挂满

了幸福笑容。饭后，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喝着米海茶，聊着以前

过年的那些事儿，听着爆竹声，

欣赏着漂亮的烟花在空中绽开，

大家的眼中都流露出对新年美

好生活的期待。

今日新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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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新闻网记者 王娟敏

“贴春联了！”2月 6日一大早，

在南明街道梨木安置点，钦寸水库移

民俞银娟和儿子黄林军一起乐呵呵地

在新家大门上挂起红灯笼，贴上春

联。“过年，就要热闹喜庆，我们的

日子才会越过越好！”俞银娟满面笑

容地说。

俞银娟今年 67岁，老家在新林

乡曹洲村。“老家的房子是十多年前

造的，砖混结构，住着挺舒服的。”

去年 8月，俞银娟一家乔迁到了现在

的新家。“支持水库建设，我们搬到

这里来了，这里没有污染，也没有噪

声，交通便利，住着更舒服。” 黄林

军满意地说。

黄林军在城里上班，在城里有房

子，一放假他就带着家人回来和父母

一起过年了。“过年还是陪父母一起

过，更热闹也安心。” 黄林军笑笑

说，“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她们都在县城开店做生意，过年了，

她们也要回来一起欢度春节的。”一

旁的俞银娟笑着说：“我们家如果都

到齐的话，共有十三口人，坐下来吃

饭正好一大圆桌，非常热闹！”

“一大家子一起过大年，年货准

备得怎么样了？”记者笑问。俞银娟

笑盈盈地拉开家里的大冰箱，里面已经装满了各种

食材。“几天前我们就在准备过年的菜了，现在已

经采购齐了。平时孩子们都忙，过年了回来全家团

聚，肯定要多做点好吃的。”俞银娟说，“今天家里

准备杀只鸡，我还准备裹粽子、包芋饺，多准备一

点吃的，让孩子们吃得高兴，过个欢乐祥和的新春

佳节。”俞银娟一脸幸福快乐。

除夕夜，俞银娟一家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聊

着一年的收入，畅谈着未来，其乐融融。当然，这

也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新家占地 105平方米，有

6个房间，十分宽敞明亮。“孩子们回来都有自己的

房间。家里条件好了，他们也更喜欢回来和我们一

起住了。”俞银娟说，她的孙女也有自己的房间，还

布置得特别漂亮呢。

“我们肯定会越过越好！”前来串门的移民们

说。

新昌新闻网记者 杨玉墀

“陈大伯，新年好！你的腿伤

好点了吗？”正月初二上午 9时

许，记者随同回山镇党政办副主

任吴璐婷来到红联村西塘自然

村低保边缘户陈炉才家中走访。

刚一见面，吴璐婷就与拄着拐杖

的陈炉才聊了起来。

52岁的陈炉才体弱多病，妻

子于三年前去世，留下两个十二

三岁的儿子，家庭经济十分困

难。吴璐婷将带去的慰问品递给

陈家两个孩子，并与他们聊起家

常。陈家虽然贫穷简陋，但床边

堆放着民政部门送来的 2条新棉

被和社会各界捐赠的衣物，村里

还给他们买来了瓜子、肉类等年

货，基本上衣食无忧。吴璐婷问

陈炉才年夜饭吃什么，孩子的生

活费有无着落，关爱之情溢于言

表。

红联村是吴璐婷的联系村。

走出陈家，吴璐婷又来到长虬自

然村，在村委主任张品忠家中小

坐，商量了村里的近期工作。“小

吴人好腿勤，村里有事情总是一

起想办法解决。”张品忠对这位联

村干部甚是满意。

返回镇政府已是 10点多。听

说同事梅岳明要去回山村走访，

吴璐婷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就欣

然前往。春节前，回山村刚发生

过一场火灾，有 12户村民受灾。

他们来到被烧毁的老台门察看灾

情，商讨有关善后事宜。梅岳明是

该镇综治办的消防负责人。他说，

去年除夕全镇共发生了 3次火

警，今年由于节前宣传和隐患排

查工作做得好，终于过了一个平

安年。吴璐婷、梅岳明一行还在村

干部陪同下，看望慰问了村里的

4名“五保户”。

时近中午，值班的机关干部

陆续走访归来，准备在镇食堂开

火做饭。这时，值班领导吕清渔听

说雅里村汽车很多，交通堵塞，顾

不上吃饭，就和章赟祥等人前去

疏导交通了。吴璐婷告诉记者，像

这样的突发事件经常会有。正月

初一，官塘村断水，值班干部组织

人员及时进行抢修，确保村民用

上了自来水。

吴璐婷说，她自 2010年到乡

镇工作以来，每年春节都要轮到

值班。当天早晨，她 6点多钟就起

床了，搭同事的车来到回山。

傍晚，记者与吴璐婷电话联

系，得知她仍在办公室坚守岗位。

“轮到值班，身上就多了一分责

任。”吴璐婷说，晚上 8点之前，她

要一直在办公室值班，8点之后

也要保持值班电话畅通无阻。虽

然少了一分探亲访友的愉悦，却

收获了更加充实的生活。对此，吴

璐婷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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