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过年可算是不用再被爸妈催婚了。”收
拾着男友为家里准备的年货，来自湖南常德的田
雨杰满眼都是藏不住的幸福。26岁的田雨杰，前
两年的春节遭遇了大型催婚“修罗场”，今年这场
关于她与父母之间爱的“争辩”，随着新成员的加
入提前落下了帷幕。

“这是他给爸爸准备的烟酒、 给妈妈准备的
燕窝……”堆成小山的年货满满都是男友的用心
和温暖。田雨杰笑着告诉记者，第一次上门，男友
特别紧张，得知消息的爸妈在家也是早早进入迎
宾备战状态，“只有我最轻松， 年货不用自己买，
等着回家吃好的。”

“女儿，我和你说，爸爸今天特意弄了只土甲
鱼，特别好！待会去楼下餐馆大师傅那里拜师学
做甲鱼，让你男朋友尝尝我们家乡的特色菜。”平
日很少下厨的父亲，今年主动包揽了年夜饭大厨
的“任务”，还不忘实时微信语音汇报学习进度。
新床单、新睡衣、年夜饭的每一道菜品……爸妈
丝毫不隐藏满心欢喜。

“妈妈说， 再好的年货也抵不过带回家一个
称心的男友，我的幸福就是给他们的最好礼物。”
田雨杰说，平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少在家陪伴
父母。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她，也更加明白了
家庭、团圆的意义。

在长沙从事公益事业的姚女士， 已有两年没
回永州江华老家陪父母过年。 今年她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拜年礼”，两年来获得的荣誉证书。红彤彤
的荣誉证书沉甸甸的，塞满了半个行李箱，是她要
和家人一起分享的快乐和成绩。

“这两年过年没有回家陪父母，忙于各种爱心公
益活动。每次参加活动看望老人时，就会想到家里的
父母和长辈。今年有时间回家团聚，想跟家人分享这
两年来做社工和公益事业收获的点点滴滴，也是感
谢家人站在背后给我的支持和理解。” 姚女士翻开
行李箱，“2019年度长沙市青年岗位能手”、“全省
先进社会工作者”、“湖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工作人
才”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塞满了半个行李箱，“如果
没有父母家人给予的支持和理解， 身在外地的我很
难安心做想做的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荣誉证书， 姚女士也在国家权威杂志上
发表了一些文章，分享自己的社工经验。收拾回家
的行李时，这些杂志也被放进了行李箱，准备带回
家送给还在上学的晚辈。“家中有几位小朋友今年
即将参加高考，借此机会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奋力
追逐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一个对社
会有意义的人。”姚女士笑着说。

“我是浙江人，现在湖南湘潭工作。今年是
参加工作后， 第二次不能回家陪家人过年。”说
起今年的过年计划， 武警湘潭支队某中队排长
洪豪渊难掩思乡之情。

细心的他早在1月初就请教了很多湖南的
战友， 将能代表湘味的年货列成长长的购物清
单。其中，肉质肥厚、干而不柴的腊肉腊肠正是
湘味年货的首选。“我们老家那边没有吃腊味的
习惯，今年也想让爸妈尝尝湖南美味。”洪豪渊
说，在远离家乡千里的湖南工作生活，爸妈最操
心的莫过于生活里的细枝末节，“担心从小清淡
饮食的我吃不惯湘菜的重口味， 害怕我在湖南
湿冷的冬天穿得不够多……”

“今年选择各种湖南美食年货寄回家，也是
想让爸妈知道我在美食之都湖南吃得非常好。”
不善言语的洪豪渊准备的年货颇有深意， 而远
在浙江的父母收到年货后的惊喜感动也让洪豪
渊安心了不少。“我的工作是守护好大家， 不能
回去过年，爸妈也很理解。”洪豪渊说，等到春节
过后，想把爸妈接到湖南来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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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春节无疑是所有节日里
最重要的节日，原因在于春节背后所承
载的意义。不管身在何方，离家多远，都会尽可

能回家一家人团聚，团圆赋予了春节最温暖的仪式感。
一家人团聚吃的饭叫团圆饭、一起熬的夜叫守岁、一

起准备的礼物叫年货， 温暖的背后是一家人双向爱意的
奔赴，是思念的起点和终点。

不管是父母早早备下的饭菜酒席， 还是子女精心准备
的年货礼物，都是爱的彰显。爱意和温暖藏在回家和回程的
行李箱中，藏在可口的饭菜里，藏在千里之外的包裹里……

父母眼中，带多少礼物回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牵
挂了一年的子女，终于有时间一家人坐在一起聊

聊一年的收获。无论这一年过得好与
坏，身在异地的你回到家，就是

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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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不少
人已踏上了回家的
旅程。鼓鼓囊囊的行
李箱里，是为家人精
心准备的各式礼物。
年货之外，还有满满
的思念之情。有提前

一周就备好各种礼物的、 有给家中带
去满箱荣誉的、 有带上男友和年货回
家的、也有坚守在一线、网购年货回家
的……行李箱和包裹里装着一个个温
暖的故事。

往年，春节假期结束返程时，塞得
满满的后备箱成为返乡人朋友圈“炫
耀”的资本。今年，让我们调转镜头，看
看返乡人都为家里人准备了什么“心
意”年货。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周可
视频 刘品贝 通讯员 王童语 郭朝荐

“因为工作原因，腊月二十八才能开
车回老家，第二天就是除夕了。上周末就
去超市给父母和亲戚都挑了礼物， 后备
箱已经塞满了。” 从2009年参加工作至
今， 在长沙工作的丁先生每年都会带着
满满一行李箱年货和礼物回邵阳隆回老
家过年。买了车后，回家后备箱都塞得差
点盖不上盖。

1月22日，趁周末休息，丁先生来到
超市，按清单开始采购。“家里亲戚多，上
门拜年都要走个八九趟， 县城里的东西
没有城里大超市齐全， 提前在长沙买好
了带回去。” 丁先生购买了5份年货大礼
包送给叔叔和舅舅们， 又给外婆挑选了
两罐老年人奶粉， 给岳父岳母及妻舅家
准备了礼盒，“礼物虽然不贵重， 都是一
份情谊。”

邵阳隆回离长沙路程不算太远，但
因为工作太忙， 丁先生每年回家看望父
母的次数不超过5次，“老人总说理解和
支持，安慰我说来回奔波辛苦，家里一切
都好，不回家也没事。其实心里时刻挂念
着我，逢年过节没看到我也会感到遗憾。
所以无论如何， 每年过年都要和老婆孩
子一起回家。”

25日，利用午休时间，丁先生又去商
场给父亲挑选了一件羽绒服，“每年过年
塞满一车回老家， 再从老家带满一车回
长沙，来来回回装满的是游子的思念，父
母的牵挂和浓浓温情。每次回家过年，看
到父母开心的笑容， 自己就会觉得这一
年的辛苦都值得，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
心心才是过年。”

提前塞满后备箱
礼物不贵都是思念之情

再好的年货也抵不过一个称心的男友

留湘过年，他给家里人网购了湖南美食

荣誉证书装满半个行李箱，感谢家人的支持

爱的双向奔赴
才是团圆的意义

温情年礼

带回红彤彤的荣誉证书和家人分享快乐和成就。返乡准备的年货塞满了后备箱。

特产年礼

特殊年礼幸福年礼

回家的行李箱鼓鼓囊囊，装满爱和思念
满载特色美食、荣誉证书……“妈妈说，再好的年货也抵不过一个称心男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