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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过年 探寻多元“年味儿”

02

“以前过年总围绕着一个‘吃’
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天天都像
过年，吃的意义也就没那么大
了。”62岁的王元飞告诉记者，今
年春节他和老伴决定不再围着灶
台转，选择去南昌观看展览和演
出，边走边玩。

每年春节前夕，60岁的何群
都会积极组织并热情投身社区书
法活动。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社
区书法爱好者齐聚一堂，挥毫泼
墨写春联，将这份满载美好祝福
的春联送到居民手中。“春节写春

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传统，我
们不能丢。通过写春联，不仅能
让自己重温书法的魅力，还能把
这份祝福传递给更多人。”何群
说道。

65岁的汤小菊是一名文艺
爱好者，以往过年，她总是忙碌于
厨房之中，为家人准备丰盛的菜
肴。但今年，她报名参加了社区
组织的老年合唱团春节汇演活
动。“以前过年累得不行，虽然看
到家人吃得开心也满足，但总觉
得少了点属于自己的乐趣。”汤小

菊笑着说，“参加这个活动，既能
发挥我的特长，又能和姐妹们一
起过年。”

这些“新老人”暂别了传统的
灶台忙碌，用文化、艺术、娱乐等
方式充实精神世界，为春节赋予
了新的内涵。他们以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展示了新时代老年人
的风采，也让传统春节在创新中
焕发出勃勃生机。正如老人们所
说，春节的意义在于团圆与欢乐，
形式的变化只会让这份情感更加
浓烈，年味儿更加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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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浔城的大街小巷，春节的氛围总是格外浓郁。以往，那是鞭炮声、团圆
饭、守岁夜交织出的熟悉画卷。可今年，旅行过年、“反向团圆”等新潮流兴起，
而浔城的一群“新老人”，正以他们独有的方式，为传统春节注入“新配方”。

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突破常
规，选择在旅途中迎接新年。对
这些“新老人”而言，这不仅是过
年方式的转变，更是对生活炽热
的热爱与追求。

63岁的刘大英便是其中一
位。平日，她的生活几乎都围绕
着孙子展开。今年过年，儿子给
她和老伴“放了假”，让他们得以
开启自驾游之旅。这段日子，刘
大英和老伴沉浸在对旅行的热烈
探讨中。经过精心规划，他们决

定从九江出发，一路自驾南下前
往广州。他们打算在广州热热闹
闹地过春节，感受这座城市的独
特魅力，之后再去贵州。

“我们这次旅行不赶时间，也
不想去那些热门景点凑热闹。就
走到哪儿玩到哪儿，主打一个轻
松惬意。这样过年，既新鲜又有
趣，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刘大英笑容满面地说道。

65岁的余长海，在“春节旅
行”方面已然称得上半个行家。

由于儿子远在国外工作，平时过
年很少回家。以往空荡荡的家里
只有老两口相对无言，孤独冷清
的滋味让余长海心里很不好受。
前几日，他带着老伴踏上了前往
三亚的旅途。一路上，他们欣赏
到许多美景，领略了各地独特的
风土人情。

“过年总是千篇一律，出来旅
游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增长见
识。这种开心和满足，是在家无
法体会到的。”余长海说。

“过年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相
聚，不管在何处，只要一家人整整
齐齐就是最幸福的年。”65岁的
刘江说道。由于儿子在深圳打拼
多年，往年春节儿子总会赶回家
过年。今年，刘江决定去深圳和
儿子一起过年。“以前总盼着孩子
回来，现在交通便利了，我们也想
出去看看孩子生活的地方。”刘江
表示，这种“反向团圆”的方式，不
仅可以减轻子女返乡的压力，还

让老人有机会领略不同城市的风
光，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家住万达华府的王萍也作出
了同样的选择——“反向团圆”。

“我女儿在北京工作，平时忙得不
可开交，老家的这些特产她平常
根本吃不上。”王萍一边打包晒好
的腊鱼腊肉，一边念叨着，“这次
去北京陪她过年，我得多带点。”

对于女儿希望他们过去团聚
的想法，王萍十分理解，“孩子在

外面打拼不容易，过年我们过去
陪陪她，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
重要。”想到即将去女儿那过年，
王萍还细心地给女儿挑选了新衣
服，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一位母
亲对女儿深深的爱意。

随着“反向团圆”现象愈发普
遍，许多老人选择奔赴子女所在
城市过年。“不同的城市，相同的
亲情。只要家人在一起，年味儿
就不会淡。”不少老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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