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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今年春节，因为疫情的原因，又成了一个“特殊”的新年。在各地都提倡“就地过年”的情况下，如何让这个
春节既暖心又有情？这其中既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有各个家庭的自创小“妙招”……总之，即使不能相聚，
依然温馨快乐。

——编者

春节将至，如何响应“就地过
年”倡议，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
留人又留心？重庆市政协委员对此高
度关注，部分委员还带头行动，为留
渝的人们欢度温暖年出力。

日前，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表示，
将联合有关部门，对安排外地员工
留渝过年并发放不低于 300 元“留
岗红包”的本市各类企业，给予一
次 性 留 工 补 贴 。“ 这 份 ‘ 留 岗 红
包’，既是补贴更是一份真情。”市
政协委员、重庆威琅人力资源公司
董事长黄义奎说，外地员工留渝既
有利于疫情防控，也有助于节后各
企业顺利复产复工，为避免出现

“返工难”打好“预防针”。为此，
他带领集团上下在员工宿舍外又准
备了两栋公寓，组织百余名留在重
庆的员工一同生活、集体过年。“此
外，我们对春节期间留渝的外地员

工在市内旅游产生的费用将全部报
销，让他们在重庆过一个开心的春
节。”黄义奎表示。

另一个留渝群体同样备受政协委
员们的关注——在重庆求学的异地学
子。市政协委员、重庆工商大学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贾鸿介绍说，今年春
节，重庆工商大学将每天在线通过班
级群、年级群、家长群及时传达防控
政策，并动态发布学生留宿情况，及
时进行数据整理、做好信息上报。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也时
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他说，寒
假期间，学校心理中心将继续开展心
理危机干预线上咨询服务，中心老师
的电话和企业微信24小时对全校学
生开放。

既要留下来，还要过得好。如
何让留渝的人们过个充实的快乐
年？一份份“文化大餐”也已经在

送来的路上。
市政协委员、重庆市歌剧院院长

刘光宇表示，春节期间，重庆市歌剧
院（重庆交响乐团）已经备好了“音
乐大礼包”。出于疫情防控考虑，他
们节日期间安排的均是小型音乐会：

“初一到初六每天一场，主要是声乐
和器乐表演。”

刘光宇介绍，初一“闹新春——
民族经典歌曲音乐会”启幕，此后几
天依次将有异彩纷呈的主题音乐会闪
亮登场，既有通俗音乐，又有欧美经
典歌曲，既有经典外国电影音乐，又
有中国影视经典音乐，还有动漫与古
典音乐的交融。“每场演出独具特
色，完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喜好。”
刘光宇说，希望“就地过年”的人们
能够在这场音乐的“合家欢”里尽情
感受岁月流光。

有音乐怡情，亦有阅读静心。

“来图书馆过个书香味十足的文化年
吧！”市政协委员、重庆图书馆馆长
任竞向“就地过年”的人们发出盛
情邀请。他说，重庆图书馆春节期
间不仅不闭馆，还将举办丰富的群
众文化活动，并加大线上服务力
度。其中，“渝城e站阅读”品牌活
动将通过微信小程序开展移动数字
阅读推广；而“过节的味道——传
统节日故事征集活动”则围绕人们
度过传统节日的习俗、奇闻趣事及
所见所闻，向读者征集相关内容的
配图散文和音频视频。

任竞介绍，重庆图书馆还将联
合全市公共图书馆，为老年群体送
上“常青 e 路 幸福夕阳”老年人
数字阅读系列培训，“开启老年人丰
富的数字化生活，尽力缩小和弥补
老 年 群 体 和 年 轻 人 的 数 字 ‘ 代
沟’”。

就地过年，你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凌云 通讯员 陈钰铃

临近春节，上班路上的人流稀疏了
不少。特别是上海1号线地铁车厢内，人
们三三两两地站着，不似往日那般拥
挤。回想起夏天时的上海地铁，上下班
早晚高峰像“塞油面筋”一般，人挤
人、肩并肩，空气不太通畅的车厢内经
常弥漫着各类奇怪的味道，让人苦不堪
言。

北上广深上班一族中，上下班早晚
高峰总是卡在那几个时间点上。比如上
午7:30~9:00，是各路“高手”比武之
时：特别是去往市区的公交车站和地铁
站点，有的人如羚羊矫健、有的人如万
马奔腾、有的人如猎豹敏捷……见缝插
针，左躲右避；更有踩着高跟鞋横穿马
路飞驰而过，人头攒动间，踩踏不可避
免。再比如下午17:30~18:30，是各路

“神仙”驾云回洞之时：焦急看着手上腕
表，揉着饥肠辘辘的肚子，挤不上车又
要再等10分钟，神情烦躁；尤其是天气
炎热之时，人们有的摇着扇子、有的涂
着风油精、有的拿着小电风扇和手帕，
怎么都不舒服。

将视线从马路上转移到某写字楼的
大堂。只见指纹打卡机和电梯前都排起
了长队，不禁让人担心这些机器是否能
承受如此“重压”。某科技创业园区大门
前，很多人在园区门口不停摁手机，原
来那是一种新的上班打卡方式——企业
微信，它的好处是在距离公司不远的地

方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上班打卡。虽然打卡的
方式不同，但无非归集为4个固定的字“上
班、下班”！上班迟到要被扣除绩效，下班
早退要被处以罚款。

想想现代人每天要面对的工作压力，
以及如此让人“崩溃”的通勤环境，笔者建
议：不如在一线城市推广和鼓励企业实行弹
性上下班制度。这样既可以缓解城市公交和
地铁的乘运压力，有效防止疫情在人多聚集
的地方被传播和扩散，还能让独生子女挤出
时间照顾老人和孩子。

具体来说，弹性上下班制度就是每天
的上下班时间范围由自己决定。可将每天上
午的7:30~10:00设定为上班时间范围，每
天15:30~18:00为下班时间范围，只要在这
个时间范围内打卡上班、下班，上班时间满
足8小时、能完成本职工作即可。

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好处是能让更多
在职场身心憔悴的年轻人得到减轻和放松，
灵活错峰不再为了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而机械
活着，不再为了焦虑而焦虑。遵守时间固然
是美德，但人是高级生物，人和机器总是有
区别的，不应用上下班固定时间打卡将人禁
锢起来。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给经济带来的发
展和腾飞，固定时间的上下班制度已渐渐成
为人们工作中的累赘和不合理现象。盼望弹
性上下班制度能为上班一族的健康和未来打
开一扇美好的窗，也为了人们不再焦虑迈出
健康一步。

让弹性上下班为上班族“减负”
步亚辉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但今年春节因疫情的影响，让
出行成了难题。

前不久，我接到村里干部
打来电话，劝我没有重要的事
就不要回家过年。公司也大力
宣传，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十
分严峻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出行，减少在途风险，
鼓励我们就地过年，确保疫情
不因春运扩散。

出门在外多年，就地过
年，对我来说还真是第一次。
如何在就地过好年，成了这几
天家里谈论最多的话题。

妻子说，过年回家，主要是
想看看母亲，陪母亲说说话，吃
母亲做的饭。既然今年回不成，
我们就自己做一点腊肉、香肠。
我说好，今年过年家乡味必不可
少。孩子也非常赞成，马上在网
上购买了灌香肠的机器。

过年不能回去看望老人，总
感觉没有尽到孝心。孩子看出了
她妈妈心中的愧疚，安慰到：今
年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礼物不
能少。如今快递方便快捷，我们
给老人买些衣服、外面的美食，
快递回去，也可以表示我们的孝
心。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过年我

们在群里来一次视频，您多陪外
婆说说话，多问候、多安慰、多
发红包，搞得热热闹闹，一样是
一个开心年。

今年就地过年，我还有一个
小小的愿望，因为平时工作忙，
买了很久的一本书还未看，趁今
年春节不回家，有时间，想把这
本书看完。看书、写作、与文字
打交道，是我最高兴的事。

我们一家人越谈越高兴，对
今年就地过年充满期待。就地过
年，所有的仪式都不减，贴春
联，挂灯笼，开开心心，热热闹
闹，过一个幸福快乐年。

就地过年仪式不减
王中平

单位统计员工春节放
假动向，好多人都选择留
在工作地过年，我也选择
留在了原地，也是响应政
府号召，减少流动，减少
感染，为国家作贡献。

和父亲视频，向他老
人家说明了原因，他并没
有不高兴，而是很支持我
的选择，反而安慰我不要
想家，不要担心他，要把
抗疫放在首位，在工作地
好好过年。

本来，中国人就有回
家 过 年 的 传 统 ， 从 内 心
讲 ， 谁 都 想 在 春 节 赶 回
去，陪着家人一块过年。
可今年赶上了疫情，作为
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社
会的安全，为了家人的安
全 ， 选 择 留 在 工 作 地 过
年，就是贡献力量。

今 年 不 回 老 家 过 年
了，好多人说出话来那么

的自然，那么的平和，没有一点怨言，这就是格
局。

单位的老肖家在石家庄，他一个人在工作地。
为了不给家里添乱，他选择留在原地过年。问他为
何不回，他笑笑说，不就是几天的事吗？回去还要
做核酸检测。特别是从石家庄返回工作地，还要隔
离，耽误工作不说，待在家里也着急。“工作地的
人都是固定的，如果没有外来人口，那整个城市就
安全多了。”在工地上打零工的老曹如是说。

所以，别小看了这些农民工，他们情怀朴素却
依然高尚。在外务工一年，该是回家和老婆孩子团
圆的时候，可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全，为了家人和
自己健康，他们选择了留守，真的难能可贵。

当然，原地过年也很好。几个老乡一起，有吃
有喝，也别有味道。

司机小金和女朋友在一起，早早把老家特产和
土鸡、土猪肉带过来，放在冰箱里，等着过年的时
候吃。他说，在工作地过年，意义很特别。

没有人为回不去发愁，大家都是自觉的，开心
地响应号召，以大局为重，从我做起，享受着另类
的新年。

这几天，小区的红灯笼挂起来了，道路边的树
木亮起来了。彩色的灯，红红的灯笼和对联，比家
乡的年味还要浓。站在楼上看看城市的夜景，在单
位的公寓里，在租住的小屋里，喝几杯酒，看几部
电影，欣赏几台联欢晚会，和家人视频，聊聊天，
问候一下，年就有味了。

有时候，过年不一定就是团聚，分开了，思念
一下，也是年味。

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在工作地过年，也会如期
而至，也是祥和的，充满期待的。

不回家，心在一起，年就在一起。

今
年
不
回
老
家
了

潘
新
日

清晨打开手机，微信上的一条
未读信息迅速弹出：“侄儿，估计你
们今年不回来过年，我下班后联系
快递师傅，给你们家寄了些家乡特
产，虽然无法聚首，但乡味不能缺
席啊！”

如此暖心的话语，让我忍不住再
次轻点头像，没错，和想象中的一
样，发来信息的就是我的大伯父。

大伯是我父亲的兄长，父亲这代
人里面，大伯的家族观念最强。记得
我念高三时，他到访过无数次，每次
我都会迎上他充满关切和鼓励的目
光。高考查分时，由于当年电脑并未
走入寻常百姓家，大伯便骑上摩托车

带我去网吧。考上大学后，他欣喜万
分：“不错！咱家几代人里面，你是
第一个大学生，可喜可贺啊！”

大伯的家在镇上，三层高的小洋
楼，房子宽敞，是由两座院子并连在
一起的大宅院。他平日喜欢种菜，日
子过得丰盈快乐。祖父母去世后，逢
到过年，大伯就担纲岁末家庭聚会召
集人的角色。包括我家在内的叔伯堂
兄妹们都会受邀出席，齐聚一堂，共
话流年。少年们于饭毕后，聚在一起
踢足球；大人们则在“雪屋三盏酒，
炉火一锅肉”的氤氲水汽中，畅叙亲
情，期许着来年的愿景。

大学毕业后，我旅居他乡，不久

父母也从老家来我所在的小城定居。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家乡一盏
灯。”每年春节前，无须大伯电话提
醒，父母、我以及妻儿便如倦鸟归
巢，风雨兼程地踏上归程。

今年因疫情影响，回家过年的期
盼暂时中止了，只能在异乡隔着屏
幕，互诉思念。都说味蕾是一条情感
路，暂时的分别让细腻体贴的大伯采
撷舌尖上的美食，成功稀释掉我们内
心的些许乡愁。

收到快递后，父母都很感动。父
亲和大伯道完谢后，似乎又想起了什
么。次日，他和母亲专程去了一趟菜
场，买了很多萝卜、辣椒回家。

父母将白萝卜洗净后切成细条，
装入一个大的容器，铺一层萝卜，然
后将辣椒切碎，放入油锅中翻炒，待
萝卜入味后，萝卜辣椒酱就做好了。

“闺女，你今年不能和我们团
聚，知道你从小爱吃辣，我就给你寄
了点你爱吃的辣椒酱。胃知乡愁，这
是你大伯教给我们的！”母亲手指轻
点，给远嫁他乡的妹妹发去这样的微
信。

“大伯大婶他们也爱吃萝卜辣椒
酱，别忘给他们寄呀！”妹妹迅疾打
来视频电话，再三交代。

“能忘掉他们吗？咱买的时候就
考虑到了，几个叔伯兄弟都有一份
哩！”母亲笑着说。

庚子岁尾，疫情未除。然而，亲
戚间那无端幸福的浓情却透过家乡美
食弥散开来，袅袅而舞。于是，我有
感于这种亲情的表达——即使遥隔千
里，乡味却从未缺席。

味蕾深处，即是故乡
夏飞雄

一大早，“就地过年年味不减”“留京过
年 暖在身边”的条幅就已经挂在北京石景山
区鲁谷街道六合园南社区里。“在这儿一样能
把年过好！”保安员鲁建园的老家在山东，但
考虑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他和保安队的 6 个
人都不打算回去了。另一边，居委会工作人
员向留京过年的外地居民发放装有春联、福

字、窗花和红包的春节小福包，提前祝福大家
春节快乐。

为了营造春节氛围，除扮亮社区外，鲁谷街
道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云拜年、结对包饺子
等，鼓励各居委会开展多样温馨活动，让过年丰
富多彩。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慢慢归家路，拳拳守护情。牛年的脚步越来越近，由北京朝阳开往哈尔滨
西的G915次列车3号车厢内“年味”十足。“平安站车路、金盾护你行”的横幅
十分醒目，吉祥喜庆的春联、福字、窗花悬挂四周，格外抢眼。此时，列车乘
警正走到旅客中间，不但提前给返乡的旅客送祝福、送礼物，还通过现场讲
解、演示等形式，提示旅客在乘车期间全程戴好口罩、尽量减少用餐次数、注
意手部卫生、与人保持适当距离、自觉配合列车工作人员扫码测体温。给旅客
们呈现了一堂做好自身防护、安全乘坐高铁列车的“微”课程。

席贝 摄影报道

乘警护航回家路

政协委员主动履行职责，认真撰
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自然希
望提案中的建议能得到落实。不过，
让北京市政协委员、华能国际电力开
发公司审计部主任王文勇称道的，却
是一件没能落实的提案。

王文勇在走访调研时发现，位于
北京市永定门东街7号、天坛公园南
门东侧100米处的东城区景泰小学大
门紧临二环辅路，该路为一上一下双
向两车道，学校门前的永定门东街路
窄车流量大，距离学校大门西侧 30
米处即是进入二环主路的出入口，也
是左安门桥至永定门桥进入二环主路
的唯一出入口。

这条路车流量大，而景泰小学共
有师生 1900 余人，一到上下学时
间，门前就被接送学生的老年代步
车、私家车等车流堵得严严实实。胆
子大一些的学生从车流的缝隙中跑
过，胆子小的就一直在马路边等着，
很不安全，校门口发生拥堵和剐蹭事
故时有发生。

为此，王文勇在北京市政协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提交了《景
泰小学门前东侧修建过街天桥或地下
通道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在景泰小
学门前东侧修建一条过南二环的过街
天桥或是地下通道，这样既能提高路
面行车速度，也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还可以解决上下学校门前拥堵的
问题。

几个月后，王文勇忽然收到了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长达1800多字
《关于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第 1021号提案的答复意见
（A类）》，将提案落实流程及具体办
理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答复中提到，景泰小学门口道路暂
不具备建设天桥或地下通道条件。一是
该条道路为建成道路，路幅较窄，道路
下面热力、燃气、通信、给排水等设施
管线管网密布。同时，道路北侧绿化带
下有一条与道路平行的600毫米自来水
供水干线，埋深不足2米，如果建天桥
或地下通道，此处正是出口位置，无论
是建设天桥或地下通道都会受到影响。
二是依据《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
术规范》要求，天桥与电线垂直距离最
小不得小于6米，而此处的电力架空线
距离地面仅5米左右，也不符合建设过
街天桥的技术规范。

此外，回复还认为，上下学时，学
生家长将车辆短时聚集在本就不够宽阔
的道路上是导致拥堵的根本原因，即便
建成天桥或地下通道依然不能解决问
题。

王文勇说，尽管他的建议没被采
纳，但收到这样的答复他非常满意。更
令他感动的是，东城区政府同时就学校
门口道路拥堵问题提出了其他具体解决
方案和措施：对该条道路的路侧停车、
交通组织等进行优化，增加警示标识提
醒过往车辆前方学校减速慢行；在门前
两侧道路适当位置增设减速带和减速标
识；移除道路两侧部分绿篱；调整灯
杆、架空线杆间距，拓宽校门口人行过
街道路宽度；建议学校采取分时段上、
下学；严格执行一校一策、一校一警要
求等。

东城区政协委员、景泰小学校长陈
培荣告诉记者，如今，学校门口道路标
识增多了，绿篱拆除了，城管及民警每
天上下学都按时来学校维持交通秩序，
再加上学校错峰放学，拥堵状况已经好
了很多。

一件未被采纳的提案
本报记者 徐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