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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正月初十，在汉川市新堰镇，回老家
过完年的王雄威踏上了返回武汉的路程。

“天气预报说这几天又要下雪，要赶在变天之前
回去。”王雄威是主营保暖内衣的武汉久顺服饰淘宝
店店主，天气突然变冷，他得尽快返回在武汉市汉阳
智能科技产业园内的仓库，组织人手备货、发货。

“装不下了，真装不下了！”儿子即将返程，父母
仍在忙个不停，将打包好的腊肉、腊鱼、香肠、糍粑、
土鸡蛋，还有田地里种的新鲜蔬菜提到车边，直到后
备箱已经塞不下任何东西。

与家乡很多同龄人类似，35岁的王雄威高中毕
业后投奔在武汉汉正街做生意的父母。十余年间，
从摆摊开店到直播电商，从租房到买房买车，他成功
在大武汉安家落户。

3年前，眼看儿子生意稳定、结婚生子，在外劳
累一辈子的父母方才告别汉正街，返乡养老。

“每次回家过年，爸妈都特别开心，走的时候更
能感觉到父母的不舍，一直在摆弄这些东西，看怎么
能更省地方，塞更多东西进去。”王雄威说，土鸡蛋是
父母平时舍不得吃的，分装好的香肠是让他带去分
给邻居和朋友的，这些不仅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父
母对儿女的牵挂。

“母亲做的‘月半粑子’我很爱吃，蒸出来香气四
溢，烤着吃更香。”王雄威说，其实“月半粑子”并不是
春节才吃的食物，在汉川，正月十五元宵节俗称“月
半”，在“月半”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切菜、拌馅、
烙粉、上蒸做“月半粑子”，寓意团团圆圆。“月半”过
后，大家又要开始新一年的忙碌了，所以特别珍惜春
节最后的团聚，“月半粑子”也就吃得有滋有味。

在王雄威的记忆里，小时候“月半粑子”多放在
灶里烤，烤熟后捞出来，吹去稻草灰，金黄焦香，热气
腾腾。如今，每年从老家返回武汉，王雄威都要带一
点儿“月半粑子”，只是城市里没有灶，只能蒸。“自己
独自在武汉，有时早晨会蒸几个做早餐，嘴上吃着
香，但心里却泛起一阵酸，这也许就是成年人的乡愁
吧。”他笑着说。

小时候爱吃的零食、老家楼
下新酿的黄酒，还有咸鲜下饭的

“奶奶牌”腊肉……大年初七，春
节的热闹渐渐退去，“95后”襄阳
小哥叶智玮，在家人依依不舍的
嘱咐中，带着满满后备箱的家乡
味回到武汉。

叶智玮是一名民航从业者，自
参加工作5年来，每年春节假期都
在保春运的飞行任务中度过。

今年除夕夜，叶智玮跟随机组
落地成都，第一时间拨通家里的视
频电话。“看看我们的年夜饭，有
鱼、有腊货，还有火锅……”挨个和
亲朋好友打招呼，叶智玮才感受到
家乡的年味。“除夕到初五，几乎都
在工作，从成都到南京再到武汉多
次往返，平均每天的飞行时间有七
八个小时。”叶智玮说。

一直忙到初六，顾不上睡懒
觉，叶智玮赶了个大早启程回襄
阳。吃团圆饭、走亲访友、拜年，忙
忙碌碌中总算和家人团聚。

“今年感觉襄阳的过年氛围尤
为浓厚，景区内人来人往，街上到
处能看得到各地车牌。”叶智玮介
绍，春节假期，除了传统拜年，自己

还和家人一道逛襄阳古城，赏民
俗、品美食。

襄阳古城是全国保存最完整
的十大古城之一，青砖黛瓦、飞檐
翘角的仿古建筑错落有致，极具古
风古韵。每逢传统佳节，古城都会
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今年，古城
街道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迎新春活
动，以龙年民俗大拜年、赏歌舞、

“龙行大运”文艺表演、民俗演艺等
多种形式，为市民游客营造欢度新
春的热烈气氛。

“从早上开始，就有舞龙、皮影
戏、相声和京剧等轮番上演，街巷内
襄阳牛肉面、宜城腊肉粑粑、本地黄
酒等特色美食店也都全部开张，很
多店门口大排长龙。”叶智玮介绍。

短短两天假期，又到返程时
刻。父母特意早早从楼下商铺买
来新出炉的黄酒和各式零食礼包，
又把家里的腊肉年货打包，装进后
备箱。“春节回一趟，走的时候像搬
家。虽是些普通的家常用品，却是
哪里都买不到的温暖。带上车，就
像是把父母的爱带了回来，这满满
的幸福感，大概就是过年回家的意
义。”叶智玮笑着说。

2月17日，大年初八，郭迪从老家仙桃开车返
回武汉，后备箱满满当当，除了一家人的行李，还
有卤菜、莲藕、腊鱼等家乡味道。到武汉后，他略
作收拾，便赶到华中师范大学夸克与轻子物理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始新年的工作。

“今年过年回家，感觉家乡更有科技味了。”郭
迪说。从仙桃东下高速公路，沔州大道两侧遍布
着企业大楼与工业园区，曾经的鱼米之乡拥有了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现代产业，不少酒店也都配
备最新的智能家居，紧跟都市潮流。

2002年，郭迪从仙桃中学考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在中科大完成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学习，之
后，他前往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MU）和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CERN）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7
年12月，他回国进入华中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开
展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并承担着本科生教学及硕
士、博士培养工作。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应用于大科学实验
装置、空间实验等特殊背景下的高速光通信相
关集成电路设计，致力于采用国产工艺构建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辐照、高速、双向光纤数据
收发系统中的整套核心电芯片。”郭迪介绍。近
年来，他采用国产工艺，主导研发了数款应用于
大型高能物理实验数据传输中的高速抗辐照激
光器驱动芯片，实现了国内高能物理领域第一
个从芯片到模块全定制的抗辐照光模块；同时
也基于国产工艺成功研发了多款应用于辐照背
景下的高速并串串并转换、高精度锁相环、时钟
恢复等Serdes系列芯片。相关成果在“重离子
超导同步加速器”NICA项目、我国新一代正负
电子对撞机——超级陶粲装置的前端数据获取
系统中得到应用。

16岁离开家乡求学，辗转合肥、美国、欧洲，
31岁回到离老家最近的“新一线城市”，武汉的科
教资源和创新氛围，为郭迪从事科研提供了充足
的支持与养分。近年来，他接连入选“桂子青年学
者”和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回湖北这几年，我感觉武汉越来越与国际接
轨，老家仙桃与武汉也越来越紧密。”郭迪说，这种
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商圈的繁
华，还体现在市民文明素质的整体提高。

郭迪期待，新的一年，光通信电芯片设计领域
能在高带宽、低功耗和抗辐照设计方向更进一步，
助力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发展。

“都来尝尝哈，今年的橙子格外甜！”2月19日，
返岗第二天，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OS
研发部，技术经理彭修杰趁着晨会间隙，与团队成员
分享家乡味道。

离家打拼多年，虽然武汉已成为彭修杰的“第二
个家”，但他仍忘不了小时候的味道。除了脐橙，过
年回家一趟，手工鱼饼、腊肠、辣椒酱、沙田柚等赣南
特产，将彭修杰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

来自江西赣州的他，自2006年来汉求学起，18
年来他不仅在此成家立业，还逐步成长为数据安全领
域的一位资深“锁匠”，护航汉产智能卡扬帆海内外。

近年来，智能卡被广泛应用于银行、电信、交通、公
共安全等社会各领域。随着信用卡、手机SIM卡、社
保卡等相关产品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
泄露的风险无处不在，安全成为智能卡产品的命门。

“保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打造智能卡应用
生态安全闭环的基础。”彭修杰介绍，在人工智能、破
解设备持续发展的当下，不断提升软硬件的适配性，
才能把好智能卡上重要数据的安全关。

凭着对事业的一腔热爱，彭修杰带领团队接连
攻克软件保护关隘。眼下，该公司产品的安全防攻
击能力达到金融安全级别，其中部分高端产品已达
到目前民用安全等级的最高标准认证——EAL5+
级，“完全杜绝数据、密钥、代码被非法读取”。

“这些成绩，和小伙伴们的努力都分不开。”走入
隔壁的安全实验室，彭修杰也为工程师们送去了甜
滋滋的赣南美味。“设计上的每一次创新，都要经得
起他们各类攻击手段的考验。”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20多年来，天喻信息已
实施上万个银行卡项目，在金融、通信业务领域占有
率稳居市场前列。彭修杰和他的研发同事利用新技
术与自主可控技术相结合的优势，不断推陈出新：支
持数字人民币、公交卡等海量新场景应用的5G超
级SIM卡已在去年火热上市，加载了量子安全应用
的量子安全SIM卡也实现了商用，并助力合作运营
商的量子密话用户规模突破100万户。

去年底，该公司研发的PURE卡成功通过6大国
际卡组织的所有认证，并备齐卡产品的全部海外应用
资质，加速逐浪海外市场。目前，该公司通信智能卡、
银行卡等业务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受
理设备的数据安全能力，助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国际贸易。”展望新的一年，彭修杰满怀希望。

“腊肉、丸子、卤鸡、粉条……
这些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别的地
儿可吃不到这个味儿。”2月 17
日，刚从十堰回到武汉的吴雯丽，
正大包小包地往冰箱里塞年货。

吴雯丽，湖北十堰人，大学在
武汉就读，目前是武汉一家杂志社
的文字编辑。提起这次春节返乡，
她瞬间精神振奋，掏出手机，兴致
勃勃地展示自己拍的家乡美景。

“看，这是十堰主城区健康步
道，一圈圈的，环山而建，可漂亮
了，好像有四五公里，我跟爸妈一
起走了好几次全程。”吴雯丽说，步
道是去年10月开放的，自己上次
回去时还没有，路边的口袋公园也
多了，道路也整洁了，城市环境大
变样。

“‘小河十八弯，有窄又有宽’，
家乡的百二河，生态环境也越来越
美了。”吴雯丽介绍，13座桥梁跨
越河面，仿木护栏、生态游步道让
人赏心悦目，河道两岸的草木很多
已经发了芽，再过一个月估计就繁
花似锦了。

提起水，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区之一，汉江从这里流
过，汇入丹江口库区。吴雯丽打开
了从十堰带来的黄酒，打趣道：“尝
一尝，十堰的水酿的，是不是味道

更醇？”
春节期间，一直向往“冰雪大

世界”的吴雯丽，如愿打卡了武当
山国际滑雪场，“滑了整整一天，特
别开心，而且离家挺近的，弥补了
没有去‘尔滨’的遗憾。”艺术表演、
主题灯会、数字光影、非遗美食
……灯火璀璨的武当不夜城，同样
让吴雯丽魂牵梦绕。“演员们穿着
古装，吊着威亚，表演真功夫，就像
武侠剧里的一样，现场看还是非常
震撼的。”

“我还去了牛头山国家森林公
园、神农架林区，家门口有这些地
方，真好，诗和远方都有了！”说起
这次返乡行程，吴雯丽满脸幸福。

今年春节，吴雯丽一家没怎么
走亲戚，“其实也不是今年，而是很
多年了。”原来，吴雯丽的父母是河
北人，上世纪70年代随他们的父
辈来到十堰，支持当地汽车行业建
设。一转眼几十年过去，曾经的河
北老家亲戚因距离等原因，春节通
常以电话形式问候彼此。

“十堰就是我的第二家乡，我
生于斯、长于斯，看着它一点点变
好，心里说不出来的开心，希望下
一次春节回去，会有更惊喜的变
化。”收拾好年货后，吴雯丽拿出电
脑，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2月19日傍晚，一辆黑色越野车停在武汉市
江夏区保利海上五月花小区门口。

今年36岁的秦和丽一家三口，当天上午从家
乡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自驾出发，下午6
点左右抵达武汉。

“车后备箱里满满都是亲人们的爱。”秦和
丽打开车后备箱，里面塞满了各种土家风味美
食。打好塑封的香肠、腊肉、猪蹄，放进泡沫箱
的包子、苞谷粑粑、洋芋粑粑，满蛇皮袋的土豆，
自家榨的菜籽油，专程从市场买来的崖谷酥、黄
精茶……

2006年，秦和丽到武汉来上大学，之后便留
在武汉，2014年搬到保利海上五月花小区居住。

“这么多年，每年都回老家过年，返汉时，行李
中总是塞满各种食物。在异乡，餐桌上有家乡的
山货、腊味，总会让我的内心倍感温暖。”秦和丽大
学毕业后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丈夫做机房安装类
工作。2012年，他们开始创业，在武汉市多个商
圈加盟了小吃店。近两年，他们陆续转让出小吃
店，在小区附近开起糕点店。

“上学时，每次来武汉都特别开心，因为可以
去看外面的世界，行李里面的家乡美食基本都是
熟食，简单加热就能吃，几天就吃完了。成家后，
回乡更像是充电，带着家人的爱和期待，返回另一
个城市为自己的小家奋斗，行李里的家乡美食基
本都是生的食物，因为要留着慢慢吃。”秦和丽边
说边开始收拾行李，“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崖谷
酥，以崖谷和玉米为主要原料经传统工艺加工制
作而成，曾经是五峰土家族容美土司的贡品之
一。这是天麻，头疼的时候就弄了吃。这个黄精
茶是我最近在西南茶叶市场找到的，可以健脾润
肺补肾……”

秦和丽的家乡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处鄂西
南，与湘鄂两省六县市（石门县、松滋市、鹤峰县、
巴东县、宜都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界，全境皆
山，最高海拔2320米，平均海拔1100米，全县海
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有32座，森林覆盖率高达
81%，是武陵山区的“天然药库”，是全省著名的

“天然氧吧”。五峰具有丰富的茶叶、中药材、蔬菜
和生物资源，拥有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柴埠溪
国家森林公园、五峰国家地质公园、百溪河国家湿
地公园四大“国字号”生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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