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二
○
一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星
期
日
︶

版
面
設
計
：
黃
力
敬

責
任
編
輯
：
余
小
雨

今年72歲的馬來西亞歸僑李源
生，年輕時下南洋打工淘金。回
到廣州已有30多年，妻子早年去
世，膝下沒有子女，現鰥居在廣
州市老城區一棟解放初期建成的
低矮民居裡。記者去看他的時
候，公用的小廚房裡正熬 他作
為午餐的豬骨粥，李源生站在僑
聯為他申請的月租500元約15平方
米的小閣樓裡，高興地指 牆上
的光管說：「（居委會）前兩天新
裝了這個，房子裡亮了許多，我
找東西也不費勁了。」

自妻子去世後，李源生已獨自
度過了第7個新年。他說，對春節
並無特別感覺：「今天上午你

（指記者）沒到之前，我早餐沖茶
吃餅乾，然後和平常一樣下樓買
菜，今天買的是豬骨和菜心，一
天伙食費25塊。」

居鬧市逛花街 不覺冷清
不經記者提醒，他幾乎忘了除

夕將臨。「原來就是明天（22
日）！」李源生拍 大腿，搖頭
笑道：「上個星期我還常想 兔
年快過完了，沒想到『嗖』的一
聲，就只剩一天了。」他說，這
幾天街道民政科和居委會的人頻
繁來探訪，「現在年夜飯大家都
愛去酒樓吃，我一個人卻沒什麼
好講究的。明天我照平常一樣去

買菜的時候，再去熟食店『斬料』當加 吧。
雖然伙食費超了15塊，但是年夜飯總要吃好
些。」

李源生現在每月拿低保，還有僑聯慈善會的
撫恤金，加起來約有2,000元。每年過春節，
他一個人都會去珠江旁邊走走，再去逛花市，
感受一下喜慶氣氛。雖然一個人過春節，但李
源生老人並不感覺冷清：「我還有大姐和哥哥
在香港，每次叫我去，我都不願意。我在廣州
老城區習慣了，
熟悉了這裡的一
切。我今天也去
花街附近走了一
走，那裡的熱鬧
讓我心暖。人老
了，最要緊健康快
樂，否則住得多
好、吃得多好，自
己心裡不舒服，都
是假的。」

北京東五環常營的廉租房小區麗景園曾一度位於輿論
的風口浪尖。2011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視察麗
景園的廉租房建設，並來到廉租戶郭春平家。然而，郭
春平在電視畫面上講的一句「租金只要77元」實話，卻
遭到不少網民指責，令麗景園租戶和郭家備受困擾。

一年後，這裡的廉租戶對媒體仍心存忌憚。記者前日
在廉租樓門口看到，雖然這裡早已貼上了喜慶的對聯和
大大的福字，但不少街坊鄰里對記者的採訪要求卻紛紛
婉拒。直到姚婆婆看到這番窘況，才熱心地邀請記者到
她家坐坐。

「這裡住的都是全北京最慘、最窮的人，每家每戶都
有災、有病。」在乘電梯時，姚婆婆不諱言自己和殘疾
兒子一起住。今年74歲的她，早前做小生意，曾因違章
擺攤被警察帶到派出所，沒想到警察給其戶口所在地的
派出所打電話，敦促給她辦低保。「民政部門看我家

苦，就給住了廉租房。」

「不能因為自己窮就仇視社會」
姚婆婆住在19層，一廳一房，約45平方米，每月幾十

元房租。姚婆婆說，節前市政府給每位低保戶發了600元
過節費，「加上我兒子的，我們家過節費有1,200，還有
每月低保，一共2,000多，足夠花啦。」

姚婆婆一身也是年味甚濃的紅裝，「衣服是人送的，
從來不用買。」但她坦言，目前物價漲得快，她買菜都
多撿處理品。但過年的菜肉已準備齊全，大兒子還會從
黑龍江來北京過年，「來了就打地鋪睡，一家人過節圖
得就是熱鬧、喜慶」。

「人有窮有富，不能因為自己窮就仇視社會。」對於
廉租戶的生活，姚婆婆直言已很滿意，「我羨慕現在的
年輕人，能學文化，只要肯奮鬥就能過好生活。」

京廉租戶過春節　清貧也喜慶

來自山東聊城的包工頭賀吉軍及手
下18人租住北京南五環的簡易房，但
因遭開發商拖欠薪水，決定在北京過
年。

簡易房四處漏風，僅有的電器就是
一台電視機和一台老式卡帶收音機。
賀吉軍施工隊去年年中承包北京一家
樓盤的空調安裝，但工程完成後，開
發商因樓盤銷售不佳沒錢結款，工程
款一直拖欠至今。

「農村人沒錢不敢回家。」賀吉軍
說，已婚的怕老婆要錢不敢回家，未
婚的也不想回家。如果開發商付款
後，每人能分到幾萬塊。「現在大家

就湊合在北京過年了。」賀吉軍指了
指屋內的電視，「除夕晚上大家一塊
看看春晚，吃頓餃子，再喝點酒。」

賀家幾個兄弟都在施工隊幹活，
他的小侄子則在打工子弟小學讀
書。「初一、初二，打算帶孩子去
廟會看看，孩子還沒在北京逛過廟
會。」賀吉軍說，大約初五開始，
施工隊就要再開工了，「要到工錢
之後，中秋節一定回家看看。」而19
歲的蘇紅兵，初中畢業就到北京打
工，今年是第一次在北京過春節，

「我在龍年最大的願望是父母能夠平
安」。

民工留京討薪
吃餃子看春晚

江西農民歐陽興國在老家是做
點心的，因為家裡蓋房子用光了
錢，為給正在南昌讀大一的兒子
掙學費，去年來到廣州。現在在
一家事業單位做車庫保安，已兩
年沒有回家了。

春節七天的假期，但他只能休
兩天假。「我沒時間回去，而且
也沒錢回去。」他自言，老家的
親朋好友都知道他南下廣州「淘
金」，如果回去沒有拿出一兩千元
請大家吃飯，臉上難免沒有光
彩。

歐陽的妻子年前也來廣州做鐘

點工。除夕夜，兩夫婦打算在出
租屋裡吃年夜飯。「兩個肉菜一
個素菜，再配點小酒，兩個人還
能有說有笑的！」這個和睦的情
景比歐陽去年一人獨自在廣州過
年好得多了。

歐陽離開老家的時候，兒子正
好1.7米，「兩年過去了，也不知
道他長高了多少。」身材不高的
他在自己頭頂上比劃 ，「可惜
我那房子才10平方米，實在睡不
下三個大人。等我明年掙多點
錢，就租間大點的房子，到時再
一起把孩子接來。」

保安員夫婦
兩葷一素配小酒

52歲的廣州房地產商盧先生身家過
億，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全國

各大城市和海外有數十處產業，在廣州
還經營一間四星級酒店。

祖籍潮汕的他，非常看重除夕年夜
飯，認為一年的最後一餐必須「吃出品
味、吃出水平」，這個月初就已提前邀請
了幾位在生意上對他多有關照的領導和
朋友來享受一頓豪華晚宴，「一來希望
能通過這頓飯感謝他們對我的關照，二
來在一年的忙碌之餘好好聊聊，聯絡增
進一下感情。」

一夜豪擲十萬 款待賓客
為了隆重答謝友人，盧先生直言對置

辦這頓年夜豪宴「上不封頂」。他說，他
已吩咐主廚粵菜搭配西餐做特別料理，

魚翅湯作湯底、燕窩作甜點純屬稀鬆平
常。他甚至還要求西餐主菜中的入菜食
材均要名貴一流，如從法國空運1.7萬元
一公斤的松露，被稱為「歐洲春天貴族
蔬菜」的1公斤1,000元左右的進口白蘆
筍 ， 產 自 意 大 利 的 頂 級 巴 勿 臣 芝 士

（Parmigiano Reggiano）⋯⋯ 「就連我們
秘製熏鴨所選用的肥鴨，也需要經過一
天乾燥、一天熏製、一天醃製的西式古
法，極為費時費工。」

無酒不成席。為使賓客盡歡，盧先生
還備好了從自己的酒莊中拿出的藏釀50
年以上的「路易十三」和他去法國波爾
多談生意時帶回來的紅酒PETRUS，「讓
朋友喜歡什麼喝什麼」。他笑 對記者
說，「兩支加起來的價格在市面上得有
四萬了吧，具體價格我沒有概念。這頓

飯粗略算下來7、8萬逃不掉，如果他們
特別愛吃什麼要加點的話，價格還得另
外算。」

空運頂級食材 體現心意
除夕一夜豪擲近十萬款待賓客，在旁

人看來難免咋舌，盧先生則認為是心甘
情願：「一年能有幾次除夕？我和他們
吃大餐的機會又有幾次？能在一年最後
一天聚在一起也不容易。其實我自己清
楚，我為他們備好的頂級菜餚，不是行
家根本吃不出原產地空運和其他酒樓裡
賣的區別在哪裡，貴在哪裡，可我還是
很樂意這樣做。錢出在每一個細節處，
證明我的每一份心意到位了。當生意做
大了以後，錢就只是個數字，我更在乎
的是大家聚在一起能開開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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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兄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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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永順縣一家人圍

坐在火塘邊吃飯。 新華社

■福州市民家中，

由100多種石頭組

成的豐盛「年夜飯」

幾可亂真。中新社

■浙江長興縣一家

工廠的留廠員工在

一起吃年飯、迎新

春。 新華社

今天是農曆除夕，忙碌了一年的國人，不論是「大富大貴」還是普通

百姓，都會暫時放下平日的辛勞，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頓團年飯。富裕人

家，一頓年夜飯耗費十萬八萬面不改容；而一些窮苦百姓，就算加幾個

小菜，喝一壺濁酒，也是自得其樂。其實，「錢多錢少，高興就好」，

窮富都要過大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劉凝哲 廣州、北京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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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歐陽興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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