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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
佳节倍思亲。”春节将至，年
味儿渐浓，归乡情切，实属人
之常情。浓浓的年味儿凝聚
的不只是游子心中最珍视的
情感，还是心底那缕最温暖
的牵挂。回家过年、桌桌团
圆 ，是 每 个 中 国 人 心 中 的

“年”，浓缩着无尽的骨肉亲
情和家国情怀。

正因为春节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是中国人心中
分量最重的传统节日，当春
节遇上突如其来的疫情，才
使得“原年人”“就地年”等新
晋热词就地出圈，一系列“就
地过年”的相关话题热度日
渐趋高。面对当前复杂严峻
的疫情形势，今年的春节注
定不同寻常。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和
聚集无疑是对疫情防控的一
个大考。“原地过年，非必要
不返乡！”连日来，多省市相
继发出倡议人们就地过年的
通知，鼓励微信视频、电话拜
年，移风易俗文明过年，很显
然，在疫情面前，这种倡议很
是必要。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就地过年，虽
然会有不能亲友大团圆的遗
憾，但能够减少人员流动，切
断传播链，为防控疫情作出
贡献。值此特殊时期，你我
平安才是最好的团圆。回家
过年是亲情，就地过年同样
是守护亲情。面对“返乡”与

“留守”、“团聚”与“平安”的
两难抉择，就地过年也算是
一份特殊时期的家国情怀，

“原年人”以另一种方式为国
家和社会出一份力、发一分
光，尽己所能，守望相助。

其实，“走亲访友”也并
非只能面对面，互动还可以

“线连线”“云团圆”。互联网
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就地过年，我们不妨通过电
话、视频连线等各种渠道和
方式问候长辈、关心晚辈、与
亲友联络感情，相信双方都
会给予理解。另一方面，在
倡导原地过年的同时，各地、
各部门也要为那些留下来的

“原年人”做好各项保障工
作，保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
足，营造温馨过节氛围，让他
们能真正感受到异地过年的
温暖，感受到国家的温度。

此心安处是吾乡，惟愿
家国两平安。让我们一同守
护这个特殊时期的节日，度
过一个文明祥和、平安幸福
的春节，共同迎接辛丑牛年
健康、美好的春天。

文明过春节，
共同守护
平安幸福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通讯员 李琳

“今年春节，希望大家自觉不串门，不组
织、不参加聚集性聚会聚餐活动……”这几
天，临漳县狄邱乡东狄邱村村口的“大喇叭”
不时响起，村党支部书记吕付河在给村民们
讲文明过节的事。

“春节临近，年味儿越来越浓，有的村民
已经买好年货。但越是这时候，越不能放
松。”吕付河说，这几天，他一直提醒村民们
过年的时候不要串门、不要聚集。“大家可以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拜年。”

“通过视频拜年，感情也是一样的”“疫
情散了，再聚也不晚”“咱老百姓最大的心愿
就是，亲人们健康平安”“不串门不聚会，健
康年才是幸福年”……“大喇叭”的倡议得到
村民们的一致认同。

“最近，村民们疫情防控意识明显提升
了，不少村民主动打扫自家房前屋后，环境
好了，村民们心情更好了。”吕付河介绍，响
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不少村民还主动要
求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就地过年。

一边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一边做好
移风易俗各项工作。“现在是疫情关键时期，

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非常危险，希望你们家简
办丧事，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防控风险。”前些
天，村民吕所银因病去世，吕付河和一名村
干部找到吕所银的亲属，为他们讲政策，耐
心劝导，让其了解疫情防控的严峻性。

“仔细想想，村干部也是为了我们老百
姓着想。在特殊时期，不聚集不仅是对自己
健康负责，更是对他人健康负责。”在吕付河
和村干部的劝说下，吕所银家属决定简办丧
事，取消了酒席，并通知外地亲友不到现场
吊唁，本地亲朋好友吊唁完就离开，避免了
大批人员同时聚集。

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原本是村民
贾梦臣举办婚礼的日子，宴会酒店和婚车都
已经订好。“考虑到疫情防控形式，加上村干
部上门做工作，我们两家商量，将婚礼延
期。”贾梦臣说，“疫情结束后，再另选好日
子，婚礼延期幸福不延期。”

吕付河说，疫情以来，临漳县印发了通
知，要求做好婚丧事宜移风易俗和疫情防控
工作，防止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聚集。经过一
段时间的宣传、引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已
经深入人心，近一个月时间，村里红事推迟2
家、白事简办6家。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隔离期满了，只要有需要，我还会回到
一线。”2 月 3 日，冯增博语气坚定地告诉记
者，目前他正在接受隔离观察。1月11日至28
日，他一直在南宫市某隔离点进行志愿服务。

冯增博是中通南宫市段芦头镇网点负
责人，老家是清河县。“往年都要回老家，今
年回不去了，就在这继续志愿服务吧。”

疫情突如其来，冯增博一直关注着疫情
的发展。1 月 11 日，他在网上看到当地政府
招募志愿者队伍进驻隔离点的消息。“说实
话，进驻隔离点，我也犹豫过，毕竟那是与病
毒‘短兵相接’，但我转念一想，既然回不了
家，那何不做点有意义的事。”

“放心吧，只要做好防护，没有问题的。
这些事，总要有人做的。”几番思量，多次和
家人沟通，冯增博报了名。

提前预想过可能遇到的危险和辛苦，但
进入隔离点的第一天，繁重的任务还是让他
差点“吃不消”。

“1 月 11 日，我就进驻隔离点了。”在隔
离点工作必须身穿防护服，冯增博每天跑上
跑下送物资，常常浑身湿透。“隔离点是由学
生宿舍改造而成，一共5层楼，没有电梯，我
们只能爬楼梯。”

在隔离点工作，不仅仅要照顾被隔离人
员的生理需求，冯增博还常常注意他们的心
理变化。

“开始的时候，被隔离人员对疫情缺乏
心理准备，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少人情绪
出现很大波动。”我们不能和他们面对面交
流，就得用行动让他们安心。

在隔离点，冯增博总是尽量满足被隔离
人员的不同需求。

隔离时间长，年纪小的被隔离者情绪容
易不稳定，经常哭闹。“我会利用送饭、送水的
时间，开导这些小朋友。”冯增博说，有的小朋
友想见爸妈，在做好各项防护措施的条件下，
他就拿出手机让小朋友和家长“见面”。

在隔离点，热心开朗的冯增博成了被隔
离人员的“贴心管家”。

为了给被隔离人员补充维生素，冯增博
想方设法筹集了一批水果送到房间；有人长
期服用慢性病药物，他就联系药房，解决他
们的用药难题；暖气管道坏了，他和其他志
愿者拿来扳手、管钳等工具一起修……渐渐
地，被隔离人员被冯增博和其他志愿者们所
感动，主动配合隔离观察工作。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节日，今年情况特
殊，回不了家。留下当志愿者，过个特别的春
节，也挺好！”冯增博说。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孟书记，想问一下现在咱们社区办理
白事的相关政策。”日前，家住唐山市东新苑
社区的李先生拨通了东新苑社区党委书记
孟校谦的电话。

“特殊时期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红事
缓办、白事简办，白事尽量减少人员聚集，提
倡进行小规模家庭追思……”孟校谦耐心解
释着。东新苑社区是老旧小区，为了切断疫
情传播途径，第一时间针对社区群众较为关
注的红白事印发了《关于疫情期间红事缓
办、白事简办的倡议书》。

拉横幅、移动音响大喇叭、微信推送、电
话询访……面对疫情形势，社区不断加强疫
情防控的宣传力度，多形式、全方位大力倡
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孟校谦表示，首先
要加强居民在思想上的认识，红事、白事容
易造成人员聚集，面对较为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春节期间更不能放松，从而确保居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除了从思想上加强居民对疫情防控的
重视度，还要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尤其对特殊
群体做好更为细致贴心的服务和必要帮助，
让居民想留、能留、留得好。”孟校谦介绍，辖

区2776户，209个单元，其中有52户外来务工
人员，社区通过摸排从居民的实际出发，逐一
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走访慰问。

来自邯郸的租户王女士来唐山务工三
年，往年过年都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今年
她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本来打算月底
返乡的，但为了巩固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
我决定响应号召，留下来，原地过年。”1月30
日，还没等上门拜访的孟校谦和志愿者们开
口，王女士就主动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感谢您响应政府的号召，咱们放弃这
一时的相聚，也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团圆，我
就住在附近，有啥需要随时联系……”孟校
谦说，问群众所需，忧群众所忧，疫情期间更
要相互关爱，做好居民思想工作，让他们后
顾无忧。

年前人员流动大幅增加，是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持续深入动态摸排重点人群的同
时，对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也不容忽视。“疫
情防控不松劲，平平安安迎新春。”孟校谦表
示，节前将对辖区养老院、饭店、药店、商店开
展系统排查，定期检查卫生消毒，严格做好外
来人员上报工作，引导经营者自觉做好日常
疫情防控，营造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良好氛
围，让大家过个平安幸福年。

□河北日报通讯员 胡长祥 记者 薛惠娟

“快过年了，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买的东西，一
会儿寄回老家。”日前，在邢台市南和区三思镇的
长红玻璃有限公司，53岁的孟宗祥兴奋地向笔者
展示自己为家人准备的年货。

老孟是公司一名技术人员，老家是河南省济
源市。元旦假期他就留在公司，计划着赶到春节再
回老家过年。没有想到，元旦过后河北省多地突发
新冠肺炎疫情，各地采取了防控措施。回老家还是
留在南和过年，着实让老孟纠结了一阵子。

“过年是团圆的日子，妻子和年迈的父母都
在老家，一年到头总得回家看看。”年过五旬的老
孟把家人团圆看得很重，“往年不管在哪儿工作，
都会赶回家过年。”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当地政府倡导就
地过年，公司也告诉大家尽量留在当地，减少流
动。”眼看着到了年根底下，他打定主意留下来，

“等到春暖花开疫情过去，再回家和家人团聚。”
公司共有 647 人，大约 7%来自外地。老孟听

说，今年春节，将有38名外地员工留在南和过年。
为让留厂员工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浓浓的

年味儿，当地政府和企业多措并举，精心准
备春节食谱，希望他们过个“幸福年”；发放米、
面、油等员工福利，让他们过个“舒心年”；台球、乒
乓球、篮球场全天开放，过个“健康年”，大年当天
慰问在岗员工，过个“温暖年”。

这些暖心举措，让老孟心里更踏实了。
“公司是我的另一个‘家’，我多留心点，让守

着家的同事们过个团圆年。”第一次在外地过年，
他还主动提出在大年初一值班。

他提前打了电话，拜托妻子照顾父母，“虽然
不能回家有些遗憾，但更希望家人平安。”

“现在通信条件好了，大年初一准备视频连线，
家人也都能通过视频面对面。”孟宗祥说，“其实，我
还有个小心愿，就是我们留守的河南老乡欢聚在一
起，包饺子、看电影，身在异乡却同样有着浓浓的年
味，在车间里过个别样的春节，也很暖心。”

发放津贴、减免房租、抽奖活动、免费游景点、
年夜饭……为做好疫情防控、助力企业稳岗促产，
连日来，南和区还推出了一系列诚意满满的留工优
工“政策大礼包”，呼吁企业员工“就地过年”。

“只要真情在，在哪儿都有年的味道。”一句
话道出了外地人的心声。

□河北日报记者 卢旭东

1 月 28 日 19 时 40 分，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
时，石家庄桥西区长兴街道应急保障车队队长佟
雁祥正在车站等着接一位返石大学生。

眼瞅着乘客所乘的高铁晚点了十多分钟，佟
雁祥有点着急，因为一会儿他还要去送一位滞留
旅客。

和大学生李磊碰面后，佟雁祥赶紧接过小伙
子手中的行李箱，把他带上了车。大约15分钟后，
到达目的地。李磊再三向佟雁祥道谢。顾不上过
多寒暄，佟雁祥又赶忙去接下一位乘客。

“根据疫情防控整体安排，1月9日，石家庄公
共交通暂停运营，坐火车返石的乘客出了车站回
不了家。”佟雁祥告诉记者，这次疫情发生后，他所
在的桥西区长兴街道招募司机志愿者，组建应急
保障车队，他知道消息后，第一个报名参加。“我们
这十几天来，几乎每天‘驻扎’在火车站，主要负责
桥西区返乡滞留旅客和返石大学生的接送工作。”

在佟雁祥看来，接送乘客回家，让他们跟家
人相聚、团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团圆的幸福
与喜悦总是让佟雁祥感动，不过，他自己今年却
不打算回天津老家过年了。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今年咱就地过年，
不回老家了！”佟雁祥说，他在石家庄生活了近30
年，这里早就成了他的另一个故乡，前几年想把

年迈的母亲接过来一块生活，可老人家一直舍不
得离开家，他们一家索性就每年过年回天津老
家，陪老母亲一块过年。

“前几天，我跟老妈说了不回去过年的事，她有
点遗憾，不过也很理解。她知道我在疫情期间从事的
工作后，基本上每次打电话都会叮嘱我做好防护。”

过了年，佟雁祥就59岁了。十几年来，他热衷
公益事业，妻子黄健也是一个“热心肠”。去年疫
情期间，夫妻俩都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

今年，疫情又卷土重来，佟雁祥当起了城市
“摆渡人”，黄健参加了社区的志愿服务。

“好在，这段时间石家庄疫情逐渐向好，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也逐渐恢复了，我们的任务也差不
多要告一段落了。”不过，任务完成后，佟雁祥还
是没打算休息，“过年这段时间，社区疫情防控压
力很大，我打算到社区当志愿者，协助执勤和病
毒消杀工作。”

谈及今年这个“年”打算怎么过时，佟雁祥笑
着说：“今年就打电话拜年吧！以往正月里，我会
和石家庄的战友们互相串门、聚会，今年也别聚
了，等疫情结束了，大家再相聚。”

佟雁祥还告诉记者，今年过年，他会让妻子
多准备点菜和肉，等除夕那天，多包点饺子，给小
区里的孤寡老人们送去。“今年过年，肯定好多家
庭都没法团聚，不过，特殊时期，大家团结起来共
渡难关，也是最好的团圆。”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2 月 3 日凌晨 2 时 30 分，石家庄中山路平安
大街至建设大街路段，鲜有车辆驶过，平时这里
是商业区、人流量大，此刻格外安静。

空旷的街道上，负责该路段路面清扫的长安
区环卫大队清扫二科的9名值班人员正准备开始
新一天的晨扫作业，今年42岁的清扫班班长翟伟
彦已早早到位。

“大家再检查下工作服的反光条，注意过往
车辆，互相照应。”街边设置的环卫工具箱前，翟
伟彦集合班组成员，发放清扫工具，强调夜间作
业的注意事项。

翟伟彦介绍，晨扫从凌晨开始，一般到早上6
时左右结束，4个小时里，至少完成两遍路面全面
清扫。

由于夜间温度低，棉帽、围巾、手套成了必
备，班组里每人都装备到只露出一双眼睛。翟伟
彦掖了掖颈间的围巾，握紧长约2米的大扫把，开
始有节奏地一下一下甩起来。

翟伟彦介绍，清扫路面时，先将人行道上的路
面垃圾清扫至路边一侧，再沿路边将垃圾集中到
一处进行收集，清运时，连同路边果皮箱内的垃圾
一同清运走。“一个晨扫能清运三五辆车垃圾，路

段两侧全部清扫一遍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翟伟
彦说，晨扫作业完成后，班组所有成员，共计14人，
自6时至22时，将不间断安排人员分时段值班，保
障道路清洁，每人一天至少能走上三四万步。

“盯着星星、月亮出来，再盯着星星、月亮回
去。”翟伟彦说，365天，天天如此，每次看到用自
己的双手把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大家有一个良
好出行环境，自己心里也高兴。

翟伟彦所在班组还是长安区唯一的女子清扫
班，说起自己的班组，她言语间满是自豪，“我们这
个班很有名的，获过不少奖，是省会环卫行业的劳
模集体，还多次被授予‘巾帼文明示范岗’等称号。”

这份荣誉与班组多年来保持的一丝不苟、从
不懈怠的传统分不开，不论双休日、节假日，大家
始终坚守在岗位。“咱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就要搞
好城市清洁。”作为班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个，翟伟
彦每次都愿意往前冲，平时多承担些。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出行人员增多，翟伟彦
也到了忙碌的时候，踏入环卫队伍20年来，她几
乎没有回过行唐县老家过年，每次大年初一一早
的饺子，都是前一天晚上包好，早上完成清扫作
业直接回家煮上。

她说，既然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那么就一定
要干好，“今年继续坚守岗位，把工作做得更好”。

临漳县狄邱乡东狄邱村移风易俗过春节

“不串门不聚会，
健康年才是幸福年”

南宫市快递小哥冯增博坚守抗疫一线

“留下当志愿者，
过个特别的春节”

唐山市东新苑社区党委书记孟校谦

“疫情防控不松劲，
平平安安迎新春”

邢台南和区长红玻璃有限公司邢台南和区长红玻璃有限公司
外地员工孟宗祥留岗过年外地员工孟宗祥留岗过年

“只要真情在，
在哪儿都有年的味道”

石家庄桥西区长兴街道应急保障车队队长佟雁祥

“大家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也是最好的团圆”

石家庄市长安区环卫大队清扫二科翟伟彦

“今年继续坚守岗位，
把工作做得更好”

文明快评

2月 3日凌晨，翟伟彦正
在进行晨扫作业。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摄

◀唐山市东新苑社区志
愿者张贴春节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提示。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春洁摄

◀临漳县狄
邱乡东狄邱村村
民楼玲和女儿正
在家中张贴窗
花。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艳红摄

▶长红玻璃有限公司的
外地员工孟宗祥正在挂灯
笼。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 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