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後」民工留戀城市熱鬧新年

■今年煙花爆竹銷售點生意不及往年。圖為安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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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滿陳滿：「：「媽媽，，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父母：像普通人過個團圓年就是最大幸福

A6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目前內地
農民工總量約2.7億，外出農民工總量逾1.6億，其中30
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約佔60%。「80後」、「90後」等
新生代，已漸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中堅力量。臨近過
年，他們也有返鄉「煩惱」，與繁華的城市生活相比，
老家農村的安靜，反而令他們感到難以適應。此時，愈
發讓他們懷念起城市夜晚的燈火通明。
據《人民日報》報道，「現在回農村老家，最受不了

的就是太安靜，一到晚上五六點鐘，就只聽見狗叫，安
靜得讓人窒息。」在北京市崇文門地鐵站附近的一處建
築工地上打工的農民工小梁說。
小梁名叫梁啟峰，今年31歲，老家在安徽壽縣農村。

去年春節沒有回家，今年，他趁着春運還沒到，早早地
就回家去陪4歲的兒子。

三分一村民外出務工
壽縣擁有135萬人口，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縣。僅是小

梁所在的魏荒村，全村3,600多名村民中就有1,300名外
出務工人員。據村支書魏敬業介紹，村裡差不多所有40
歲以下的成年人都常年在外打工，只有過年才回家，
「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村裡。但大部分
都會在五六十歲時回老家。誰想在大城市過一輩子？空
氣太差，生活太艱難。」
小梁的父親也是這樣打算。過了年，他將56歲，「很

多工地都不收了」，他的最終目標是回到老家的兩層小

樓裡，享受田園的寧靜，自己種點糧食蔬菜，過着農民
的簡單生活，頤養天年。

返鄉過節只因牽掛家人
但對於小梁來說，這種目標顯然是自己無法接受的。

「並不是說對農村生活沒有感情，但是這種感情沒有父
輩那麼深刻、那麼依賴。」他從學校出來就進了城裡，
生活習慣早已跟農村脫節，「家鄉的牽掛不再是物，而
只是人」。
小梁還記得，有一年一家人沒回老家，在北京建築工

地裡過年。「外面很冷，屋裡暖氣很足，出門走幾步就
是超市，孩子在商場裡蹦蹦跳跳，那次過年，我頭一回
感覺，在北京過年真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
小梁覺得自己還算能吃苦，「一年365
天，有300多天都守在工地」。但在生活
上，「能不虧待自己就不虧待自己」。
這次回家，恰好趕上「史上最強」寒
潮，小梁特意給自己和同在北京建築工
地打工的父親訂了更舒適的高鐵票。臨
回家前，他還給媳婦買了最新款的
iPhone 6s玫瑰金手機，給兒子買了一台
筆記本電腦。「最重要的是一大家子都
開心！」小梁笑着說。
然而這種消費習慣曾引起小梁父母的

不滿。小梁認為，這就是兩代人之間的
「代溝」，「比如說，我可能會花一個
月的工資去買一部手機，或者一件名牌
衣服，但父母他們難以理解。我們在消
費上更傾向於滿足自己的內心需求。」
消費觀念上的差異只是冰山一角，更大

的差距是夢想不同。小梁最大的夢想，就
是融入這座城市。小梁自信，「出了工
地，如果換一身衣服，我跟北京人沒什麼
區別。」如果說父輩們在城市只是為了生
存，他們則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質和尊嚴，
「來城市打工不單單是要掙錢，在心理上
也很渴望能夠融入這座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山東濟南煙花爆竹日前
開售，但今年的煙花爆竹銷售點生意卻不
及往年，購買者寥寥無幾。
據新華社報道，位於閔子騫路上的一個
銷售點，幾張行軍床上的箱子中擺放着各
式煙花爆竹，王秀芹已在這裡連續擺攤四
五年。「今天上午剛擺出來，賣了二三百
元，感覺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今年進了
五千元的貨，不準備補貨了。」她說。
山東省煙花爆竹協會秘書長鄒正紅說，
今年零售網點數量較去年會進一步減少，
主要是受環保壓力、城市樓群密集、娛樂
多樣化等影響，預計山東大中城市居民煙
花爆竹的消費量將繼續下降。

習俗因空氣污染恐遭禁
35歲的劉敏有一個4歲的女兒，在去年
12月華北地區的幾次霧霾天期間，女兒發
燒兩次，因為沒有老人照看，她只能向公
司請假在家照顧孩子。「幼兒園一個班30
人，霧霾最重的時候只來了五個人，要麼
就是孩子已經咳嗽發燒，要麼就是怕孩子
得病而閉門不出。」資料顯示，那個月山
東平均有11個重污染天氣，相當於幾乎
「每三天污染一天」。
面對即將到來的春節，劉敏說：「如果
濟南因為燃放爆竹再造成污染爆表，乾脆

就禁止算了。」
不過，山東省煙花爆竹協會表示，農村仍是煙花

爆竹消費的主要地區，這背後既有傳統習俗祈福迎
祥的文化內涵，也受農村居民購買力不斷增強的影
響。「抗擊霧霾從倡議不放或少放煙花爆竹做起，
但改變人們的春節消費觀念還需要時間。」負責發
佈倡議的山東省環保廳宣教中心主任王必鬥說。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距離藏曆新年還剩不到一周的時間距離藏曆新年還剩不到一周的時間，，西藏各西藏各
地的人們為準備年貨而忙碌着地的人們為準備年貨而忙碌着。。到新年當天到新年當天，，藏族民眾不僅藏族民眾不僅
要身着盛裝要身着盛裝，，在飲食方面也十分講究在飲食方面也十分講究。。

今年僅比農曆新年晚一天今年僅比農曆新年晚一天
據中新社報道據中新社報道，，藏曆年是藏族人民的傳統節日藏曆年是藏族人民的傳統節日，，但藏曆年但藏曆年
的推算法與農曆春節有差異的推算法與農曆春節有差異。。20162016年的藏曆新年是年的藏曆新年是22月月99日日，，
與農曆春節僅差一天與農曆春節僅差一天。。昨日上午昨日上午，，林廓北路的龍增卡賽店內林廓北路的龍增卡賽店內
排起了長隊排起了長隊，，卡賽是傳統的藏式點心卡賽是傳統的藏式點心，，是用白麵混合酥油是用白麵混合酥油、、
白糖後白糖後，，加水揉捏成麵糰加水揉捏成麵糰，，製作成型再放入藏清油中炸製作成型再放入藏清油中炸，，因因
其酥脆可口其酥脆可口，，深受藏族百姓的喜愛深受藏族百姓的喜愛。。
2121歲的索朗德吉嫺熟地捏着類似耳朵狀的卡賽歲的索朗德吉嫺熟地捏着類似耳朵狀的卡賽。。在內地讀大在內地讀大

學的她學的她，，每年利用寒假過來打工每年利用寒假過來打工，，已經對製作卡賽的各個流程已經對製作卡賽的各個流程
了如指掌了如指掌。「。「這種樣式的卡賽我們叫這種樣式的卡賽我們叫『『古過古過』」，』」，索朗德吉索朗德吉
說說，，卡賽一般有長條形卡賽一般有長條形、、圓形圓形、、蝴蝶形等蝴蝶形等66種樣式種樣式，，並塗抹可並塗抹可
食用香料食用香料，，顏色多以紅顏色多以紅、、黃黃、、綠綠、、橙橙、、粉色為主粉色為主。。五色的卡賽五色的卡賽
不僅美味不僅美味，，又充滿了吉祥的寓意又充滿了吉祥的寓意。。此外此外，，青稞酒青稞酒、、人參果飯人參果飯、、
風乾牛肉等特色美食風乾牛肉等特色美食，，都是藏族家庭過年的必備食物都是藏族家庭過年的必備食物。。
與農曆新年拜神相似與農曆新年拜神相似，，藏曆新年禮佛也是十分重要的環藏曆新年禮佛也是十分重要的環

節節，，禮佛的供品將與年貨一起準備禮佛的供品將與年貨一起準備。「。「退退」（」（藏語音譯藏語音譯））是是
藏曆新年中不可缺少的供品點心藏曆新年中不可缺少的供品點心，，是用紅糖是用紅糖、、奶渣奶渣、、酥油揉酥油揉
在一起做出正方形在一起做出正方形、、圓形等形狀圓形等形狀，，然後再用酥油在表面上畫然後再用酥油在表面上畫
出吉祥的圖案出吉祥的圖案。。待供佛儀式結束後待供佛儀式結束後，，家人會在一起分享家人會在一起分享
「「退退」，」，寓意來年平安吉祥寓意來年平安吉祥。。

坐冤獄坐冤獄2323年年 春節前終無罪釋放春節前終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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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曆新年傳統美食受熱捧 ■■廚師捧出剛剛出鍋的卡賽廚師捧出剛剛出鍋的卡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昨日昨日，，浙江杭州餘杭區塘棲鎮政府安排多輛大巴浙江杭州餘杭區塘棲鎮政府安排多輛大巴
將將150150名外來務工者送回安徽名外來務工者送回安徽、、雲南等地雲南等地。。 新華社新華社

■■走出海口美走出海口美
蘭監獄大門的蘭監獄大門的
陳滿陳滿（（中中））與與
代理律師王萬代理律師王萬
瓊瓊（（右右）、）、清清
華大學法學院華大學法學院
易 延 友 教 授易 延 友 教 授
（（左左））露出笑露出笑
容容。。 中新社中新社

■■昨日昨日，，陳滿回到四川陳滿回到四川
綿竹老家綿竹老家，，陳滿的母親陳滿的母親
王眾一與兒子相擁而王眾一與兒子相擁而
泣泣。。 中新社中新社

■■陳滿擺弄年輕時陳滿擺弄年輕時
與兩位兄長湊錢買與兩位兄長湊錢買
的雙卡收錄機的雙卡收錄機。。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媽，我回來了！」昨日10時45分，53歲的陳滿

手捧鮮花，身掛紅綢，跨過火盆，踏進了位於四川省綿竹市迎祥路北

段100號的父母家中，與白髮蒼蒼的母親緊緊相擁，痛哭出聲。

據中新社報道，經歷過23年鐵窗生活後，今年除夕夜的團年飯，成為陳家人
最期待的一頓飯。「今年，陳滿能高高興興、平平淡淡地過一個團圓年，

就像普通人一樣過年，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父親陳元成如是說。
陳滿26歲的侄子陳畋也專程請假回家迎接三叔。陳畋說，今年除夕，他會帶
着新婚妻子回到家中，陪着爺爺奶奶和三叔一起守歲。

汶川震後重建住房
1日中午，陳滿與大哥大嫂一起吃了頓四川火鍋，再次嚐到熟悉的味道。隨

後，他憑藉釋放證明辦理了臨時身份證，購買了半夜抵達成都的機票。為了不打
擾父母休息，陳滿選擇2日上午回家。
2日一早，陳滿父母家中，聚集了不少親朋好友，迎接陳滿回家。
踏進家門，眼前的一切讓陳滿既陌生又熟悉。父母家所在的居民樓，係汶川大

地震後原址重建，陳滿並未住過。但在父親陳元成為陳滿準備的房間裡，數十年
前陳滿與兩位兄長湊錢購買的雙卡收錄機仍嶄新如初，60多盒音樂磁帶存放在下
面的櫃子中。

創業報答伸援手者
陳滿與父母一同坐在沙發上，緊握着雙親的手。「回來了，我要讓你們幸幸福福
安度晚年，我一定天天陪着你們！」言語間，陳滿的眼眶再度濕潤。
談及過去，二老多次說起，願讓過往翻篇兒，直面美好未來。陳滿亦向在場媒

體表示，對於冤屈的23年，他只有兩點要求，一是法律追責，二是要求賠償。言
及未來，陳滿打算在短暫休息後創業，不是為了賺錢，而是要回報那些關心、幫
助過他的人。
1992年12月25日晚八時許，在海南海口市振東區上坡下村109號房發生火

災，群眾及消防隊員在救火時，發現一具大面積燒傷屍體，頸部和身上有刀殺痕
跡，屋內有大量血跡。經公安機關偵查，死者為被害人鍾作寬，認定該案是四川
省富縣籍陳滿所為。
該案由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時認定陳滿犯故意殺人罪、放火

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海口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原判
對陳滿量刑過輕，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為由，提出抗訴，海南省人民檢察院支持
抗訴。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裁判生效後，陳滿不服，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

判監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
審本案。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海南省美蘭監獄依法對陳滿故意殺

人、放火再審案公開宣判，認為原裁判認定原審被告人陳滿殺死被害人鍾作寬並
放火焚屍滅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法應予改判。撤
銷原審裁判，宣告陳滿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