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不返乡春节不返乡 就地过好就地过好年年
万 政

又是一年春节时又是一年春节时，，今年的除夕夜依今年的除夕夜依

然有人无法与家人团圆然有人无法与家人团圆。。或因防疫所或因防疫所

需需，，或因职责所在或因职责所在，，或因前途所系或因前途所系，，他们他们

选择了就地过年选择了就地过年。。人在异乡人在异乡，，但过年是但过年是

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记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记忆，，无论在无论在

何地何地，，年味不能淡年味不能淡，“，“过个好年过个好年””饱含了饱含了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

年味之浓年味之浓，，在乎在乎““关怀关怀”。”。过年关过年关，，也是也是

过疫情防控关过疫情防控关。。早在春节来临前早在春节来临前，，各地各部各地各部

门就已行动起来门就已行动起来，，总结防疫经验总结防疫经验，，不断提高不断提高

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强化保障能力强化保障能力，，加强统筹安排加强统筹安排，，稳稳

定物资供应定物资供应，，努力满足人们休闲娱乐需求努力满足人们休闲娱乐需求，，

充实精神文化生活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留人更留心留人更留心，，惟有通过惟有通过

一项项务实且充满人性化的举措一项项务实且充满人性化的举措，，念及生活念及生活

的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才能让就地过年的群众感受到才能让就地过年的群众感受到

家的温暖家的温暖。。

年味之浓年味之浓，，在乎在乎““团圆团圆”。”。信息技术为年信息技术为年

味提供了新的载体味提供了新的载体，“，“云端云端””相聚成为了很多相聚成为了很多

人的选择人的选择，，不断发展的技术让人们有了更多不断发展的技术让人们有了更多

““沉浸式沉浸式””的体验的体验。“。“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异乡的异乡

客客，，也能感受也能感受““天涯若比邻天涯若比邻””的亲切的亲切。。一条短一条短

信信、、一声问候一声问候、、一段祝福⋯⋯虽人不能至一段祝福⋯⋯虽人不能至，，但但

情能触达情能触达，，见与不见见与不见，，皆是思念皆是思念，，心中有牵心中有牵

挂挂，，便是团圆年便是团圆年。。

年味之浓年味之浓，，在乎在乎““新意新意”。”。一代人有一代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年味人的年味，，传承千年的春节文化传承千年的春节文化，，也在发展也在发展

中迎来许多新的表达中迎来许多新的表达。。就地过年带火了就地过年带火了““预预

制菜制菜”，”，老字号们纷纷推出半成品年夜饭老字号们纷纷推出半成品年夜饭，，让让

无法返乡的游子也能吃上家乡味道无法返乡的游子也能吃上家乡味道。。许多许多

博物馆推出博物馆推出““云逛展云逛展”，”，让传统文化插上了让传统文化插上了

互联网的翅膀互联网的翅膀，，飞入更飞入更

多 百 姓 家多 百 姓 家 。。 各各

种充满种充满““国潮国潮””

风 格 的 文风 格 的 文

创 产 品 走创 产 品 走

红 市 场红 市 场 ，，

让文化认同感在古老春节元素与新潮时尚让文化认同感在古老春节元素与新潮时尚

的碰撞与结合中愈发深刻的碰撞与结合中愈发深刻。。今年春节今年春节，，我们我们

还将迎来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奥会还将迎来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奥会。。来场冰来场冰

雪之约雪之约，，也不失为新鲜的过年体验也不失为新鲜的过年体验。。

年味之浓年味之浓，，在乎在乎““奋斗奋斗”。”。一年之计在于一年之计在于

春春，，依然有无数坚守岗位的人们依然有无数坚守岗位的人们，，为新春佳节为新春佳节

备注上备注上““奋斗奋斗””的注脚的注脚。。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

足的人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的人。。他们或披一他们或披一

身白甲身白甲，，奔波在防疫前线奔波在防疫前线；；或着一身军绿或着一身军绿，，戍戍

守在祖国边防守在祖国边防；；或穿一身明黄或穿一身明黄，，清扫于城市街清扫于城市街

道⋯⋯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道⋯⋯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过年不只有中过年不只有中

国红国红，，还有五彩斑斓的奋斗篇章还有五彩斑斓的奋斗篇章。。他们是这他们是这

个新年里平凡的一员个新年里平凡的一员，，也是这个新时代也是这个新时代

里耀眼的一员里耀眼的一员，，他们把对未来的向往他们把对未来的向往，，

藏在春天的故事里藏在春天的故事里，，用接续奋斗诠释着用接续奋斗诠释着

““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朴素愿望的朴素愿望。。

就 地 过 年就 地 过 年 ，，是 为 了 更 好 的 明 天是 为 了 更 好 的 明 天 。。

愿年年皆胜意愿年年皆胜意，，岁岁常欢愉岁岁常欢愉。。

黑土地上过大年
本报记者 马维维

“客电 K7222 次列车开过来，

四道发车，开放信号。”中国铁路哈

尔滨局有限公司牡丹江车务段海

林站行车室内，23 岁的内勤助理值

班员王维泰正全神贯注地指挥列

车。这是王维泰来到黑龙江的第

一个春节，也是他的第一个春运。

王维泰的家乡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上大学

时，他要乘坐 19 个小时的火车外出求学，铁路对他

来说既新鲜又好奇。2021 年 6 月，王维泰大学毕业

后，通过招考层层筛选如愿进入哈尔滨铁路系统工

作，成为海林站的一员。

今年是王维泰离家在外的第一个春节，从“黄

河明珠”到 2000 公里外的北国“雪城”，王维泰面临

很多挑战，环境陌生、气候寒冷、饮食不惯⋯⋯“这

是我第一次在异乡过年，说不想家是不可能的。”王

维泰说。

在家乡时，每年春节王维泰一家 15 口人都会

穿上新衣服在姥爷家的院子里“点旺火”，除夕夜在

院门前放“开门炮”，寓意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

利利。以往过年的活动，都变成了眼下的挂念。这

份挂念，落在了牡丹江车务段团委书记徐熙航眼

里。小年刚过，徐熙航就为远离家乡的王维泰送上

了节日小礼物，牡丹江车务段工会也提前为车站备

好了充足“年货”，鸡、鱼、肉、蛋、各式蔬菜一应俱

全。“我们车站的年夜饭要比家中更丰盛，跨年夜比

在家更热闹，车站管理人员也陪在车站异地留守的

职工身边，一起过年。”海林站站长王辉说。

同王维泰一样，今年选择在黑龙江过年的，还

有牡丹江车务段拉古站助理值班员加瓦伍哈。

彝族小伙加瓦伍哈的家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越西县瓦岩乡，这里曾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之一。加瓦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打记事

起，加瓦就陪着父母乘坐铁路绿皮小慢车到县城去

卖农货，耳濡目染下，他决心长大也要成为铁路的

一员。

大学毕业后，加瓦伍哈从 3500 公里外的四川

大凉山，来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加入牡丹江车务

段拉古站。

如今，越西县已脱贫摘帽，加瓦的父母住上了

二层砖房，水泥路直通家门口，而这个内敛的彝族

小伙也已克服语言、生活习惯等障碍，在黑龙江这

片黑土地上扎了根。

“今年我选择了留在黑龙江过年，虽然有很多

风俗习惯和我的家乡不一样，但我很愿意融入这

里。特别是现在高铁这么方便，也想在节假日期间

去玩一玩、转一转。”加瓦伍哈说。

随着 2021 年底牡佳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省东

部地区实现了环形高铁网络，实现早上去晚上回，

将游客赏冰玩雪的时空距离拉得更近。在亚布力

滑雪场，游客崔莹正带着孩子体会滑雪的乐趣。“赶

上‘冬奥热’嘛，感觉亲近冰雪是很自然的事情。今

年是我们第一次带孩子在外地过年，能在这里玩

雪、乐雪，让孩子亲近自然，身心方面都是一个很好

的锻炼。”崔莹说。

从亚布力滑雪场出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

了中国雪乡。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映衬着地上的

皑皑白雪，冻梨、冻柿子和雪糕成箱摆在地上。

“选择在雪乡过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不虚此

行！”广东游客李青青和她的小伙伴们第一次在冬

天来到黑龙江，从未见过的厚厚积雪，民宿里那热

乎乎的炕、花花绿绿的被面，让她们感受到了东北

的年味儿。

青春伴书香 不负好时光
本报记者 商 瑞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天津津南区天津大学北洋校区诚园宿

舍楼内，留津过年的 2021 级学生吕京陶与

两名室友一起，将墨迹未干的春联粘贴

在宿舍门前。火红的衬纸，苍劲的字体，

淡淡的墨香，让宿舍楼内洋溢着春节的

气息。

2021 年 9 月，吕京陶从家乡山西临

汾考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化工设计专

业。他说，贴上这副春联就是诫勉自

己，生在美好时代，不能忘记蓬勃昂

扬的奋斗精神；要勤奋读书，为祖国

的繁荣发展尽一份力。

受疫情影响，天津大学数千学

子 像 吕 京 陶 一 样 选 择 了 留 津 过

年 。 如 何 让 这 个 春 节 过 得 更 有

意义？

天 津 大 学 北 洋 校 区 图 书 馆

内 ，学 生 们 围 在 电 脑 前 查 询 馆

内 书 籍 目 录 。 吕 京 陶

说 ，春 节 假 期 是“ 恶 补 ”

知 识 的 好 时 机 。

他 规 划 好 假 期 间 要 读 的 书 目 ，材 料 学 、经

营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书籍，是他借阅的

重点。

每逢佳节倍思亲。吕京陶也对家乡充

满了无限思念。“在临汾，每年这个时候，家

家户户都要祭灶神。我最怀念的，就是姥爷

做的炒辣椒，配上自家煮的三鲜馅饺子，一

家人围在桌前，那气氛太好了。”随着声声话

语，吕京陶仿佛回到了家乡，坐在久别的餐

桌前。

决定留津过年后，吕京陶每天都与父母

视频。“春节是阖家欢乐的团圆节，今年就地

过年，等疫情过去一定过个团圆年。”吕京陶

这样劝说爸妈。

为让异地留津学生的这个年过得安心、

暖心，天津大学的老师们也在策划特色活

动。“年夜饭力争照顾到天南地北学子们的

不同口味。让他们吃到可口的家乡菜，暖暖

他们久别故乡的游子心。”天津大学后勤保

障部副部长王梦宾说。

春 节 期 间 ，天 津 大 学 7 个 食 堂 照 常 营

业 ，每 个 食 堂 将 推 出 10 个 以 上 的 特 色 菜

品。天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吕静说：“这

个春节，我们还准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比

如传统文化游园会、贴春联写福字等。学校

还给在津过年的同学们准备了新年大礼包，

可以说惊喜多多、异彩纷呈。”

在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生一年级的劳佳雨刚与导师开完视频

会议。她的两名室友与劳佳雨一样，正在

研究各自的课题。

广 西 女 孩 劳 佳 雨 2021 年 考 入 南 开 大

学，她参与的第一个课题，就是与导师陈闪

山一起研究水的分解：“我们的研究主要是

利用太阳能将水分解出氢气，应用到航天

航空、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助力实现碳中

和，意义重大。”

“研究生的假期只有两周，之后就开始

进行课题实验。要看完所有的文献资料，

向导师汇报，并确定研究试验的思路和种

类，时间真的紧呀！”劳佳雨说。

“以前，过春节都是和父母在一起，吃

饺子、看央视春晚；难得今年能留津过年，

那我们也干脆创新一下，过一个属于我们

自己的、年轻的春节。”劳佳雨说，这次，她

和留守的同学一起在线上看南开大学举办

的“ 南 开 大 学 2022 年 云 端 社 团 文 化

节”，还与两位室友约定，过一个“火

辣”的春节：吃最麻辣的火锅。

麻辣的火锅、紧张的科研和线

上的演出，将伴随着三个女孩过

一个火辣、年轻的春节。

春满齐鲁年味足
本报记者 王金虎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1 月

28 日上午 11 点，一曲京剧《打虎上山》响彻

在烟台八角湾中央创新区国际科创中心的

工程建设工地。70 多位坚守项目一线的建

设者，在冬日的暖阳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

场 烟 台 开 发 区 专 门 为 他 们 上 演 的 文 艺 节

目。上空塔吊高耸入云，周围搭设的模板支

撑架围成一圈圈钢铁“迷城”。

节目现场，来自福建龙岩市的张淇打开

视频与母亲连线：“妈，这个唱段是不是您最

爱听的？”张淇说，自己的家乡一到正月会搭

台演唱闽剧，母亲还会唱《姐妹看花》《玉龙

出宫》等传统剧目。这次，在他乡听一段烟

台京剧，同样能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我的家乡有赶年兽的习俗，除夕夜要封

好门，直到初一早上才能打开，而且要持续 3

天不能关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张淇，计

划借着在烟台过年的机会，到附近渔村了解

一下渔灯节文化，看看渔民是怎么祭龙王的。

“烟台是京剧之乡，杨子荣则是出身烟

台的英雄模范，虎年将至，用一首《打虎

上山》，祝愿他乡同胞在新的一年虎虎

生威、如虎添翼。”来自烟台开发区文

化馆的志愿者于本松扮演杨子荣，他字正腔

圆地说道。

京剧、歌曲、朗诵、书法等文艺节目轮番

上演完毕，鲁菜、川菜、闽菜、湘菜等汇成一

桌，城市建设者提前聚餐庆祝新春。

这些菜品中，有中国十大名厨、鲁菜烹

饪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永光特意送去的葱

炒海参、黄焖跑山鸡等，也有项目建设方食

堂厨师、工人们自主烹制的辣椒炒肉、水煮

肉片、红糟焖笋等菜品。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正宗鲁菜，虽然没

有多少辣味，但是鲜味很足，特别好吃。”来

自四川南充市的李海文说，烟台与家乡习俗

不同，这边逢年要吃饺子，而在家乡初一早

上必须吃汤圆，象征家庭和睦，团团圆圆。

八 角 湾 中 央 创 新 区 国 际 科 创 中 心 于

2021 年 5 月开工建设，建筑面积 13.4 万平方

米，是烟台推进“五城驱动”中的重点项目。

“新年伊始，烟台吹响‘百日攻坚’冲锋

号，为保证科技企业按期入驻，加之国家倡

导就地过年，我们号召员工在工地过大

年，疫情防控和抢抓工期两不误。”

参与建设的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商

务部经理周永强说。

“没想到，这次在烟台就

地过年，物质、精神双丰收！”

来自江西的王文昌兴冲冲地

举着烟台开发区送来的布老

虎鞋和虎头帽，“去年，家里

亲戚刚添丁，这两件非遗文

化产品正好派上用场。”

天津大学留津学生聚在一起天津大学留津学生聚在一起

包饺子包饺子。。刘延俊刘延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王墨晗王墨晗

湖南省衡阳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花湖南省衡阳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花

艺师指导下完成了插花艺师指导下完成了插花。。（（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年 前年 前 ，，山 东 烟 台 八 角 湾 中山 东 烟 台 八 角 湾 中

央创新区国际科创中心项目现央创新区国际科创中心项目现

场场，，建筑工人们在选春联建筑工人们在选春联。。

赛家豪赛家豪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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