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归家的喜悦、是围炉的欢聚、是年夜
饭的香气四溢。然而，对于坚守岗位的消防员们来说，春节

却意味着需要更高的警惕、更严的备战，更是防火监督的紧要时刻。每至
年味渐浓时，总有那么一群人，她们带着满满的期待和爱意，不远万里，向
着丈夫所在的工作单位奔去。她们是春运中最美丽的“逆行者”，是坚守在
岗位上的消防员们坚强的后盾。 记者 权文娟

——“消防嫂”的别样春节

你守护万家灯火
我在背后守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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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来临，对于三级消防士仁增多
吉来说，这个节日与平常无异，他依旧要坚守
在岗位上，为队友们准备丰盛的饭菜。厨房
里，炉火熊熊燃烧，锅碗瓢盆“交响曲”不绝于
耳。仁增多吉身穿白色厨师服，头戴厨师帽，
忙得团团转。他时而挥舞着菜铲，翻炒着锅
里的菜肴，时而弯腰调节着炉火的大小，确保
每一道菜都能烹饪得恰到好处。作为一名炊
事员，这是他坚守在岗的第8个年头。春节
期间，他要负责把大家的伙食安排好，让大家
都能吃上家乡的味道。

“没事！我带孩子来看你。”这是仁增多
吉爱人在电话中的话语。春节前夕，仁增多
吉的爱人和儿子来到了专门为他们安排的公
寓房里。房间里温馨而舒适，配齐了水、电、
气等生活设施，还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
品。“虽然结婚4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在你们

单位过年，大队想我们所想，让我们一家人团
聚，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大队对一线消防
员的关怀。”仁增多吉的爱人说道。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仁增多吉也
无法多陪陪妻子和儿子。炊事班在春节期间工
作量最大，他每天都要在厨房里为队友们烹饪
各类美食。一天下来，只能和妻子、儿子见上寥
寥几面，每当这时，他总是温柔地抚摸着儿子的
头发，轻声地询问着他们的生活情况，然后又匆
匆赶回去工作。 别人劝他多回去陪陪妻儿时，
他却说：“没事儿，你嫂子理解，也习惯了，春节
期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我得让所有
外出执勤的兄弟们回来吃一口热饭。”

夜幕降临，营区里的灯光渐渐亮起。仁增
多吉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道菜的烹饪。他站在厨
房门口向外望去，远处公寓楼的灯光透过窗户
洒出来，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温暖。仁增多吉的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当他推开公寓房的门时，
妻子正抱着儿子坐在沙发上，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爸爸！”儿子从妻子的怀里挣脱出来跑
向仁增多吉。仁增多吉蹲下身子，张开双臂紧
紧抱住儿子，感受着这份温暖。他们一家三口
紧紧相拥在一起，仁增多吉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和满足，他知道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一家
一定能够一起迎接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时刻。

在不远处的执勤点，孙再藏的身影在夜
色中显得格外坚定。他眺望着远方，心中充
满了对未来的期许。他知道，无论身在何处，
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他都将坚守岗位，守护雪
域高原上美丽的森林草原。而他的妻子，也
将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用她的爱和支持为
他筑起坚实的后盾。

古突之夜 年味浓浓
“这次能体验到最正宗的藏历新年了，你就

好好期待一下吧。”玉珍拉姆边说边帮金莎将行
李搬上车。离开火车站，道路两旁一组组大红灯
笼随着路灯杆、行道树延伸而去，宛如条条丝带
飘扬在城市上方。“你算是赶上了，想要体验完整
的藏历新年，那一定要从‘古突之夜’开始。”

到家后，玉珍拉姆的母亲热情地给金莎递来
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并询问金莎有无身体不
适。寒暄过后，玉珍拉姆带着金莎来到厨房，一
起制作晚上要吃的“古突”（面疙瘩汤），并向她介
绍“古突夜”的由来。“‘古突’是用牛肉、萝卜等9
种食材熬制而成的面疙瘩汤，面疙瘩里还会包入
各种寓意的小玩意儿。今晚全家人都要聚在一
起吃‘古突’，跟你们的除夕夜差不多，仪式感满
满呢。”

夜幕降临，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围炉吃着
“古突”，电视里播放着“藏晚”，年味儿十足。“咦？
这个面疙瘩怎么这么咸？”金莎疑惑地问道。“哈

哈，你这是吃到盐了，预示着这一年你会比较慵
懒。”玉珍拉姆捂着嘴笑着说道。在一片欢声笑
语中，爆竹声也陆续响起。“快，把喝剩下的面疙
瘩倒进纸箱里，去楼下放鞭炮啦！”阿妈催着大伙
去楼下扔古突、放鞭炮，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
放着，好不热闹。

藏历初一 仪式满满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玉珍拉姆的母亲就

把新年第一碗青稞酒粥端到了每个人的床前。
喝这种由青稞酒、糌粑、人参果和奶渣等熬煮而
成的粥是新年的重要习俗，新年的第一声问候也
会随“粥”而至。喝完青稞酒粥，玉珍拉姆带着金
莎从家里的水龙头接上新年的第一桶水，意为

“新水”，迎接新年的“头福”。
按照传统习俗，初一这天，全家人都需盛装

迎新。今年为了迎接金莎来家里过年，玉珍拉姆
将早就精心准备好的藏装递给了金莎。“哇，我俩
真是心有灵犀，我也给你准备了彝族服饰。”金莎
说罢，两人便开心地笑了起来。盛装打扮后，一

家人按长幼次序落座，玉珍拉姆逐一为大家献上
切玛，这也是新年的重要仪式，寓意五谷丰登、家
和万事兴。

中午，玉珍拉姆一家人带着金莎驱车前往奶
奶家拜年，藏式小院里，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内，
暖意融融。“罗萨扎西德勒！”大家互道祝福，团圆
宴开席，二楼大厅的藏式餐桌上摆满了寓意新年
好兆头的藏式美食，羊头、酸奶、牛肉包、牛血肠
……一道道菜品琳琅满目。饭后，奶奶手捧装满
青稞酒的银碗递给金莎，唱起祝酒歌，欢迎远道
而来的客人，一家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藏历新年 独具特色
大年初二，上午9时，玉珍拉姆一家人陪着

金莎前往她向往已久的布达拉宫。圣洁的白墙
和鲜艳的红墙，以蓝蓝的天空作为背景，微风徐
徐吹过装饰布达拉宫的“香布”，一切景象美不胜
收。金莎一边跟随参观的人群缓缓前行，一边听
玉珍拉姆介绍着布达拉宫悠久的历史，不知不觉
已结束了参观，一行人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

禄康公园。
“咚咚咚……喳喳喳……”一阵激昂的曲调

引起了两人的注意。“有藏戏表演，咱们去看看。”
玉珍拉姆牵着金莎的手走向观众席，各式各样的
面具、精致华丽的戏服、悠扬婉转的唱腔，吸引大
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没想到藏戏的戏服这么好
看，我还是第一次听藏戏，虽然听不懂，但是从舞
蹈动作中能感受到故事有多精彩。”金莎兴奋地
说道。

2月16日，在拉萨游玩了七天的金莎坐上
了返程的飞机，玉珍拉姆握着金莎的手依依不
舍地道别，金莎也盛情邀请玉珍拉姆明年去昆
明过年。

离别前，金莎告诉记者，今年是她过得最特
别的一个新年，看藏戏、观赛马、玩吉韧、跳锅庄、
喝青稞酒……都是她第一次体验到的新鲜事
物。“今年来拉萨过年算是来对了，实在是太不一
样了，等明年我要带玉珍拉姆体验一下我们的彝
族年，希望她也能度过一个新鲜有趣、意义非凡
的新年。”

意义非凡！彝族游客体验藏历新年
轰隆隆……火车缓缓驶入拉萨站，玉珍拉姆一家手捧哈达迎来了家中贵客。

“路上辛苦啦，这几天要玩好哦！”玉珍拉姆微笑着将哈达献给来自云南昆明的彝
族好朋友金莎。2月8日12点整，金莎来到了她向往已久的拉萨，今年她要在大
学好友玉珍拉姆家体验过一次藏历新年…… 记者 旦增玉珍

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没事，我为你奔赴而来
新年的钟声在远方回荡，家的温馨在心

头萦绕。对于拉萨市森林消防大队分队长孙
再藏而言，这个春节他又一次缺席家庭的团
圆。“春节我值班站岗，媳妇、儿子对不住，不
能陪你们过年了。”孙再藏在电话中向妻子表
达着歉意。今年是孙再藏结婚的第三个年
头，一直没能和妻子在一块过个年，这对他来
说一直是个遗憾。由于拉萨市森林消防大队
是拉萨周边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主要力量，每
逢节日必须要到各个执勤点开展防火专项行
动，守护拉萨的森林草原安全，所以作为分队
长的孙再藏，很少选择过年回家。

孙再藏与爱人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
妻子选择上大学，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孙再
藏选择当兵入伍，在队伍里摸爬滚打，为驻地
群众守夜站岗。他们的爱情，如同彩云之南
的蓝天与青藏高原的雪山，虽远隔千里，却心

心相印。每一个春节，他们都渴望着彼此的
陪伴，但责任和使命却让他们的团圆梦变得
遥不可及。

今年春节，孙再藏因为执勤任务无法
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然而，妻子却并没
有因此抱怨。她知道，丈夫肩上承载着守
护森林草原安全的重任，他的坚守是为了
更多人的安宁。于是她选择带着满满的
期待与爱意，从家乡奔赴到青藏高原。她
说：“你不能回家过年，那我就到拉萨陪你
过年！”

在大队里，孙再藏与妻子一起包饺子、贴
春联、看春晚，和消防员们共同欢度佳节。除
夕夜，孙再藏和妻子手挽着手，在操场上漫
步。妻子抬头看着丈夫，眼中充满了骄傲和
温柔。她说：“你们过年还挺热闹的，好好站
岗值班，家里不用担心，有我呢。”

你又不能回家过年

没事，我带孩子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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