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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到腊月，大家都在着手购置年货了

吧？除了筹备水果、干果、蔬菜外，手巧的人们还

自己灌制香肠、熏腊肉，屋檐下也挂出了一排排

酱鸭、腌鱼，过年氛围就这样渐渐浓厚起来。

不过超市里的年货虽然琳琅满目，但想采

购到货真价实的“土年货”，还真让人苦恼呢。

这不，杭州余杭山沟沟景区即将举行第十三届

年货节，这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依然保留着

过年舞龙灯、腌制腊肉等来庆祝丰收的民俗，

并有腌、腊、酱制自家养的鸡、鸭、肉类，手工打

年糕、做盐卤豆腐和用土法酿制米酒的习惯。

想筹备年货、体验民风民俗的朋友们，不

妨来参加山沟沟年货节一日游吧，2人报名只

要99元，去淘当地特产、各色山货，吃农家饭，

让你体验不一样的年味！

观山沟沟民俗，淘山沟沟年货
每到年货节，当地龙灯、鳌鱼灯等民间的

民俗表演文艺队伍会赶来助兴，气势磅礴的舞

龙灯、千姿百态的鳌鱼灯舞出了年味。

当地的农家也会摆出自家手制的农产品：

手工年糕、自制土酒、笋干、毛腌鸡、农家火腿、

腌肉、本鸡蛋、本鸡等各类山货、山珍，可谓是

琳琅满目。游客不仅可以在山沟沟里采购年

货，还可以在山沟沟过大年，走进农家田畈“吃

一嘴”，品尝地道的农家菜，还可以观赏年货节

重头戏哦！
余杭山沟沟年货节一日游

出行日期：1月27日、1月28日
跟团价格：99元（买一送一）
自驾价格：66元（买一送一）
报名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80 号浙报分
类广告营业厅（浙江日报社旁）
咨询热线：0571-85310487、85312016

山沟沟年货节一日游，2人只要99元!
藏在余杭深山里的年货，你怎么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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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詹程开本报记者 詹程开

杭州市总工会岁末推出“三行家书，温暖回家路”活动

通过文字，把内心的思念和问候，传递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这一刻让我从全世界回到你身边身边

还有更多的家书，在温暖着每一条回家

的路⋯⋯

小时候希望离家远远的

工作后

希望时时刻刻陪伴在你们身边

——chris

我的世界越来越大

家却越来越远

我想回到原点，回到最初的我们

——木子

最开心的就是过年

小时候是盼着压岁钱

长大了是盼着见你们

——旧人迟暮

撒哈拉写给父亲：
竟没发现您头发白了那么多

爸爸，前天看到您发的一张自己的照片，

我竟然没发现您头发白了那么多，而我已经

很久没关心过您了，在此和您说声对不起，希

望您注意身体，

我自己也会成长起来，不再让您为我劳

心。 ——撒哈拉

这封署名“撒哈拉”的家书，是一位90后

写的。

小陈，河南开封人，学校毕业后，他就留

在杭州，从事建筑行业，已经工作两年了。

小陈突然写下这封家书，是因为几天前

他在翻看微信的时候，看到了一条父亲发的

朋友圈，当时他惊讶地发现，父亲的头上竟然

多了好多白发。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关心过父母了，没

有想到他们变化有那么大，可能因为照片，把

很多细节都放大了吧。”小陈说，自己性格比

较内向，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平常和父亲在一

起的时候，话特别少，“我爸爸话也不多的，平

常在一起，可能沉默的时候更多一些吧。”

“平时工作忙，给家里打电话也不是很频

繁，差不多一个月打个一两次。”小陈说，因为

在杭州工作，他能呆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就

算每年国庆节和春节都回家，一年加起来，在

家里住的时间也不会超过20天。

小陈说，今年过年回家的车票已经买好

了，是 2 月 12 日，过年差不多有十天左右的

假期，“我和我爸妈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出去旅

游了，我现在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带着他们到

杭州来玩玩，让他们来看看西湖，他们还从来

都没有来过呢，很想让他们来感受一下我工

作和生活的这座城市。”

这个内向的大男孩终于鼓起勇气通过钱

江晚报跟爸爸说一句“当面不太好意思说出

口”的话——“爸爸，辛苦了！”

依扬写给爸妈：
想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

爸妈，忙完这一波可以回家过年了。希

望今年的生日有你们陪在我身边，吃上一碗

热腾腾的面！ ——依扬

这封署名“依扬”的家书，是沈小姐写下

的。沈小姐是一位70后，在杭州从事设计方

面的工作。

写下这封家书，是她内心的一个企盼，也

是一份小小的心愿。

沈小姐是农历腊月廿九出生的，“这个时

间太特殊了，第二天就是年三十，所以很多时

候，我的生日都被除夕抢去了风头，现在想

来，真的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好好过生日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每到生日，妈

妈都会亲手给我煮上一碗面条。我们家在农

村，妈妈会把摘来的笋，切成一片一片，然后

放入雪菜，肉片，有点像现在我们吃的片儿

川，还会在上面给我卧上一个大大的鸡蛋，特

别好吃，这就是我当时最好的生日礼物。”

沈小姐说，现在回家的时间少，每次回去

妈妈都是做一大桌子的饭菜。想起来，好像

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过妈妈煮的面条了，特别

想念这一口。

“很快过年了，咱家包饺子吃了吧。

机器皮子不好吃的，必须要自己和面自己擀。

要热气腾腾的。要用力捏两边直到留下大拇指纹的。要欢天喜地的，要里面藏一

枚铜钱的。要呼噜呼噜喝饺子汤的。要天高云淡夜凉如水的。

要边吃边聊的。要有老妈在一边唠叨，老爸在一边吼叫的。要他俩都年纪轻轻的。

要全家人在一起的。”

这是杭州一位警察曾经写下的文字，字字珠玑，每一个字都戳中泪点。很快就要过年

了，杭州市总工会在岁末推出一个非常暖心的活动——“三行家书，温暖回家路”，希望大家

把内心的思念和问候，通过文字，传递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活动自 1 月 15 日推出后，收到了很多朴素的文字，这些字字句句，堆砌成这个冬天里，最

温暖的祝福。

翻着这一封封家书，有没有从中看到了正在打拼的自己？有没有想起在老家盼你

回家的日益衰老的父母？有没有想一想，有多久没有提笔给亲人写信，和亲

人聊天？

本报记者从中选取了几封，同时也了解了

家书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