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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闯荡四方、追逐梦想。我们的故乡，也以它自己的方式不断成长，迅速变换着新的模样。

无论光阴怎样流转，家乡家人始终是每个人的魂牵梦萦，乡情亲情始终构筑着中国人幸福观的基本经纬。
这样的瞬间，值得记录；其中的故事，值得回味。
过年回乡，回乡过年。作为社会生活的观察者、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本报记者又一次以新春佳节为坐标，以归乡人的视角，用饱含

深情的目光，打量脚下这片热土，用身临其境的观察和细腻生动的笔触，在小故事里展现大变化，用平凡视角洞察伟大时代。
我们把这些故乡新事“打包”，承载的是每一个人的乡愁乡情，是中华大地上最具象最生动的新春图景。 （曹诚平）

“来来来，一起举杯，祝愿大家新年快乐！”2 月

1日，正月初四，位于长江边的九江经济开发区城西

港区安永人家小区里，居民高家富的家中洋溢着欢

快喜庆的氛围。从广东千里迢迢返乡的儿子，以及

前来走亲戚的老老少少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回荡在

屋内。

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满了一桌，亲朋好友们围坐

在餐桌前，享用这顿充满温情的团圆饭。“以前的年

夜饭，只有鸡、猪肉、鱼、青菜再加上一汤，俗称‘四

菜一汤’。现在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好，菜品丰富

多样，足足有十几种呢！”高家富一边热情地招呼着

大家，一边感慨地说。

今 年 高 家 富 的 待 客 餐 桌 上 ，多 了 许 多 新“ 面

孔”：内蒙古鲜嫩牛肉、本地散养的山羊，还有色泽

鲜艳的有机蔬菜，以及从国外进口的车厘子等水

果。这些琳琅满目的食材，与过去简单的年夜饭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多年前，高家富一家住在永安乡滨江村的老房

子里。那时，村里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条件艰苦，只

能线下采购年货。2019 年，高家富一家搬进了安永

人家小区。“楼下就是农贸市场和超市，买菜、购物

轻松便捷。”高家富告诉记者。

随着网购和物流业的发展，高家富置办年货的

方式也发生变化。除了线下采购，他还学会了网购

年货。“现在可方便了，这些牛奶、干菜都是我从网

上买的，‘一键下单’送货上门。”高家富笑着说。

记者注意到，高家富家中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

饮食方面的书籍。他的妻子韦孟元一边收拾餐桌，

一边说：“以前过年讲究大鱼大肉，觉得这样才喜

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更注重养生，讲究荤素搭

配，营养均衡。我最近在看营养类的书籍，

就是想多学些知识，让家人吃得更健康。”

“以前追求吃得好，现在追求吃得

健 康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我对新的一年充

满期待。”高家富高

兴地说。

2 月 4 日，大年初七，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随

着旅游、探亲、务工等客流叠加，余干县高铁站（以

下简称余干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当天 9 时，从南昌东至上海虹桥站的 G1500 次

车到站。记者看到，余干站进站口、候车大厅内人

头攒动，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们正有序排队，依次

安检、登车。

“变化真大，去年这个时候，配套设施还没有这

么齐全，特别是高铁站的站前广场，去年还是一大

片泥巴地，如今成了滨湖新地标。”2 月 4 日，从余干

县返岗去上海市的旅客周先生，谈及余干站一年间

的巨变，惊喜不断、赞叹连连。

余干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李敏向记者介绍，2023 年 12 月 27 日，昌景黄

高铁正式建成通车，余干县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

史，但是余干站的风雨连廊、停车场等相关配套设

施存在短板。为补齐这块短板，擦亮余干县城市

名片，余干县发改委批复了余干站相关配套设施

建设，主要包括进站主路、站前辅路、出租车道及

送客匝道、公交枢纽站、站前广场、站前公园、地下

车库、风雨连廊等，建设面积 3.3 万余平方米，总投

资约 4.4 亿元。

“去年以来，我们抢抓工期，今年春节前很多配

套设施已完工并投入使用，目前地下停车场 832 个

停车位已经启用了 300 个。进站主路、站前辅路、

出租车道及送客匝道全部启用。”李敏一边带着记

者参观余干站的配套设施，一边介绍相关配套设施

使用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到，出租车、网约车和社会车辆

送客进站有了各自的车道，进出有序，特别是公交

车枢纽站与高铁站距 300 余米，乘客出行更安全、

更舒心。记者在余干站出租车停车点随机采访，多

名旅客对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设施赞不绝口。

“这里的变化非常大，服务越来越人性化，下车

到进站口只用几分钟，十分便捷。”2 月 4 日，正在余

干站候车的旅客陈女士告诉记者。记者还注意到，

从鄱阳湖大道进入站前广场，一路上灯笼高挂，创

意十足的“春”字，让旅客在春节期间感受到浓浓的

年味和家的温暖，吸引了不少人拍照留念。

“以前圩集路面凹凸不平，这次回来过

年发现大变样，家乡越来越美了！”从南昌回

石城老家过年的曾女士看到家门口双向车

道的沥青路、干净整洁的沿街环境、风格统

一的建筑外观，不由得发出感叹。

据了解，石城县高田镇高田村至高田社

区金叶大道，路段长 900 米，自从 1995 年更

改线路后，旧省道变成了高田镇圩集的一部

分，是高田 2 万多人赶集的街道。因该路段

年久失修，加上货车客车量大，导致路面毁

坏严重，多处凹凸不平，不但影响群众出行，

而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2024 年 5 月，经高

田村党支部、高田社区党支部与高田镇党委

开会商议，决定对该路段进行开挖，改扩建

设沥青道路。经第三方专业人员测算，该项

工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8 米宽、约 900
米长的沥青路面，工程造价约 150 万元，第

二部分是街道左右两边各 8 米高，约 100 盏

的太阳能路灯，工程造价约 80万元。

经高田村党支部、高田社区党支部与上

级党委、政府商议，决定采取众筹的方式解

决资金问题，即当地受益商铺法人集资一部

分，村中党员干部、外出企业老板、商会会

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捐赠一部分。

“倡议书发出之后，得到了积极响应，大

家踊跃捐款，高田村 5 名村干部带头，共捐

资 3.85万元。”村民温大爷告诉记者，在村干

部的带动下，在外经商、务工的村民踊跃捐

款，最终筹得资金近 100 万元，使工程在去

年 9 月上旬顺利开工，11 月下旬全部完工，

一条笔直宽敞的康庄大道展现在村民面前。

2 月 2 日，正值赶集的日子，高田镇圩集

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在圩集开超市的温先

生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记者，他在这里开

店已经有 4 个年头了。“以前，一天下来货架

上就会积满很多的灰尘，现在铺了柏油路，

整个圩集都干净多了，路灯也装好了，交通

越来越安全，生意也越来越好！”

“下一步，我们将从环境卫生整治、基

础 设 施 提 高 、服 务 功 能 提 质 、圩 集 面 貌 提

升 、治 理 能 力 提 效 等 方 面 发 力 ，让 圩 集 的

环境卫生更加美丽宜居，为群众增加更多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的 幸 福 感 。”高 田 镇 党 委 副

书记李胜说。

1 月 30 日，正月初二，阳光明媚。家住

丰城市同田乡长塘村的江凯带着一家老小

开车前往位于丰城市新城区的万达广场，全

家人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紫云大桥通车后，

我们到新城区方便多了。”他笑着说，“大桥

是年前刚开通的，可以说是送给我们的一份

新年‘出行大礼’呀！”

江凯告诉记者，他平时在丰城市新城区

生活工作，父母住在长塘村。由于父母年

迈，他每周都要往返两地。“以前从村里回新

城区，要途经剑邑大桥，再穿过老城区，人流

密集，经常堵车。”江凯说，“现在走紫云大

桥，可以直达新城区，时间至少能缩短一刻

钟。”

当日，记者驱车沿着丰厚一级公路行

经紫云大桥,只见大桥通体白色，造型简约

流畅，水滴形的桥塔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

生辉，与浩渺的赣江交相辉映。行走在大

桥 人 行 道 上 ，两 岸 风 景 秀 丽 ，桥 下 碧 波 荡

漾。桥面视野开阔，路面标线清晰、干净整

洁，桥梁路段为双向六车道，车辆往来畅通

无阻。

在 桥 头 ，记 者 见 到 了 正 在 散 步 的 市

民 杨 先 生 和 他 的 妻 子 。“ 我 们 就 住 在 附

近 ，桥 上 景 色 不 错 ，天 气 好 的 时 候 ，我 们

经 常 来 这 里 散 步 。”杨 先 生 笑 着 说 ，大 桥

的 开 通 ，让 周 边 群 众 又 多 了 一 个 休 闲 锻

炼的好去处。

据了解，作为丰城市第三座跨江大桥，

紫云大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历经 3 年施

工，于 1月 23日正式通车。该桥主线桥梁长

4.92 千米，桥位距上游赣江大桥约 4 千米，

距 下 游 剑 邑 大 桥 3.3 千 米 ，桥 梁 标 准 宽 度

28.5 米，为自锚式悬索桥，采用一级公路兼

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

中铁大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紫云大桥

北接丰厚一级公路，南接丰乐一级公路，对

丰城市“一江两岸、四区七板块”城市空间结

构布局意义重大，是优化丰城市国、省路网，

联通南北方向交通主脊梁的重要民生项目、

民心工程。紫云大桥的通车，将对丰城市推

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发挥重要作用，更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

1 月 30 日，正月初二。晚上，乐平市历

史文化街区老北街华灯璀璨，人头攒动，逛

老北街，喝乐平谷酒、吃乐平水席、看乐平

赣剧，老北街独特的休闲旅游文化，让当地

市民和外来游客多了一个好去处。

3 年前，狭窄拥挤、斑驳颓败是许多人

对老北街的印象。作为乐平老城区的核心

街区，老北街保存着明清时期街区格局和

风貌特征，保留了许多古朴民居民俗，延续

承载着历史的经脉和变迁，存储着不可再

生的人文生态以及城市记忆中最为深刻的

文化遗迹。

“ 通 过 保 护 修 复 和 充 分 利 用 老 北 街

文 化 底 蕴 ，重 点 打 造 浓 厚 的 商 业 氛 围 和

市 井 文 化 ，恢 复 和 发 展 老 北 街 曾 经 商 贾

云 集 的 繁 荣 景 象 。”乐 平 市 城 发 集 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通 过 保 护 性 开 发 利 用 ，再 现

了 明 清 时 期 赣 东 北 商 业 经 济 繁 荣 发 展 的

生活场景。

据介绍，乐平市老北街项目是该市重

点建设项目，被列为 2022 年十件民生实事

之一，总投资 2.6 亿元，复原及修缮房屋 85
栋，商铺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安置房 529
套，建成集餐饮、购物、休闲和文化旅游于

一体的传统历史文化街区。

改造后的乐平老北街依然呈现出一种

历史的深沉，一排排修旧如旧的建筑将古

时风韵展现在世人面前。老商店、老集市、

传统手工艺和民俗活动场所回归了老街，

同时引入更多的美食、酒吧、民宿等新兴商

业。

新修复的街区以休闲、美食、赏戏旅游

为总体定位，以赣剧楼、古戏台和露天影院

为主要载体，通过整合赣剧文化、古戏台文

化、美食文化等各类资源，通过引进具有人

文艺术氛围的业态，在仿明清建筑群体中

加入现代元素、功能，与乐平人家的日常市

井生活一起，形成一个历史传统文化气息

浓烈、江南地域传统特色鲜明的文化型旅

游休闲度假街区。

春 节 期 间 ，老 北 街 张 灯 结 彩 ，年 味 浓

郁，一幅古韵与新风交织的时光画卷，吸引

了大量游客驻足欣赏，拍照打卡。

当天晚上，传统赣剧专场正在老北街

仿古戏台上演，台上表演行云流水，台下观

众如痴如醉。

在老街改造的过程中，根据历史沿革、

文化遗存，当地在街口建起了一座大型的

仿古戏台。有了新戏台，铿锵的唱念做打

声和观众的鼓掌叫好声响彻古城，为赣剧

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我平时在浙江绍兴做生意，每年春节都

会返乡，现在能在老北街赏戏，品尝家乡小

吃，感觉非常开心。”市民汪先生说。

目前，乐平市老北街被评为景德镇“夜

珠山十大人气网红打卡点”。

残破老街“改”成网红打卡点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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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翻新后，家乡越来越美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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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高田镇高田村新修建的道路干净整洁石城县高田镇高田村新修建的道路干净整洁。。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在九江居民高家富家中在九江居民高家富家中，，亲朋好友一起吃团圆饭亲朋好友一起吃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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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返乡看变化——

记录这片热土上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