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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省道洋埠春运检查服务站位
于金华与衢州的交界处，隶属金华市
公安局交管分局，所在辖区中队是开
发区大队汤溪中队。这里是上海、杭
州、宁波、温州等沿海城市通往江西、
湖南、贵州、云南等内陆省份的重要
节点，有些回广西、广东或者福建的旅
客，也会经过这里。

从 2009 年服务站启用至今，汤溪
中队的民警、辅警已经在这里服务了
16个春运，历经了风霜雨雪，也见证了
春运返乡出行交通方式的巨大变化。

今年春节前及假期中，我来到洋
埠春运检查服务站，与交警一同服务
过往旅客，感受春运路上的点滴变化。

省道车流降低，服务
始终如一

2 月 5 日早上，我来到 319 省道洋
埠春运检查服务站。

服务站是一处建在马路边 30 多
平方米的小房子，只有一层。里面布
局简单，一个卫生间，一个摆了上下铺
小床的备勤室，一张长桌，几排椅子、
凳子，还有一台空调。

服务站自带一间小厨房，主要用
来烧热水，给过往旅客沏一杯热姜茶
暖暖身子、煮包泡面填肚子等。考虑
到服务的便捷性，服务站门口还搭了
一间帐篷，便于过路旅客登记、喝茶。

距离除夕还有4天，本以为会是返
乡高峰期，但省道上的车流并没有想
象中多。“大流量都集中到高速上了。”
当天在服务站带队值班的是汤溪中队
副中队长张雄，他告诉我，这几天，站
点的日均流量大多是两万三四千，多
的时候到两万五六千，比平时稍稍热
闹一些。

服务站兼具检查与服务两种职
能。危化品运输车辆要在这里停车
登记。一上午时间，危化车辆就登
记了两页多纸，登记的信息包括日
期、车牌号、核载吨数、实载吨数、装
载货物名称、行驶路线，有无配备安
全员、连续行驶时间，驾驶员姓名、
驾驶证号等等。登记结束后，我们
会给驾驶员送上一个福袋包，里头

有挂历、窗花、福字贴、红包袋等，东
西虽然不贵重，但收到礼物的司机还
是很开心的。

检查的另一个重点是 7 座以上客
车，包括小型面包车、旅游包车、班线
客车等中巴大巴，主要防止超载超员、
疲劳驾驶等。在驾驶员下车登记时，
我也跟着交警一同登上大巴车，提醒
旅客系好安全带。过年回家，大家都
大包小包的，有没有系安全带，有时候
一眼还真看不出来，还有人把安全带
扣在身后，这就失去了防护效果，也得
重点提醒。不过，从检查情况来看，大
家安全意识还挺强的。我上了 7 辆大
巴车，只发现2名年轻小伙子把安全带
别在了身后。

张雄告诉我，服务站是今年 1 月
26 日零时准点“开张”的，为期 40 天的
2024年春运从那天正式拉开大幕。他
们提前对房屋进行了打扫和装饰，挂
上了“年年顺景家兴旺，岁岁平安福满
堂”的新对联，显得喜气而温馨。

服务站备有一些感冒药等常用药
品，还有矿泉水、姜汁红糖茶、泡面等，
主打24小时暖心服务不打烊。

2 月 13 日，正月初四，我又来到服
务站。这天，省道上的车流比节前更
少。此时，返程客流还没开始，客运班
车也都停了，大巴车一辆都没有，危化
车辆只有1辆，十几辆小面包车也多是
附近走亲访友的。2 月 16 日下午，正
月初七，返程车流逐渐上升，春运服务
站迎来了忙碌时刻。“目前沪昆高速杭
州方向十分拥堵，溢出的流量传导到
了地面。我们这里开始有点堵起来
了。”张雄告诉我，目前返程车辆仍以
省内号牌为主，主要去往杭州、宁波、
温州等地，预计元宵节前后可能还有
一波小高峰。

摩托返乡减少，团圆
心思不变

相比前些年的百万摩托大军返
乡，这几年，骑摩托车返乡的已经很少
见，这里一天最多也就几十辆。

春节前采访时，我注意到，相比检
查重点面包车、危化车辆和大巴，摩托

车路过其实不用停车登记，通常也不
会做额外检查。

不过，摩托车返乡，长路漫漫，车
子骑久了，很多师傅喜欢停车活动一
下。看到有服务站，也会主动停车，休
息一下再走。

看到有摩托车缓缓停下，我热情
上前打招呼：“师傅，来，坐一下，给您
沏杯茶，您要热水还是姜茶？肚子饿
不饿，我们这里有泡面。”

师傅摆摆手，有些腼腆：“不饿不
饿，来杯姜茶就行！”趁着递上热茶的
功夫，我和师傅聊了聊。

师傅名叫袁青春，今年 50 岁，和
他一起骑车返乡的，还有 21 岁的小儿
子小袁。父子俩都穿着防雨衣，随身
行李就两个书包，说里头除了几包红

糖麻花、火腿等金华特产，就是一些简
单衣物。

当天上午 8 时，两人从义乌启程，
去往江西老家过年。途径服务站刚好
骑了两个小时左右。袁师傅是一名木
工，在义乌干装修，打拼多年，已经买
了房子。儿子小袁在南昌读大学，1月
7 日放寒假以后，就坐高铁过来看父
亲，帮着父亲一同在工地上干活。

袁师傅老家已经通了高铁，但过
年火车票紧俏不太好买，袁师傅就让
妻子搭乘老乡的小轿车一起返乡，自
己则提前两天骑摩托车回乡。袁师傅
这一趟返乡，大概需要 8 个小时，他随
身没带多少东西，因为一般东西老家
都能买到，骑车回家主要也是图个过
年走亲戚方便。

像这样骑摩托车回乡，袁师傅已
经有 10 多次了。他记得，最初是十几
个老乡一起，脚上套着塑料袋，还要用
胶布缠着。而今，老乡们大多开上了
私家车，再也不用在路上受冻了。

“不是买不起车，而是在义乌，养车
费钱费事。”袁师傅说。边上的郑金炎
师傅也点头附和。郑师傅老家在江西
上饶，在义乌服装厂工作多年，他说，自
己在老家有一套 120 多平方米的商品
房在还贷，还有两个孩子读书，经济压
力比较大，虽然自己也已经考了驾照，
但还是打算过段时间再买车。

“有钱没钱，都得回家过年！”郑师
傅打趣说，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两
个孩子了，“中国人过年不就图个团圆
嘛！”郑师傅觉得，在外打拼一年，眼下
能平安回家，就值了。

出行装备改善，温暖
一路相伴

“2014 年前后，春运期间一天能
有上万辆摩托车经过服务站去往江西
方向。为了保暖，司机用绳子扎裤腿，
还有的甚至用塑料膜把自己裹起来。”
汤溪中队原副中队长李鑫凯一边说，
一边给我看他存在手机里的照片。

眼下，这样的打扮多半已被专业
骑行服取代。密不透风的头盔、护膝、
护手套，专业防水服，甚至还有电加热
内衣，大排量摩托车，油门轻轻一扭就
轰轰作响，非常拉风。与父辈不同，25
岁的贵州小伙子王贵权是因为喜欢自
由才选择骑摩托车返乡。

从义乌到贵阳，直线距离 1700 多
公里，至少要骑 3 天。王贵权说，他是
做广告传媒的，这趟回乡，他还带了无
人机等专业摄影装备，打算一路走一
路拍，多攒点素材。

40 岁的杨寻北是机车爱好者。
他的摩托车通体黑色，车体比普通摩
托车宽一圈，车身低矮，有点类似哈
雷。据说裸车价就 3 万多元，改装又
花了 1 万多元。杨寻北告诉我，他曾
经骑车去过十多个省份，最远到过西
藏拉萨。杨寻北是汽修专业毕业，之
前在老家开店，如今在永康一家汽车

4S 店工作，每月保底工资就有 8000
多元。

江西人张全武曾是摩托车返乡大
军的一员。“以前回去要骑一天，手要
冻麻，不摔跤都算好的。”如今，50岁的
张全武和妻子、女儿都在绍兴工作，几
年前他买了一辆小轿车，去年他又换
了一辆新能源车。因为担心高速堵
车，他选择从省道返乡。

看我给他送上装了福字贴、窗花、
挂历、红包袋的福袋，张全武师傅有些
感动，他告诉我，看到服务站，他感觉
特别亲切。因为以前他路过的时候，
这里的交警就给他送过反光贴、福字
贴等，看到有坐车的老乡没戴安全头
盔，交警也会送一顶，还会提醒接下来
哪几个路段特别危险要注意。

“现在还走这条路的，其实很多人
来来回回好多年了，都知道这里有这
么一处服务站可以休息，车轮胎打气、
热水都有，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方
便。”张全武说，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一
直喜欢待在浙江的原因，一些小的事
情，让他感觉很温暖。

说起温暖服务，故事就更多了。
李鑫凯告诉我，以前微信还没有的时
候，他们还会为旅客临时联系车子。

“有一对贵州夫妻带小孩骑摩托车回
乡，前面坐一个，中间夹一个，肚子里
还有一个。刚好那年下雪，说本来不
想骑回去的，但买不到票。我听说这
个情况后就帮他们联系了几个返乡
的大巴车司机，让他妻子带着孩子坐
大巴返乡。”李鑫凯说，这样的事还
有很多，像碰到事故，到医院后以交
警的名义担保协调费用，让医院和
伤者都没有后顾之忧。每年春节后
的 返 程 时 期 ，服 务 站 都 会“ 莫 名 其
妙”多出一些东西，比如香肠、腊肉、
牛奶等年货。“都不知道是谁放的。”
李鑫凯说。

在319省道金华洋埠春运检查服务站，记者与交警一起——

见证春运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傅颖杰

记者（右）为驾驶员送上热水。 拍友 舒婷鸿 摄

傅颖杰

2 月 14 日，正月初五，宁波野生动
物园内，锣鼓喧天。一条金龙追随着龙
珠上下盘旋，舞龙队员使出看家本领，
不断变换着盘、滚、翻、跳等姿势⋯⋯金
龙时而翻腾飞跃，时而围绕成圆。

精彩的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纷
纷掏出手机拍摄。“很多年没看过这么
热闹的舞龙表演了，太意外了，孩子们
看得目不转睛！”来自象山的游客陈挺
一家四口直呼“大饱眼福”。

舞龙结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奉化布龙的省级传承人、奉化条宅
舞龙队队长陈亮亮放下龙头。20多分
钟的翻滚跳跃后，他的额头上已渗出
了密密麻麻的汗珠。“虽然累，但更多
的是自豪！”返乡 10 余年后，陈亮亮一
家人让更多人爱上了奉化布龙。

日均一场，舞龙订单
排到元宵后

今年正值农历甲辰龙年，舞龙队
比以往都要忙。“不好意思，我再接个
电话。”采访频频被手机铃声打断，陈
亮亮不时打开备忘录确认行程和敲定
细节。“从兔年腊月起演出的邀约就没
断过。近段时间，平均每天就有一场
演出，最远的已经接到了元宵节去广
东舞龙的邀请。”挂完电话，陈亮亮不
好意思地说。

陈亮亮一家人“与龙共舞”的故
事，要从陈亮亮的出生地宁波市奉化

区条宅村说起。
“我们村舞龙已有 800

多年历史。到了我爷爷那
一辈，村里舞龙舞得最

好的有两位姓陈的村
民，其中一位是我的
爷爷陈银康。”从小
耳濡目染，每回听
到爷爷的事迹，陈
亮亮就特别骄傲，

“我的父亲陈行国
是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舞（奉化布龙）代
表性传承人，也是奉化布龙的第五代
传人。父亲从 10 多岁起就跟着爷爷
舞龙、做龙，与龙共舞已50年。”

眼前的陈亮亮，戴着眼镜，肤色白
皙，一副温润柔和的模样。可一举起
龙头，陈亮亮的面容、眼神、身段立即
闪现出一股英气，转身抬头摆动间，每
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美感。

这条让陈家三代痴迷的奉化布
龙，是目前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
舞龙之一。据《奉化志》记载，南宋时
期，奉化条宅村就已有舞龙表演，它由
敬神、请神、娱神逐步演变成为富有特
色的民间舞蹈。2006 年，奉化布龙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亮亮 5 岁起就跟着父亲舞龙。
有一天父亲扔给他一根木棍，教他左
甩右甩。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八字舞
龙”，是奉化布龙最基本的一个技艺。

舞得活、舞得圆、神态真、套路多、
速度快，是奉化布龙的主要特征，传统
的龙舞蹈有盘、游、翻、跳、戏等 20 多
个套路。

在陈亮亮这一辈新舞龙人手中，
奉化布龙的技巧性和观赏性又提升了
一个层级。“我们在传统套路基础上，
编创出了直躺、摇船、荷花、高塔盘等
新动作，不仅将奉化布龙舞出了精气
神，更舞出了自己的特色。”目前，陈亮
亮还在研究新动作，希望能更多体现
奉化本地特色。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我不做，就没了”

如今的陈亮亮，是奉化新一代舞
龙高手、舞龙舞狮国际级裁判员和教
练员⋯⋯可时光往前倒退 10 年，陈亮
亮可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与龙为
伍”。

2013 年大学毕业后，怀揣“看世
界”梦想的陈亮亮，先后从事过销售、
机械维修、出租车司机等职业，还在城

里买了房准备安家。
每次回家，他总会看到父亲陈行

国在做龙。条宅村虽世代以龙为荣，
但族人深知光靠舞龙、制龙养活不了
全家。为了补贴家用，陈行国在工厂
谋了份差事。1998年的一次意外事故
让陈行国右手只剩下一个大拇指，再
也不能舞龙了。放不下布龙的他，开
始全身心投入制龙。一次次练习后，
他慢慢适应了6个手指的分工配合，直
至能够娴熟地制作布龙。

“奉化布龙的制作，讲究的是轻巧
灵活，竹子的韧度、厚薄、品种，还有年
份都是有讲究的。”当了 20 年的龙头
手，陈行国太清楚舞龙者需要什么样
的道具龙了。“不能太重，重了消耗舞
龙者的体力影响速度，轻了会削弱龙
的气势，也不耐用。”

一来二去，陈行国做布龙名气越
来越大，许多舞龙队慕名而来选购。
只要条件允许，他还会教他们舞龙。
由舞龙到做龙，由演员到教练，陈行国

的角色变了，但对奉化布龙的热爱不
减分毫。

“你为什么总是在不停地做龙？”
一次回家时，陈亮亮问父亲。“老祖宗
留下的东西，我不做，就没了。”父亲脱
口而出。

看着父亲仅剩一个大拇指的右
手，陈亮亮心头一颤。“离家后，父亲的
这句话经常从我脑海中蹦出来。”陈亮
亮说。后来他琢磨起了创业，父亲对
他说：“既然都要花精力，为什么不把
现有的做强做大。”陈亮亮心知肚明，
父亲说的是传承发扬奉化布龙。这一
次，他心动了，和当时在宁波市区工作
的姐姐陈晶晶深聊了一回。

“政府部门出台了措施保护传承
奉化布龙”“小学、中学都开出舞龙班
了”“现在表演、比赛的机会也多”“‘草
根’舞龙变‘高大上’了”⋯⋯那一晚，
两姐弟越聊越起劲，强烈地感受到“传
扬非遗大有可为”。最终两姐弟决定，
回家创业！

一家人合力将龙文
化发扬光大

记者走进陈行国的布龙工作室
时，一家人正在赶制福建客户定购
的布龙。女儿陈晶晶正在给龙头安
装 LED 灯带，父亲陈行国做龙尾，母
亲陈亚萍缝制龙鳞，儿子陈亮亮做
龙珠⋯⋯“我这个老师傅现在给他们
打下手咯！”陈行国骄傲地说，中华民
族是龙的传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奉
化布龙能够长久地传承下去，将中国
龙文化发扬光大，“如今，后继有人，我
也放心了。”

如今，陈亮亮成为了舞龙队的灵
魂人物，将舞龙带到了更大的舞台。
由陈亮亮掌舵的奉化条宅村舞龙队，
有 23 名队员，最大的 33 岁，最小的
17 岁。去年，他们参加了杭州第四届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暖场环节
的表演，与其他几支来自全国各地的

舞龙队一同上演了精彩的“百龙大
战”。

近几年，陈亮亮还把奉化布龙舞
出了国门，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中华
民族的民间文化。“这些年，我们去过
英国、土耳其、韩国，每到一个地方，听
到当地人为我们表演发出的欢呼声
时，我觉得我的人生意义就体现出来
了。”陈亮亮说，他想让更多人知道舞
龙。如今，他4周岁的双胞胎儿女也开
始学舞龙了。

陈亮亮不止舞龙，也教舞龙，教进
了幼儿园、中小学乃至高校，一周有 5
天时间都有教学工作。今年1月，陈亮
亮还受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文体广
旅局邀请，参加了第十一届天山南北
贺新春非遗年俗展“舞龙舞狮培训班”
的指导教学工作，为期半个月，帮助当
地组建舞龙队 6 支。这也是奉化布龙
在国内最远的一次“旅途”。

陈晶晶辞了宁波市里艺术设计的
工作，回到条宅村的老宅，继承父亲的
技艺成了制龙高手。她在设计上推陈
出新，制作的布龙不仅“畅游”国内，还
出口到了美国、英国、西班牙等 10 余
个国家。

“我希望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奉
化布龙的魅力。”春节前，奉化布龙与
腾讯旗下手游进行了深度合作，这也
是奉化布龙与电竞游戏的首次跨界合
作。陈晶晶介绍，游戏以浙江的自然
风貌与奉化布龙为设计原型，在关卡
场景和角色皮肤中还原了传统技艺，
他们希望通过游戏这个载体
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奉化
布龙。

奉化布龙第五代传人带儿女一起制龙舞龙——

与龙共舞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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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国一家一起制作奉化布龙。受访者供图陈行国一家一起制作奉化布龙。受访者供图2月14日，奉化条宅舞龙队在宁波野生动物园表演。 本报记者 周文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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