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责任编辑：何晟 版式设计：管继承 责任检校：朱少川责任编辑：何晟 版式设计：管继承 责任检校：朱少川B8、9

本
报
记
者

谢
春
晖

杨
云
寒

通
讯
员

杨
建
新

孙
娜

本
报
记
者

谢
春
晖

杨
云
寒

通
讯
员

杨
建
新

孙
娜

“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老家。外婆说，她有个

新年心愿是想做回一次‘女孩’。”

蛇年春节前，温州小伙陈境愉特意采购道具，用

相机为七旬的外公外婆拍了一组元气十足的写真

照。照片发到网上，还让外公外婆小小地“火”了一

把。

陈境愉说，这组写真作品是他2025年完成的第

一组作品，也是他自己农历年前完成的最大最重要

的一件事。

陈境愉是一名年轻的摄影师，在摄影圈里小有

名气。“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现在我长大了，他们也

慢慢变老了，而我想把每一次与他们相处的时光定

格下来。”陈境愉说。

春节前，陈境愉问外婆，有什么新年愿望？老人

笑了笑，半开玩笑地说，“想变成‘女孩’。”

在老人眼里，怎么可能重新回到年轻时呢？陈

境愉却有自己的办法。

他网购了一大堆拍摄的道具，有气球、泡泡机，

还有超显年轻的毛衣、大衣和围巾。

收到道具后，陈境愉挑了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

他先带着外公外婆去了老家镇上的一家小化

妆店。“这是外公外婆人生中第一次化妆，化妆师

把外婆的眼睛化得特别美，她可惊喜了。”陈境愉

说。妆一化完，两位老人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外婆笑着说，这辈子都没这么开心过。

拍摄地点就在老家附近，是二老生活了一辈

子的地方。“我事先踩过点，路途都不算远，我们基

本上是走到哪儿就拍到哪儿。”陈境愉让二老手牵

着手，让外婆举着白色的气球，给老人带上很夸张

的墨镜。

“我外公笑了，笑得很灿烂。”陈境愉说，在他的

印象里，从小到大，外公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哪

怕是在70大寿的寿宴上，他也表情认真严肃。“我拍

了很多张外公笑的照片，我能感受到，那是他发自内

心的开心。”

在一家拍摄的咖啡店里，陈境愉请了外公吃了

一份西班牙海鲜饭。“他说是第一次吃，觉得很好吃，

特别是跟外婆面对面坐着，有种小年轻谈恋爱的感

觉。”

那天拍完写真后，外公外婆就从陈境愉的相机

里看过了照片。“外婆边看边用温州话说，‘好西好’，

就是很满意的意思。”

春节前，陈境愉真的让外婆变回了“女孩”，让二

老“返老还童”。

从接触摄影到成为一名00后摄影师，这十多年

里，家人一直是陈境愉重要的拍摄对象。“我喜欢记

录家人的，家庭纪实摄影在我摄影生涯中的占比很

大。”

十多年前，外公 60 岁寿宴时，家里请来了摄影

师拍全家福。前两年外公的70岁寿宴上，他成为了

拍摄全家福的摄影师。“摄影技巧或许在那一刻并不

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些被相机定格的一个个瞬

间，一个个人。”

“我们在长大，家里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在慢慢老去，我很珍惜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而相机

是能够把这个时光定格下来的。”从第一次摸相机开

始，每年春节，陈境愉都会张罗着拍摄全家福。

“今年肯定要拍的。”他说，等几年甚至几十年后

再次翻看这些照片时，心间那些最珍贵的记忆就会

被唤醒。

而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在春节期间为家人

拍下一张幸福的全家福。

温州00后摄影师——

镜头里的外公外婆
一起“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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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热闹的“催化剂”，是新年的仪式感，是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新年年礼：爱意满满，温暖传递
它是热闹的它是热闹的““催化剂催化剂”，”，是新年的仪式感是新年的仪式感，，是对是对生活生活的美好祝愿的美好祝愿

新年年礼新年年礼：：爱意满满爱意满满，，温暖传递温暖传递
新年，在记忆中总是与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年礼紧紧相连。

火车站里，背着大包小包的人，哪怕是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也不忘给家里最重要的人带上一

份年礼。高速上，飞驰着的私家车载着的是游子归家的心和后备厢里沉甸甸的祝福与爱。

一份精心挑选的年礼，承载着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愿，是情感的寄托，更是新年的仪式感。年

礼不仅仅是一份物品，更是爱意的传递。每一份年礼都像是一个温暖的注脚，记录着我们生活中的

点滴温情。

这个春节，你是不是和他们一样，精心为家人准备了一份新年年礼？

“这是我老家寄来的包裹。”去值班室领取快递时，杭州

萧山区亚运村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黎贵冬难掩喜悦。

当值班消防员把一个“方便面纸箱”的包裹递给黎贵冬

时，他边走边举着包裹亲了亲。“这是爸妈寄来了香肠，收到

香肠就是过年了。”22岁的黎贵冬说这话时，开心得像一个

小孩子。

蛇年春节，是黎贵冬第三个不回家过年的春节，也是远

在千里之外的父母给他寄香肠的第三年。

黎贵冬的老家在四川大凉山，杀年猪、香肠和腊肉是老家

过年的仪式感。“以前在老家，我会帮着妈妈一起做香肠的。”

大概一个多月前，黎贵冬的爸妈打电话告诉他，家里养

的年猪要提前杀了。“他们知道我今年又不回家过年了，就

提前做了香肠和腊肉，要寄给我，让我能在杭州感受家乡的

滋味。”黎贵冬本想拒绝，但电话里他没说出口，因为实在很

想家。

原本消防站今年给了黎贵冬回家过年的名额，但有同

事家里遇到了些事要处理，他就把名额让了出去。“我是站

里的班长，关键时候总要多承担一些。”黎贵冬说，虽然很想

家，想家里的年夜饭，想着面对面给爸妈红包，但他同样愿

意帮一起赴汤蹈火的兄弟多分担一些。

家里知道黎贵冬的决定后，也都挺支持。“弟弟，你安心

工作，家里过年我和你嫂子都会料理好的。”黎贵冬的哥哥

比他大两岁，已经成家了。他哥哥告诉他，不用为家里的事

儿操心。

“整整一大包的香肠和腊肉，是爸妈沉甸甸的爱啊。”

亚运村消防站里，有不少来自四川大凉山、贵州、云南

的消防员，他们的年纪刚刚二十出头。只要有队员收到老

家的特产，大家都会叫上同事，一起打开，并举着特产拍

照。“我会把这些照片发给爸妈，让他们放心，让他们知道我

们在站里的生活过得很不错。”朱加木说。

除夕的年夜饭，年初一到年初三的正餐，消防员们还会

轮流用这些来自家乡的特产和食材做上几道家乡菜，大家

一起品尝。

“我第一次做炒香肠的时候，还给妈妈打了快一小时电

话请教做法呢。”黎贵冬说，虽然与家人远隔千里，但有这些

家乡味道的陪伴，似乎家也近在咫尺了。

“杭州也是我的家，我们在守护中过年。”消防员朱加木

说。

当然，除了收到父母和家人寄来爱的包裹外，消防员们

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家人的爱。

朱加木把单位工会发的年货礼包，寄给了家里，还给家

人买了新衣服和新鞋子。

黎贵冬则笑了笑，“打钱最实在，我给爸妈发了一个大

大的红包。”

三年没回家的杭州消防员——

妈妈的味道陪伴左右
家，就在咫尺

白色的涂料桶，黄色的编织袋，牛仔布的大背

包，是回家路上旅人们的常用装备。里面装的是衣

物、棉被、做工的工具和年货，更是一个个小家庭的

生计和新年的祝福。

在杭州火车西站的留宿点里，背着一个斜挎

包，拉着小车的老程，算是人群中行李较少的一位。

“我从舟山赶过来的，先坐大巴，再换火车，又

转了地铁，才到这里。”

老程是江西九江人，但已在浙江舟山当了 20

多年渔民，几乎全年都在海上漂。除夕前，他完成

了海上最后一趟作业，跟着渔船返航。“我们的渔港

在嵊泗，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跟船老大早就说好了，

在沈家门卸货时就让我下船。”

海上作业其实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没有什么娱

乐消遣。“离陆地近一点才有信号，我们在远海作

业，也不太有机会跟家人聊天啥的。”老程说，在海

上待得时间长了，就会特别想家，“过年，肯定要回

家跟家人团聚的。”

老程的斜挎包里只装了一点衣物。“过完年还

要去船上，就不带那么多东西回家了。”

不过，一旁的小车底部放着一个密封严实的泡

沫箱。这是老程要带回家的年礼。

“这个季节，黄鱼和带鱼最抢手了，肉质也很鲜

美。”老程说，这是跟着他们渔船回来的海鲜。他笑

笑，海上也没啥礼物可以准备。“我干这一行的，最

懂的就是海鲜了，每年的年夜饭都少不了这几道海

味。”他说，尽管在海上这些海鲜常吃，但和家人一

起分享和品尝，滋味是不一样的。

火车站、火车上，和老程一样，带着年货回家

的人不少。在进站口外，记者遇到一家子人，拎

了八九个大包和编织袋。透过大包的一角，可以

看到有红枣、米面、生姜等等，还有红色的年货礼

盒。

现在快递和零售已经非常发达，但他们依旧愿

意大包小包亲手拎回家。“快递回家和自己带回家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位赶路的大姐说，再便宜的

东西，一路从远方带回家，就代表了一份特别温暖

的心意。

海上漂泊20多年的他——

一路从远方带回家，再普通的东西也是温暖心意

1 月 26 日，腊月廿七，最后一名顾客买走糕点

后，金华的“糖古手工糕点坊”的加工车间里，依旧

亮着灯。

“我们要做农历龙年的最后一单糕点，是在春

节里跟家人们分享的。”90 后店主徐家兴说，这是

店里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每年春节休息前的最后

一单糕点，要做给家人。

春节前，“糖古手工糕点坊”的生意火爆，徐家

兴一家高负荷地忙了一个多月。“从元旦前，订单就

开始暴增，一直忙到了春节前。”徐家兴说，做糕点

的父母和店里的糕点师傅们，每天要从凌晨三四点

一直忙到傍晚。

糖古手工糕点坊是金华一家有名的传统糕点

制作工坊，店里的婺式宋韵糕点的制作方法更是被

列入了金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像春节期间，浙江人常吃的金华毛坦、桃酥是

我们店里的断货王，今年我们也针对年轻人群体推

出了九蒸九晒黄精糕、核桃酥等糕点卖得也很不

错。”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徐家兴努力让非遗糕点被

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接受。

春节前，“糖古手工糕点坊”每天的糕点出货量

都很大。“礼盒装日均要出货三四百盒，有的客户一

次性要买走百来盒，他们说是拿来送亲朋好友的。”

徐家兴说，这是一份值得跟家人分享的传统糕点。

徐家兴的父亲徐爱国看着店里来来往往的顾

客，心里很甜蜜。“十多年前，我们这家店差点都要

转让了，是儿子在网上尝试卖糕点，一点点把店里

的生意做起来的。现在有这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

会吃到我家的糕点。”徐爱国说，他觉得当时自己的

坚持和儿子的尝试是有回报的。

对于春节，一家人想好好地休息休息。“一家人

吃个团圆饭，把我们的糕点给亲朋好友送去，这就

是我们的年礼。”徐家兴说。

网红非遗糕点店——

春节前的最后一单
要特意留给家人

陈境愉给外公外婆拍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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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贵冬和队友展示老家的腊肉和香肠

糖古手工糕点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