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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那边下雪了？我和闺女在这边好着呢，就等你也过来
了，咱们一块儿吃年夜饭。”1 月 25 日，在广西南宁，三门峡市民李
超朋和爱人通完电话后就开始继续准备年货。自从来到广西与女
儿团聚，李超朋就忙碌起来。

“女儿想念家乡的味道，我就把家乡的味道带过来。”李超朋
说，她要做一些家乡口味的食物，如蒸馍、小酥肉、冻肉等，她的爱
人大年二十九忙完工作也会从三门峡过来。广西年夜饭喜欢吃鸡
鸭、海产品，他们家的年夜饭会融合两地的口味。此外，他们已买
好北海涠洲岛的票，大年初二开启家庭旅行。“孩子虽然在这边打
拼，但三门峡始终是根，她一直在找机会回来。”李超朋感慨道。

1 月 22 日，在书香苑小区楼下，90 岁的乔大爷正悠闲地看邻居
下棋。出门前，大孙子乔刚为他戴上口罩，将两层围巾仔细围好，
还扶了扶帽子，才放心地送爷爷上电梯。乔大爷是洛阳人，10 年
前老伴儿去世后，便被孩子们争相照顾。“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大
儿子乔峡生笑着说。2024 年 11 月，乔峡生把在洛阳的父亲接到了
三门峡。如今，家里四世同堂，热闹非凡。每年大年初二，洛阳的
大妹和三门峡的小妹都会带着家人来给老父亲拜年，乔大爷早早
地就把红包包好，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大儿媳妇王莉霞笑着说：

“三门峡的年货洛阳人也爱吃，给老人炸的酥肉、丸子，泡在汤里软
乎乎的，父亲特别喜欢。”

家住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的刘一宁去年 11 月刚诞下一
个小宝宝，成为妈妈的她，看到父母从湖南新田来，高兴得像个孩
子。刘爸爸和刘妈妈走进家门，打开行李，拿出家乡的熏肉、醋水
豆腐等特产，刘一宁则拿出刚炸出锅的带鱼。“可好吃了，三门峡人
过年必须吃这个！”刘爸爸表示，女儿女婿压力大，回家事务烦琐，
所以他们就过来了。他们打算在三门峡看看灯会，带带孙子，初五
左右再回新田。“孩子已经把三门峡当家了，我们爱女儿，自然也爱
她的家。”刘爸爸表示。

刘一宁表示，反向过年，地方变了，但亲情与年味儿却从未缺
席。只要家人相聚，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这也正
是春节团圆的真谛所在。

1 月 26 日，农历腊月廿七，中午时分，河南交投渑池服务区内，
300 多个停车位上车辆停得满满当当，卫生间、餐饮区内人流涌
动，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服务区休息、就餐。

张先生一家正在服务区就餐。“我家在三门峡市区，不过平时
在洛阳工作生活。今天趁着雨雪结束就赶紧出发，带着老婆孩子
提前回家过年。”张先生说，虽然三门峡和洛阳距离不远，但平时工
作忙，很少回家，今年春节放假时间长，提前带孩子逛逛陕州地坑
院、泡泡温泉，再去看看庙底沟博物馆，团聚、游玩两不误。

在服务区给汽车充电的王振凯一家三口穿着艳丽的亲子装，
显得格外喜庆。等待时，王振凯从服务区打包了两份水饺，又从汽
车后备箱取出两样水果，准备来一顿简约又不失营养的午餐。“我
们去开封玩了几天，回来路上又到洛阳转转，提前出行主要就是想
错峰，这样也不耽误过年跟家人团聚。”王振凯感叹，带孩子出行，
行李比较多，乘飞机、高铁多有不便，这几年高速服务区充电服务
越来越便捷，现在出门基本都以自驾为主。

“与往年相比，今年服务区接待车辆增多。1 月 22 日进入服务
区的车辆就在 3 万辆左右，人流量在 7 万人左右，预计大年初二接
近接待最高峰。”该服务区经理袁朋举说，为了做好春运保障，渑池
服务区在春运前一个月已经开始“备战”，制定应急方案，进行应急
演练，检修设施设备，准备各类物资。春节期间服务区全员上岗，
服务区内“司机之家”还将免费提供淋浴、洗衣、烘干等服务。

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春运期间，河南自驾出行预计
超 4 亿人次，将占跨区域出行总量的 90%以上。三门峡交警部门
发布 2025 年春运道路通行情况“两公布一提示”，预计春节期间，
连霍高速双向日均交通流约为 6.5万辆，呼北高速双向日均交通流
约为 1 万辆，310 国道双向日均交通流约为 3.8 万辆，209 国道双向
日均交通流约为 2.2 万辆。为了让“说走就走”的旅程更加安全顺
畅，我市相关部门在交通服务、便民利行等方面做了大量保障工
作，确保让自驾人员享受到更多服务和便利。

新年已至，出行路上变化的，是更加便捷的交通、温暖贴心的
服务；不变的，是阖家团圆的热切、漫漫路途的温情。

春节假期来临，辛苦忙碌一年的人们，有的趁着假期外出游玩，
有的会出门拜访远方的亲友，还有很多人会选择留在家中陪家人过
年，好好增进一下亲情。

“我的小儿子刚过百天，今年我想留在家中过年，有时间好好陪
陪家人。”三门峡市公共交通公司二分公司“救人司机”郭振选表示。
1 月 15 日，郭振选在运营途中遇到一名乘客突发疾病昏迷，他立刻与
车上其他乘客沟通，直接将该乘客送往就近医院，最终挽救了一条生
命。

郭振选老家在湖滨区高庙乡小安村，年前，他回家给老房子贴了
春联，并把房间都拾掇干净。“现在我们都住在市区了，要过年了，就
想着给老房子也打扫一下，贴个春联，图个吉祥如意。”郭振选说，村
里年年有文艺演出和篮球赛，今年有时间的话他想再回村里看看。

郭振选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一有空他们就会去置办年货，父母
帮他买了猪肉、牛肉、排骨、蔬菜等，他在网上挑了些家人爱吃的干
果、糖果，一家人对春节都很期待。“小酥肉前几天就炸好了，后来又
陆续开始炸肉、炸带鱼，每次炸这些好吃的，我儿子都馋得流口水。”
郭振选笑着说。

“爸爸，今年期末我考试成绩挺好的，你给我买个礼物吧。”郭振
选 7 岁的大儿子向他“央求”道。他刚过百天的小儿子十分可爱，用
郭振选的话说，小儿子是让全家人都高兴的“新年礼物”。“过年孩子
们是最开心的，今年大儿子成绩不错，我给他买了他喜欢的漫画书，
还打算带他们去看电影。”郭振选说。

新年穿新衣，郭振选早早地给父母、孩子都买了新衣服，他和妻
子互送了新衣服，但事先双方都不知道，两人都收到一份惊喜。“给家
人买衣服，给老同学邮寄特产，这是我每年都要做的两件事，让家人
和朋友在新年里开心，我就开心。”郭振选说。

春节假期，郭振选依然要上岗工作，但他们是半天班，他打算利
用空闲时间和家人一起去附近景区逛逛，“陕州地坑院景区的灯会我
们都想去看，还想再一起去天鹅湖公园、大坝风景区等，和家人在一
起，去哪儿都开心。”郭振选说。

今年春节假期有 8 天，人们外出旅游的热情攀升，连日来，记者
走访市区部分旅行社发现，乙巳春节，我市旅游市场出境游较为火
热。

自去年 2 月 9 日起中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以来，中国游客赴新加
坡旅游的人数显著增多。市区国旅旅行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加坡
是中国的热门出境游目的地之一，两国签证互免政策有利于双方旅
游业发展。目前，东南亚黄金旅游线路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三国已全部对中国游客免签，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明显提升。“现在
去新加坡免签十分方便，计划春节和家人去那边感受下异域风情。”
正在咨询的市民王先生表示。

在市区六峰路众信旅游，记者了解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也是
市民游玩的热门目的地。据了解，香港和澳门推出一系列贺岁活动，
在香港街头，摆满年花的店铺花团锦簇、春意盎然；在澳门，各种新年
装饰扮靓街头……港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让人们感受到浓浓年
味。该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前来了解港澳出行的市民也明显
增多。

此外，携程、飞猪、美团等平台相关数据显示，春节前境外酒店、
机票预订量已大幅超过去年同期，日本等相关定制旅游产品在热门
榜上高居不下，菲律宾、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等海岛国家也成为不
少旅客旅游规划的选择。“冰雪旅游”是春节假期的一大热门主题，境
外冰雪游也成了游客们的选择，日本北海道、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和北
欧等成为春节冰雪旅游市场的新热点。

据介绍，游客出境游消费需求多样化趋势愈加显著。一方面，交
通便捷、免签、旅游消费性价比较高的出境短线游目的地备受青睐，
出游热度持续增长。游客对于高质量出游体验的需求在不断升级，
旅游消费需求呈多元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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