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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后的周章盛与其妻子南下广东务工已有 5 年

与母亲道别，周章盛与妻子踏上了返岗的旅途

榕江县大利侗寨的样貌，清一色的干栏式青瓦木楼

亲朋好友们在张家洋家中做客

周章盛与妻
子乘坐返岗专列
前往广州南站

来自贵州的
务工者乘坐返岗
专列前往广东各地

家住榕江县锡庆村的张家洋已收拾好行李，准备返回广东东莞

榕江站外，返岗的务工者在广场集结等待进站 站台内，周章盛再望一眼家乡风景

榕江县王岭村的程元富一家三口，即将返回广东东莞务工

新盖的三层小楼住着三口
之家，客厅宽敞明亮……这是
程元富一家的生活。程元富家
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榕江县王岭村。今年 56 岁
的他是村里首批到广东务工者
之一。

回想起过往的务工生涯，
他表示：“回家过年是生活，回
粤打拼是梦想。”程元富在一家
专门承包企业食堂的餐饮公司
上班，从帮厨开始做起，现在已
经是员工食堂的负责人。

记者来到了程元富家二
楼，推开门，一张张塑料薄膜覆
盖着家中的每个角落，他介绍：

“这次出去可能要过段时间才
回来了，家里长时间不住人，缺
少点人气，家具容易旧，落灰的
地方也多。”

通过务工走出大山的，还
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
县寨蒿镇老鸦村的村民周章
盛。老鸦村地处榕江县寨蒿镇
西北部，曾是全县深度贫困村
之一。随着两个儿子的陆续出
生，仅靠种田难以维持日常开
销，夫妻俩便决定外出务工。5
年前，在亲戚的介绍下，周章盛
与妻子来到广东珠海斗门，开
始南下务工生涯。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了周
章盛的家中，一张张奖状贴满
了家中的一道白墙。谈及两个
儿子，周章盛略感惭愧：“平时
都在外打工，基本没什么时间
陪伴他们，平时都是由我的母
亲帮忙带，即使现在回到家，我
们之间的交流也不多，在家的
时候尽量多陪伴他们吧。”

2 月 15 日，全国首趟东西
部劳务协作免费返岗专列从
贵州遵义启程顺利抵达广东，
拉开异地务工人员返岗开工
大幕。

踏上旅途的那天早晨，周
章盛轻轻推开了儿子的房门，
此时的儿子还在熟睡。说了一
声“要听话啊”，周章盛便与妻
子一同前往了火车站。

新的一年，周章盛有了新
的想法和目标：“2024 年，我们
想存钱买辆汽车，这样明年我
们就能开车回榕江。也能带着
孩子和母亲出去转转，到附近
走走。”

“爸爸妈妈，你们多保重，
我回去上班了。”99年出生的张
家洋，今年 24岁。别看她年纪
不大，但从19岁开始，她就跟着
村里的大哥大姐们，开始了南
下务工的生活。

坐在返岗专列上，看着窗
外飞驰而过的大山与村庄，张
家洋的思绪依旧还停留在小山
村中。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榕江县北部，有个被群
山包围的小山村。这就是张家
洋一家所在的锡庆村。每逢春
季，山顶的油菜花竞相绽放，为
宁静的小村落平添了几分滋润
清新。

“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来源
便是在那山坡上凿出的梯田，
种些庄稼，勉强填饱肚子。”站
在村庄旁的山顶，张家洋指着
不远处另一个山头说道。

山里人信息闭塞，外出打
工全靠先前走出大山的乡亲带
过去。张家洋十多岁的时候，
姐姐跟着村里的大哥大姐走出
了大山，每年回来就会跟家里
讲述外面的生活。在姐姐的
口中，广东是繁华的，是个充
满希望的地方。“自从姐姐外
出务工后，家里的状况才一点
点好起来。”张家洋 19 岁的时
候，跟着姐姐的脚步，也来到
了广东。

“当时来广东第一感觉就
是好多人，很热闹。与村子里
完全不一样。”轰鸣的机器，流
水线的生产，回想起第一次到
广东，张家洋说对一切都感觉
到很陌生，又很好奇。在外务
工多年，张家洋不断地充实自
己，学习新的技能和本领。从
一名流水线工人，成为了一名
文员，不仅收入提高了，工作也
没有以往那么辛苦。

程元富、周章盛、张家洋，
还有上千名贵州老乡，在 15日
这天，同时搭上去广州南站的
火车。候鸟似的，一年一度，是
生活，是命运。

满载乡情归去来 从贵州到广州，过年回家的人们
坐上免费务工专列，驶向岭南的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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