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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最朴实
最可爱的群体

5天的采访活动结束了，从踏上旅程

的踌躇满志，到结束行程时的五味杂陈，

心情、心境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仔细

想来，整个采访，似乎偏离了出发时所计

划的，一路护送农民工回家过年的主题。

但记者依然觉得，这次的采访是充实的，

是成功的。坐在家中想的计划再好、再圆

满，也还是比不上真正跟随农民工兄弟们

一起回乡，所体会到这样真实。

是的，真实，这就是记者对于农民工

最直接的印象。他们拿着微薄的报酬，日

夜奋斗在城市建设的第一线，流血、流汗、

勤劳付出，却时常得不到尊重，甚至受到

歧视的眼光；他们是可爱的，丝毫不做作，

喜怒哀乐都溢于言表，辛苦了一年，马上

就要回到家中，这份喜悦写在了每个农民

工的脸上。他们在路途中，时常聚在一

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嬉闹，开始

时，可能会让周边的人觉得有点吵，但最

终，总是会不由自主的被他们感染，不由

自主的跟着他们一起开心起来；他们是敏

感的，面对陌生记者企图送他们回家的请

求，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提防、拒绝。但

转念一想，如果我们换做他们的角度，面对

一个陌生人忽然的示好，也肯定会第一时

间多一个心眼，想着对方是否另有所图。

一个群体越是弱势，自我保护的意识就越

强。这样看来，这种下意识提防和拒绝，却

又恰恰是农民工弱势地位的一个体现。

和农民工兄弟们一路走来，记者的心

情，也如同过山车一般，经历了感动、愉悦、

疑惑和落寞等多种情绪，但到了旅程真正结

束后，在真正贴近农民工，与他们面对面交

流后，除了理解，更平增了一份对于农民工

这一群体的尊重。在这样一个略显浮躁的

社会，就是这种单纯、真实的感情，往往才最

能打动人心。而尊重，第一个前提就是了

解。通过记录农民工回乡途中的点点滴滴，

把他们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读者们，让人们

对这一群体多一份了解，我想，这，才是这份

报道的最终目的吧。

到站了，笑容在脸上荡漾
记者乘L69次列车体验民工兄弟回家的感受

从北京站启程，到达目的地亳

州站，这中间要经历 10 小时的漫长

回家路。一路上，有喧嚣、有感动、

有落寞、有幸福。记者提出送几位

农民工回家，却遭到他们的提防而

拒绝，这或许正是他们弱势群体心

态的真实体现。

按照原定的计划，记者在车厢内，寻

找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安徽老乡，并陪同

这位农民工一起，返回到他的家中，采

访其与家人团聚的场景。

记者首先注意到了一位来自太和县

的农民工老乡，他和妻子一起，带着几

个大包裹，记者上前询问得知，这位老

乡姓郭，今年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刚来

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主要负责家具装

修的工作。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

熟，平时根本接不到什么活，因此收入

方面，也是格外的寒酸。妻子在北京的

一家纺织厂当学徒，每月的收入还不足

1000元。扣掉房租，两人日常的生活开

销，都很成问题。现在到了年关，夫妻

两人临时凑了点钱，决定返回老家过

年，年后就不再来北京打工了。为了省

钱，夫妻两人只能买无座的车票，一路

站着回家，而到跟记者交谈时为止，他

们已经整整1天没有吃过东西了。至于

下了火车后，该怎么赶到蒙城，两人还

都没有打算。“下了车准备先到亳州的

表弟家去一趟，看能不能借到点钱，至

于怎么回家，到时再说吧。”郭师傅跟记

者这样介绍说。

当记者提出，要找一辆车送他们回

家时，郭师傅却说什么也不愿意，甚至说

出了“我即使走回去，也不坐你的车回

去”的话来。见此情况，记者只得放弃最

初的打算。

记者又继续寻找在亳州下车的老乡

身影，但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数次被当

成了“骗子”，遭到了冷语对待。

在记者车厢隔壁的一节车厢内，记

者联系到了一位在亳州下车，在北京从事

保安工作的耿师傅，这次吸取了刚才的教

训，记者首先表明了身份，并将此次报道

活动的安排和意义，都详细向耿师傅介绍

了一遍。耿师傅也表示了理解，并答应了

记者的请求。记者当即到自己的车厢内，

取出电话与亳州记者站联系，并约好了一

辆车，在火车站的出站口处等待，送耿师

傅回家。但没想到，在记者返回车厢后，

耿师傅的态度却忽然来了个 180度的转

折。“耿师傅，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车辆，等

下车我们就一起走，好么？”记者问道。“你

安排好了车，管我什么事？”耿师傅一脸冷

漠的回应道。“耿师傅，我这里有证件和

名片，可以给你验证一下。”记者试探性的

问道。“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我

警告你，别跟我说话了，再说小心我对你

不客气！”耿师傅说完，就转过头去再也不

理会记者。记者注意到，在耿师傅身边，

坐着同行的2个同伴，此刻也是一脸敌意

的看着记者。

眼见气氛越来越僵，记者无奈之下，

只得跟列车上的乘警协商，由乘警出面，替

记者证明了身份。耿师傅这才消除了对记

者的冷漠态度，并表示，自己也是害怕记者

是坏人，才会如此提防。但经此一闹，耿师

傅是说什么也不愿意让记者送他回家了。

在此之后，记者又陆续找到了几位

老乡，但无一例外，记者提出送老乡回家

的请求，均遭到了拒绝，甚至数次被当成

骗子对待。无奈，记者最终放弃了送老乡

回家的计划。

次日下午1:50 ，经过近10个小时的

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亳州。为了记录

农民工们终于到家的心情写照，记者第

一个下了车，早早赶到了出站口等候。

没过多久，就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工兄

弟队伍，向着出站口涌了过来。虽然在

火车上度过了整整10个小时，但从他们

的脸上，记者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倦

容。有的，只是终于回到家中，那份难以

言喻的喜悦。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挂

在嘴边的微笑显得格外的美丽。

农民工们出站后，抑或乘坐老家专

门准备的迎接班车离去；抑或在车站前

的月台上，踏上开往自己家乡的专程班

车；或是三五成群的一起，包了一辆出租

车，共同结伴回家。在短短的十几分钟

时间内，原本拥挤的农民工队伍，就这样

各奔东西，向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的

方向，四散开来。

记者采访了一位即将踏上班车返

乡的农民工兄弟，请他谈谈回到家乡

的感想。“终于下了火车了，但离家还

是有一段距离啊，我现在上车，到家大

概还要 4、5 个小时左右，估计等真到

了家，天都该黑透了。”这位农民工兄

弟向记者介绍道，顿了一下，他又接着

补充说：“不过能安全到家，比什么都

重要。顺顺利利到家，过一个安安稳

稳的年。等到了来年，又将是一个新

的开始！”说话间，这位师傅将最后一

件沉重的包裹，费劲地抬到了班车的

行李架上。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一身

轻松地踏上了回家的班车……

整个路程到了这里，也终于画上了

一个句号。但不用多久，这些农民工会

再次踏上旅程，重复这 10 小时走过的

路。而20万像他一样的农民工，都会在

春节前后，来往于安徽和北京之间，年复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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