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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是移风易俗、倡行节俭的重要实践场景，

也能折射出文明社会、文明城市建设的成果与气象。

张灯结彩，婚车开道，不求宝马香车，却用城市公交，这

样的新鲜事在我们身边也发生了。今年春节期间，一

对新人用公交车作为婚车，载着幸福和憧憬共赴婚姻

殿堂，成为新年一道喜庆又提气的新风景。

此前，大江南北也有不少城市新人办婚礼使用

公交作婚车的报道。使用公交做婚车，倡导婚礼新

风，既勤俭节约，又低碳环保，更浪漫有新意，满足

年轻人对婚车服务时尚、个性、安全的需求，可谓新

时代婚礼设计和举办的一个新创意。

公交“婚车”内外装饰一新、喜庆祥和，不仅是

接亲的交通工具，也是一对新人新婚新体验的流动

载体。公交穿越城市大街小巷，新人可以饱览城市

的变迁新貌，为婚礼增添美好体验，同时也成为市

民眼中一道喜庆流动的风景，接受大家对新人的祝

福。车厢内外，互动共鸣，以新鲜为亮点，以喜庆为

氛围，以新风为时尚，以文明为追求，成为一排开向

春天的幸福车阵，发出一声移风易俗、节俭文明的

响亮宣言，开启一段节俭而不失热烈、畅达而洋溢

浪漫、新颖而充满回味的人生体验，既令人沉醉，又

予人阳光，更给人启迪与力量！

公交“婚车”也折射出公交运营与服务的多彩

谋划与可喜变化。据悉，淮南公交正在积极探索多

元化经营方式，设计推出“婚庆公交”定制服务，在

日常运营之余，将纯电动公交车打造成主题婚车，

同时为新人婚礼提供线路定制、车体车身装饰布置

等服务。如此一来，不仅打造出一条靓丽的婚车风

景线，也盘活了运力资源，倡导着节约、低碳、环保

生活风，令人耳目一新。

新年新气象。一条公交线行驶文明美善之路，唤

起美善同行，为新人祝福，为生活喝彩，为美好开篇，所

历皆风景，心中有主张，脚步更坚定，未来更精彩。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通讯
员 李超 摄影报道）婚车，是婚礼
中重要组成部分。在2月3日的
一场婚礼上，一对新人用公交车
作为婚车，将婚礼仪式感拉满。

淮南公交 12 路驾驶员李国
庆和自己的新娘王娟，因公交而
结缘。“我觉得公交车作为婚车，
有‘执子之手，一站到老’的好寓
意。”李国庆介绍，他将自己的想
法告诉家人后，家人都非常支持，
觉得十分有意义，也充满新意。

迎亲路上，装饰好的公交婚
车从里到外散发着浓浓的幸福、
甜蜜和浪漫气息。欢快的“喜”字
在公交车上跳跃，艳丽的丝带挂
满车厢，红色的气球在公交车上
摇摆……装饰喜庆的公交车里，
新郎李国庆、新娘王娟与亲朋好
友一路欢歌笑语，洋溢着满满的
幸福。

据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
淮南公交也在积极探索多元化
的经营方式，推出了“婚庆公交”
定制服务，将六辆纯电动公交车
打造成婚庆主题的公交婚车，同
时为结婚新人提供线路定制、车
体车身装饰布置等服务。而在
平时，这些车辆也参与日常运
营。

日前，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来到谢家集区孙
庙乡堆坊村的草莓种植基地，但见连片的草莓大棚
整齐排列，在阳光的照耀下特别显眼。野外一片枯
黄，了无生机，但在大棚内却是温暖如春，绿意盎
然，放眼望去，一垄垄草莓苗生机勃勃，一朵朵小白
花、一颗颗红草莓镶嵌在绿叶间，空气中散发着淡
淡的果香，让人欢喜。

当下，这里的草莓陆续进入盛果期，农户们正
在忙着采摘、分拣，显得格外忙碌。这块草莓种植

基地的主人邓真和介绍，自家有49个大棚，有50多
亩地，目前每天产量有2400斤，还没到最高峰。最
高峰每天能有4000斤，到那时更忙。

“忙好呀！有事做，就不愁没钱挣。”一旁的村
民打趣说，“有了这些大棚，大冬天里，周边在家的
村民也有了工作，闲不着喽！”邓真和接话道，“那倒
是真的。光是自己这块地里，固定用工就有近 20
人，大家一起创造甜蜜的事业，日子肯定会一天天
富起来”。

年近六旬的邓真和在上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
后就干起了农资经营，还成为了农技员。干了几年
后，邓真和不满足于经营农资，便租地种起了粮食，
是传统的一麦一稻。再之后，为了提高种植效益，
他又种上了蔬菜。2016年，他听说“绿宝”甜瓜效益
更好，便进行了引种，成为了当地第一个种植甜瓜
的人，大获成功，每亩毛收入可达 3 万余元。2017
年，他让儿子邓越成立了邓氏家庭农场，其时，草莓
正卖俏市，他们又从曹庵引种了草莓，也是当地第
一家，每亩毛收入也达到了2.7万元。

如今，草莓种植成为了邓氏家庭农场的主项，
一路算是顺风顺水，面积也有扩大。像这样的规
模，一家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必须另找用工。从
2017年家庭农场成立起，时年50来岁的刘明青就在
这里务工，如今已近8个年头。刘明青是孙庙乡新
庄村人，家离这里有2里地。在家门口务工，让刘明
青很知足，每天8小时的忙活，可以有90元的收入，

补贴了家用。
早期，刘明青和丈夫在建筑工地干活，随着年

龄增长，感觉干不动工地上的活，夫妻俩便离开了工
地。刘明青回家帮孩子带带小孙子，丈夫又到了合
肥当保安。待孙辈上中学离开后，闲不下来的刘明
青就到了家庭农场，直至现在。

如今，刘明青已年过六旬。在淮河早报、淮南
网记者看到她时，刘明青正在大棚旁的棚屋里分拣
草莓，就是按果实大小分级。刘明青说，每天早上6
点来钟，她就要往这赶7点的班，上午是4个小时，
下午是从1点到5点，也是4个小时，一天共8个小
时。需要加班的话，会另加钱。现在这个阶段，每
天早上来了就是采摘草莓，之后就是分拣。刘明青
是这里的长年工，每年能干到320天。

在儿子邓越上手后，邓真和轻松了不少。2024
年夏季，在乡里的推荐下，邓越参加了市农科院的
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学到了实用的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让邓越发展生产的信心更足了。他深知，草
莓种植这项甜蜜的事业，当前更丰富着春节市场的
供应，不仅是甜到消费者的心里，更能鼓起种植户
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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