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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最具仪式
感的节日。今年，上亿人响应号召留在
原地过年。许多在异乡打拼的人，第一
次春节不回家。

奋战在抗疫病房，奔忙在大街小
巷，暂留在企业工地，独守在出租屋
内，隔离在中高风险区……换个姿势
过年，换种方式“团圆”，但亲情不减，
爱与温暖不变。

正是这些故事，拼成了辛丑年春
节最特别的记忆。

人间无恙，便是最大团圆

大年三十。儿科医生杨英伟，还在
医院照顾 10多名新冠肺炎患儿。

此时，石家庄已从紧张的疫情防
控形势恢复常态，街头巷尾透出浓浓
的年味。但对杨英伟和一线抗击疫情
的医护人员来说，年味是忙碌，是坚
守，是对生命的呵护。

她所负责的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
华院区儿科，10 多名确诊患儿中最大
的 12岁，最小的仅 9个月。

“30 多天了，孩子的治疗和所有
生活起居都得管，就没想过春节能回
家。疫情不退，我们就不能退。”杨英伟
语气干脆，麻利地换上防护服，快速走
向病房。

小的问问吃饭、吃药，大的聊聊病
情、学习，想家的抚慰下情绪，带着贴
春联、挂灯笼、写贺卡……“飒姐”杨英
伟变得柔声细语、耐心细致。

患儿背后，还有家长们在焦急等
待。人间无恙，便是医护人员心中最大
的团圆。

“许多时候真累到虚脱，但孩子们
反过来给我们信心和勇气。牛年的最
大心愿，莫过于他们早日康复、与家人
团聚。”她说。

在本轮疫情的重灾区，距离石家
庄 1700 公里的黑龙江望奎县，家中 6
人确诊住院的贺尚影并不慌乱。

“ 我 家 7 口 人 ，除 我 之 外 都 感 染
了，都在医院。”她坦言，“说一点不害
怕，是假的。但我相信医护人员会全力
救治他们。”

除夕，她独自一人在家包饺子。贺
尚影告诉记者，居家隔离期间，政府发
了米面肉油等年货，啥也不愁。这个春

节哪也不去了，大家都能理解。
晚上 7 点多，手机弹出了好消息：

望奎县疫情风险等级由高风险调整为
中风险。她特别高兴：“平安才有幸福
年。”

回家会迟到，但爱从不缺席

对于一年到头在外务工的农民
工，就地过年是个很不容易的决定。

37 岁的木工庹云飞来自重庆彭
水，受疫情影响，去年春节就没回家。

“本来今年我想着怎样都要回去，
还答应两个孩子带些北京的糕点。”他
说着，眼里饱含愧疚。

大年三十上午，他所在的中建三
局月坛北街 25 号院项目，还有上百名
工人在忙碌。庹云飞告诉记者，等工程
完工，一定要回去开一次家长会，这是
他对孩子们的承诺。

千山万水，望穿回乡路。
四川仪陇县的陆建忠，一度纠结

到睡不着觉。父亲病重，儿子正月结
婚，留还是走？

“儿子说不怪我，让我留下安心工
作。疫情当头，我就不给国家添乱了。
等主体完工，条件允许再回吧！”他告

诉记者，春节期间多挣的工钱，再加上
公司发的留守补贴，正好能给儿子结
婚包个“大红包”。

正是儿女父母的牵挂，回家之路，
不论千里无畏艰辛。

在广东打工 12 年的张克家，原本
无奈地放弃了回湖南老家过年。

“隔离 14 天，不如多挣五六千。但
80 多 岁 的 奶 奶 眼 睛 不 好 ，刚 做 了 手
术，平时视频也看不见我，只要有可
能，还是想回家看看。”他说。

提 到 奶 奶 ，29 岁 的 张 克 家 很 动
情：“我们三兄弟都是留守儿童，由奶
奶一手带大。去年爷爷去世了，奶奶非
常想我们，心里很难过。”

随着国家严控地方防疫“层层加
码”，2 月 1 日晚，家人打来电话说回村
不用隔离了。张克家简直开心得飞起，
核酸检测后，立马开车向着家的方向
奔去。

回家或许会迟到，但爱从不缺席。

别样的春节，用心默默守护

亿万家庭欢度春节，背后是千千
万万值守岗位的“无名英雄”。对铁路
人来说，今年客流减了，但职责一分不

减。
西安北站。位于候车室和站台上

空的“马道”间，共有 60 多台风机，近
500 个出风口、1300 多个风口滤网，是
消毒消杀确保候车室环境安全的关
键。

零点刚过，28 岁的张新波背着 7
斤重的工具包，手提消毒喷壶，钻进光
线微弱、狭小的“马道”迷宫。一趟作业
流程下来，已近凌晨 4点。

“我们对车站所有出风口滤网坚
持每天消毒一次，三天更换一次。”他
说，为了旅客出行安心，所有辛苦都值
得。

往年春节空荡荡的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今年却车流如织。这意味着，
更 多 人 在 为 市 民 日 常 需 要“ 保 驾 护
航”。

大年三十凌晨四点，城市还未苏
醒，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三所
的环卫工人杨国旗，开始了一天的清
扫工作。

“看到一尘不染的街道，听到来往
行人有说‘打扫得真干净’，我心里特
满足。”46 岁的杨国旗说，年夜饭和其
他环卫兄弟一起吃饺子、看春晚，和家
人通电话互道平安，过个平凡而充实
的年。

特别的春节，人们通过包裹传递
“亲情”。“快递小哥”比平时更忙，日夜
奔走在大街小巷。31 岁的刘阔便是其
中一员。

独自留在北京过年，他更牵挂老
家的亲人们。“听说降成低风险了，整
个人都有干劲，每天都到晚上 11 点，
挣得也比平时多。”他一边抹汗一边
说。

刘阔老家在河北石家庄市东五楼
村，此前村里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采取了封闭管理，父母、妻子和两个孩
子都在村里。

除夕，快递量总算少一点。晚上 8
点多，收工。刘阔邀请同事到他租住的
平房，串点羊肉串，配两个小菜，庆祝
新年，更庆祝老家平安。

不负韶华，不负春光。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

牛年已至，这一个个故事犹如一
颗颗种子，种下力量，孕育希望。

（据新华社北京电）

人间烟火色，最是春节时
——别样的“团圆”故事

新华社记者 姜 琳 王优玲 樊 曦 黄 垚

2 月 11 日是农历大年三十，神东煤炭集团的就地过年矿工吃上了公司
精心准备的年夜饭，一起欢度春节。 新华社发（王 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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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志愿者在给中
铁十四局就地过年的工人拍摄
合影。

连日来，重庆市北碚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幸福照进
来”公益项目摄影志愿者走进
农家小院、工地等，用相机拍下
人们的幸福笑脸，并将照片现
场打印赠送给拍摄对象，传递
美好祝福。2020 年底开始，北
碚区启动“幸福照进来”公益项
目，由北碚区融媒体中心组织
摄影志愿者走进工厂、工地、高
校、乡村进行拍摄，定格不同场
景下人们的幸福瞬间。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春节假期余额已经不足，返程正在向你招手了。自
2 月 16 日开始，2021 年春运进入返程阶段。那么，返程
路安全顺畅吗？个人该注意些什么？

交通运输部门“各显神通”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
16 日全国发送旅客 1745 万人次，比 15 日多发送 200 万
人次左右，迎来春运返程。

为做好春运返程工作，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
举、“各显神通”——

重庆火车站在售票厅设置“老年旅客”专窗，提供
现金购票、改签服务，售票人员与老年乘客仔细核对乘
车关键信息，耐心解答票务问题，并主动为老年乘客打
印行程信息单。

西安北站在售票厅、南北进站口等区域增设口罩
自助售卖机，方便旅客做好自身防护。

延安车站在出站口安装“陕西健康码”无感通行管
理系统，旅客出站仅需出示“陕西健康码”，无人值守闸
机自动进行识别，提高了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通行
效率。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针对老年和儿童旅客，
在购票、进站开辟了专门的窗口和通道，并安排专人为
老人和小孩提供服务，成都客运段还在列车上配备了

“列车妈妈”，为儿童旅客提供临时看护、重点照顾等专
项服务。

“以前坐火车，进站都要检查身份证、车票，平潭这
边可以直接安检进站，确实方便了不少。”在福平铁路
平潭站，来自江西赣州的游客张晓帆边说边给工作人
员出示健康码。

“今年春运，疫情防控是第一位的，我们加大了车
站消毒的频次，提示旅客做好个人防护。”平潭站党支
部书记李飞表示，虽然是新车站，但他们有信心保障旅
客安全出行。

防护指南不可少

返程路上，做好防护很必要。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
表示，返程途中，人员流动大、聚集性活动多，将增加疫
情传播风险，个人应严格遵守相关政策要求，肩负起职
责，做好自己的“安全卫士”。

提前了解返程地防疫政策，及时报告。目前各地对
返乡人员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皆有不同，建议在返程前
先了解目的地的具体防控政策，并提前向目的地所在
社区（村）、单位报备。

保持安全距离，认真进行体温监测。北京西站客运
车间业务指导王琳娜建议，旅客在进站口、安检口以及
验证验票口，要严格按照“一米线”间隔排队，认真进行
体温监测，规范佩戴口罩，在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要始
终做好自身防护，减少集中聚集。

时刻绷紧防疫安全弦，做好行程记录。如搭乘动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
具，个人应记牢班次、时间及座位号，并妥善保存票据，确保一旦出现相关情
况可及时追溯。如乘坐私家车和网约车，也要记下车牌号，并尽量选择坐在
后排，多开窗通风。

一些专家建议，各地公共交通场站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必要情况下
可增设疫情防控监督员，专门督促火车、飞机、大巴车上的乘客落实好防疫
措施。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强化督导，确保有关单位落实好载客率、隔离区等
要求。

服务小贴士请查收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了解交通管
控信息和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自驾出行时，途中遇
到雨雪天气，切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谨慎驾驶。遇有道路流量大、发生交
通拥堵时，请耐心等待，服从民警指挥，切莫争道抢行、开斗气车。长时间驾
驶要合理安排作息，避免疲劳驾驶。

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1 年春运出
行预测报告》显示，春运期间，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返程拥堵程度较高，珠三
角地区出程拥堵程度最高，成渝地区出程较为分散，京津冀地区整体路况较
好，建议旅客错峰出行。

记者了解到，返程途中，部分地区高速公路出现短时拥堵。以湖南为例，
16 日至 17 日，湖南高速形成集中返程高峰期，主要拥堵时间集中在每天 9
时至 11 时、14 时至 20 时；返程易拥堵路段为：长张高速益阳段，京港澳高速
长沙、湘潭段，沪昆高速湘潭、邵阳段等，建议旅客出行前留意路况信息和气
象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选择错峰出行。

民航方面，中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有关负责人建议，有条件的旅客，尽
可能错峰出行，避开春节后返程高峰期；尽量使用手机 App 自助值机和扫码
登机，减少人员直接接触；在机场公共区域、登机口等处都提供了手部清洁
消毒产品，旅客要做好手部清洁消毒。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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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深入实践、踏实苦干，把“十四五”开

局各项工作干得更好。2021年，稷山县要
团结带领全县上下，增强必胜意识、机遇
意识、底线意识，大力弘扬对党忠诚的奉
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勇挑重担
的担当精神、事不避难的攻坚精神，确保

“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一
是坚定不移落实“五抓一优一促”。全力
实施全民招商、帮扶市场主体、发展动能
转换、项目投产达效等“五抓一优一促”
十大行动，每一个行动由一名县委常委
牵头主抓，订方案、建制度、列清单、促落
实，把县委抓经济工作落到实处。重点实
施总投资 44.9亿元的阳煤泉稷 60万吨合
成氨 100万吨尿素、总投资 4.89亿元的永
东化工 4万吨针状焦、总投资两亿元的东

方资源中低碳锰铁、总投资 2.94 亿元的
永东化工特种炭黑等项目，加快建设精
细化工、特种合金、超硬材料、碳基新材
料、印刷包装等产业集群。全年招商签约
力争突破 100亿元，年度固投到位资金突
破 10 亿元。孵化小微企业 300 家，培育

“小升规”企业 10家以上，完成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认定两家。建成省级中小企业

“双创”基地 1 个、市级两个，完成股份制
改造试点企业 6家。在规上企业研发活动
全覆盖的基础上，大力支持企业自主研
发核心技术，研发经费同比增长 15%以
上。小升规重点培育企业建成企业技术
中心 10家。二是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和以

“清、拆、改、种、建”五治并举为重点的美

丽乡村建设。重点实施总投资 3.4 亿元的
晋龙集团 100 万只育雏鸡和 200 万只蛋
鸡养殖、总投资 1.5 亿元的美丽乡村建设
等项目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 3.4 万亩，
特别是在板枣种植、蛋鸡养殖等富民产
业上做实“特”“优”文章，积极申报国家
级蛋鸡养殖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大力
推进和省林投共同融资 10亿元的稷山板
枣种植加工文旅融合综合开发项目，为
运城打造现代农业强市贡献稷山力量。
三是坚定不移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持续
抓好文物保护开发、重点景区建设和“吃
住行游购娱”要素支撑建设，让稷山宝贵
的文物资源、生态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走向市场，造福于民。重点实施总投资 30
亿元的圣王山景区项目、总投资 7亿元的
稷王庙文化广场暨人防工程建设项目

等。精心举办第十一届稷山板枣文化节。
尽快形成后稷农耕文化——万棵千年枣
树——第一土雕大佛——精彩国家非遗
——休闲度假圣王山——5A景区云丘山
精品线路，在运城“知名旅游强市”版图
中彰显稷山亮点。四是坚定不移推进绿
色发展。持续抓好汾河生态修复、植树造
林、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重点实施总投
资 0.88 亿元的西社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工
程等。今冬明春投入资金 5000万元，植树
造林 3 万亩，实现荒山荒沟荒坡、汾河沿
线等宜林地域全覆盖。五是坚定不移改
善民生。持续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社保
等各类民生保障工作。重点实施总投资
5.9亿元的新建县医院项目、总投资 1.3亿
元的稷王初中项目、总投资 1.14 亿元的
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总投资 1亿
元 的 城 市 道 路 延 伸 拓 通 工 程 、总 投 资
6000 万元的“四好”农村公路项目等。同
时，精心抓好疫情防控、县乡换届、事业
单位改革、“三零”单位创建等工作，确保
稷山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瞄准发展方向 确保落实落地

2 月 16 日，游客在云台山风景区欣赏春景。随着气温回升，位于河南省
焦作市修武县太行山区的云台山风景区春意渐浓。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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