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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处时光安静地过年
大年初一，人们通常会选择与家人吃团

圆饭、走亲访友、互道祝福，共同度过新年第
一天。然而，95后的石俊卿却有着不同的选
择。石俊卿是山西太原人，在藏工作已三年
有余，因今年春节与藏历新年是同一天，本就
对西藏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他选择留藏过年。

“上次在公众号看到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大年初一有赠书活动，今年过年就不用走亲
戚拜年了，参加一些有意思的活动、看看书，
过一个有趣、有书香味儿的年，挺不错的。”石
俊卿说，书是他的精神年货。

“就地过年”的安排，让石俊卿“松了一口
气”。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不能回家过年固
然充满遗憾，却也让他们意外收获了一段属
于自己的悠闲时光。性格腼腆的石俊卿一直
以来比较抗拒独处，新的一年，他想有所改
变。石俊卿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他的愿望清
单上罗列着很多希望能独自完成的事情，今

年他要迈出这一步。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

登山、一个人放烟花、在街头完成一次扎年琴
弹唱……这些都是我一直以来想完成的事
情，今年就从大年初一一个人驱车来到图书
馆领书开始吧！”石俊卿说着便从包里掏出笔
记本，写下了想独自完成的事情。

和“搭子”一起热闹地过年
“急急急！留藏一起过年的有没有？找

个搭子一起过年，不限民族，仅限女性（饺子
我包）……”除夕前一天，没抢到回家机票的
达珍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搭子征集”广告，她
立马联系了广告发布者，刚认识不久的郭卓
楠。“太好了，正愁没人陪我过年呢，这下又能
过个好年了。”达珍笑着告诉记者。

拉萨到阿里路途遥远，达珍通常都会选择
坐飞机回家，但今年她没抢到回阿里的机票，
这让一向喜欢热闹的达珍遗憾不已。恰好，因
为值班没能回家的郭卓楠也希望能找到一个

朋友一起过年，“以前看人家在网上找‘搭子’，
我都觉得不太靠谱，但今年实在没办法，就发
了朋友圈，没想到第一次就‘搭伙’成功了。”

郭卓楠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女孩，她与达
珍虽然只见过几面，但由于两人性格都很爽
朗，又能玩到一块去，所以今年过年两人都非
常开心。“除夕夜的饺子真的是我包的，达珍
还夸我手艺好。”郭卓楠说。

一起守岁，吃饺子、喝古突；一起放烟花；一
起看春晚、藏晚；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趣事……达
珍告诉记者，这次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年，跟同家
里人过年一样，又不太一样，同样的欢乐、温馨，
但又新奇、有趣。“我跟楠楠说好了，十一假期

‘搭伙’去她的家乡‘尔滨’玩儿。”达珍说。

和朋友一起“玩儿”着过年
“快快快！把球传给前锋！”大年初三，位

于拉萨市城关区嘎吉林三区的“Yoker Gam-
ing”游戏馆内座无虚席、热闹非凡。扎西顿
珠是这家游戏馆的店长，由于自己喜欢打游

戏，但拉萨的游戏馆并不多，扎西顿珠便与朋
友合伙开了这家游戏馆。

“平时生意还挺不错的，客人大部分都是
大学生和刚参工的年轻人。”扎西顿珠告诉记
者，因为游戏馆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经营，
他决定正月初三就开门营业，“新年开门也是
为了自己玩儿、招待一下朋友，没想到会来这
么多的客人。”

游戏馆内，“比赛”还在继续。旺堆和旦
增卓同是儿时的玩伴，两人小时候最喜欢一
起玩“拳皇”，长大后，因学业两人各奔东西。
过年期间，本想出来聚聚的两人转了好几圈
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最后发现这家游戏馆
新年也在营业，便来到了游戏馆，进行从小到
大的“比赛”。

前来打游戏的客人大部分与旺堆和旦增
卓同一样，都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平时因工
作、学业繁忙很难经常聚在一起。“我俩坐在
一起打游戏，就像是回到了童年，过年嘛，主
打的就是开心。”旦增卓同说。

过年新热潮看当代年轻人怎样过年

“搭子”是一种新型社交关系，包括但不限于饭搭子、旅游搭子、咖啡搭子、运动搭
子、追剧搭子等，其亲密程度介于朋友和同事之间，也被称为是亲密关系的平替。在快
节奏和高流动的生活中，搭子是快速无负担地获得陪伴和共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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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藏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
重要的节日，总是被人们赋予很多
特殊的意义，喜悦、团聚、重启……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对于怎么
过年、什么才是过年也有了不同的
声音。旅游过年、和“搭子”一起过
年、独自过一个精神富足的年——
在每一种新奇的过年方式里，年轻
人对未来的期盼和对待生活的态
度，都在这一时期被更具象地表达
出来。那么，当代年轻人和上一代
人相比，过年方式有哪些不同？他
们又是如何看待春节、藏历新年这
些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呢？让我们
一起去看看吧。

记者 德吉央宗 旦增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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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上的“外卖小哥”

商报讯（通讯员 吴道洁 记者 权文娟）隆
冬时节，海拔4547米的西藏那曲寒风凛冽。2
月7日1时50分，穿着厚厚棉衣的那曲公寓送
餐员阿普次仁推开车门，迎着零下18度的寒
风，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颤。此时，他正和同
事贡嘎旺久一起，为即将到达的30058次货运
列车机车乘务员送餐，这也是当天晚上他们
的第5次送餐任务。

“贡嘎，注意脚下，咱俩再走快些，要不饭
就凉了！”望着不远处正在徐徐进站的火车，
阿普次仁加快了步伐。“送餐最重要的就是时
间精准。晚一分钟就会漏送，早一分钟饭菜
就会凉。”阿普次仁一边走路，一边向同事贡

嘎旺久谈起自己的送餐心得。
从公寓驾车到火车站，再步行到站

内机车停车位置，无数次往返公寓和火
车站的“外卖小哥”阿普次仁经过反复
实践总结，早已将送餐时间误差精准控
制在1分钟之内。

5分钟后，列车稳稳停在那曲站3站台。
此时，阿普次仁和贡嘎旺久也同步来到了机
车旁。

“陈师傅，这是你们点的餐，请查收。”阿普
次仁一边和司机陈瑞打招呼，一边递上手中的
饭菜。司机陈瑞接过冒着热气的盒饭，望着还
在粗口喘气的阿普次仁和贡嘎旺久连连道谢！

“阿普、阿普，下一趟火车快到了，请抓紧
时间回来送餐。”手机里传来了公寓值班员催
促的声音。来不及和司机道别，阿普次仁和
贡嘎旺久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据了解，那曲火车站位于青藏铁路格（尔
木）拉（萨）区段的中间地段，自然环境艰苦。
为了让途经那曲站的机车乘务员吃上可口的
热饭，青藏集团公司组织格尔木房建生活段
那曲公寓开展24小时为火车司机送餐服务，
天路“外卖小哥”的岗位应运而生。

据悉，在为期40天的春运工作中，那曲公
寓预计为3600名机车乘务员提供送餐服务。

送餐员做送餐准备。

返岗加油，拼搏加油！

商报讯（记者 德吉央宗 旦增玉珍）2月
17日是农历和藏历正月初八，新年的余韵
还未消散，从各地赶来拉萨和亲友欢度新
年的游子们，已准备好踏上返程的归途。
提到长途出行，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
风驰电掣的高铁、飞机，但在如今快节奏的
生活模式下，开着私家车随性记录沿途美
景、回忆过年乐事，也是诸多游子的首要选
择。2月17日中午，记者走访了拉萨市内的
几家加油站。

藏B、藏E……西藏各地市的私家车齐聚
在加油站内，有序排队等候加油。他们有的是
返回距拉萨不过两小时车程的山南，但更多的
是返回那曲、林芝、日喀则等距离拉萨较远的
地市。

“我的工作在那曲市安多县，由于职业
的特殊性，平常不能随意离开安多，这次回
拉萨过年，亲戚朋友都给我包了很多特产，
我也帮假期值班的同事拿了许多他家人捎

来的东西。带着这么多行李，坐火车实在不
方便，还是自驾更自在些。”正在中国石油吉
拉路加油站给车子加油的索扎说。

记者了解到，拉萨市内共有43家中国石油
加油站，每逢节假日的最后一天，加油站业务
都会格外繁忙。中国石油夺底路加油站综合
管理员达瓦扎西告诉记者，过年这段时间，除
了大年初一前来加油的车辆较少外，其他时间
段业务量与往日并无区别。

新年假期最后一天，有人依依惜别家
人，忙忙碌碌赶上列车；有人装上满载祝
福的行囊，慢慢悠悠驱车上路；有人在阿
妈的唠叨声中，趁着假期最后一天打扫屋
子；有人在电话中跟好友抱怨假期太快
……街上的鞭炮碎屑已被清扫，屋内
的新年装饰已经习以为常，为了明年
聚首再举杯共庆，游子们也重新踏上
拼搏的路。新的一年，返岗加油，拼
搏加油！

达瓦扎西正在为车辆加油达瓦扎西正在为车辆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