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03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郭敏 美编 于静静

  无论多远，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心
中抹不去的情结。以往每年一进腊月门，
孙立梅便开始购置年货，过了腊月十五，便
收拾好行囊，踏上返回西海岸新区的列车。
而今年，她准备留在河北省承德市过年。
　　孙立梅是西海岸新区人，三年前，她投
奔哥哥到河北省承德市开了一家小餐馆，
餐馆虽小，但收益可观。三年来，每年春节
前后，孙立梅的餐馆会停业半个多月，而其
余时间她都会亲自打理餐馆，回新区的次
数很少。“干餐饮老关店不好，一年到头就
盼着春节回家和亲人团聚。”孙立梅说。
　　“河北省出现疫情后，我就有了不回家
过年的想法，看到政府发的‘就地过节’的
倡议，更加坚定了我留在河北过年的决
心。”孙立梅告诉记者。2020年疫情突如其
来，春节期间看着确诊病例数字每天都在
增加，当时紧张的情绪现在记忆犹新。“这
一年来，多亏了国家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
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步入正轨。在这个关
键时候，咱要响应国家倡议，防控意识不能
松懈。”孙立梅说，“宁可过年不团圆，也不
能回去给新区添麻烦。”目前，河北省部分
地区的文娱经营场所暂时关闭，孙立梅所
经营的餐馆将会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号召，
做好防疫措施。
　　选择就地过年后，孙立梅便开始为家
里的亲戚购置年货，早已发了三趟快递。

“虽然亲戚朋友们什么都有，但自己的心意
不能缺。”清扫卫生、添置碗筷、购买鲜
花……按照西海岸新区的风俗习惯，闲暇
时，孙立梅不忘打理在承德市的家。“不管
在哪儿过年，都要有过年的仪式感，不能跟
亲人团聚，更要让自己感受到过年的气
氛。”孙立梅说，春节临近，她打算给自己放
个假，好好了解一下河北省的春节习俗，感
受不一样的春节味道。

“这个觉悟必须要有”“等过了春节，找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再回去”……

安心留守异乡，体验别样年味儿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将至，本是怀揣热望踏上归途之时，但今年越来越多在异乡的打拼者响应“就地过
节”的倡议，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今年虽然不回去了，但还是得给亲戚们寄点年货。”“不管在哪儿过年，都要

有过年的仪式感。”近日，记者采访了留在新区过年的“异乡人”以及留在
外地过年的新区市民，倾听他们的心声，分享他们的故事。

了解当地风俗
感受别样年味儿

母女温情连线
互寄年货传亲情

  “妈，国家这几天发出倡议了，鼓励
大家就地过节，我今年过年不回家了。”
挂掉母亲从大连市乡村疫情检测一线
打来的电话，23岁的大连姑娘蔡怡琳眼
眶微微泛红，她随即一抹眼角笑道：“要
跟妈妈学习，要有党员带头精神！”
　　2020年，蔡怡琳从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毕业后，选择留在新区工作。刚
入职半年的蔡怡琳怀揣工作后的第一
份收获，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与爸妈一
起分享喜悦。然而，疫情阻挡了她回家
的脚步。2020年7月，大连出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把蔡怡琳的心一下子吊
了起来。“我妈妈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目前在大连市金州区下属街道的防疫
站工作。”蔡怡琳的母亲王义波今年51
岁，大连发生疫情后，她再次踏上了防
疫一线。“去年7月，正值天气炎热的时
候，妈妈每天要穿着防护服到村里进
行核酸检测工作，几乎天天工作到深
夜，有好几次都是凌晨才回我信息。”
懂事的蔡怡琳心疼的同时，也为妈妈
感到骄傲。
　　如今，母亲依然奋战在抗疫一线，
而为了防疫大局，蔡怡琳选择就地过
年。“倡议就地过节之前，我就跟妈妈说
考虑留在新区过年，以免带来不必要的
风险和麻烦。”说着，蔡怡琳拿出手机展
示着和母亲的聊天记录。“过年我可能
不一定回去了”“理解你，优秀共产党员
一定要有担当，服从大局”……
　　“这是爸妈从大连邮寄的年货，之
前跟他们说想吃家里的大虾和妈妈亲
手 做 的 牛 肉 干 ，没 想 到 这 么 快 就 到
了。”而她买给父母和长辈的年货也正
在运往大连的途中……虽然不能与亲
人相聚，但却能来一场舌尖上的团圆。
　　不但自己留在西海岸过年，蔡怡
琳还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行动影响
身边的人。“我有几个辽宁老家的 朋
友，我跟他们商量好了，今年一起留在
西海岸过年，到时候一起包饺子，吃年
夜饭，一样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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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怡琳向记者展示她与母亲的
聊天记录。□记者 董梅雪 报道

　 孙立梅在餐馆里忙碌。（受访者
供图）

　　张瑞军（左一）陪着家人购置
年货。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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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省邯郸市的农村有这样一
个传统风俗：一年之中，只有在每年除
夕下午，男性晚辈们才能带着祭奠用品
祭拜已故亲人，以此表达对逝者的思念
之情。而这个习俗，真情巴士公交车驾
驶员张瑞军已经遵循了40年，而今年，
准备留在西海岸过年的他只能将对父
母的思念之情埋在心里。“其实很想回
去祭拜父母，毕竟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但是，我不能只顾小家，不管大家！”
　　1月20日上午，记者见到张瑞军时，
他正陪着妻子和孩子在超市购买年货，
烟、酒、茶、干果等年货把购物车塞得满
满当当，其中大部分年货是为邯郸老家
的亲戚们准备的。“以往每年春节都回
老家，今年虽然不回去了，但还是得给
亲戚们寄点年货回去。”张瑞军一边挑
选年货，一边与记者寒暄。
　　今年48岁的张瑞军退伍后来到真
情巴士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并在西
海岸新区定居，每年他都会驾车带妻儿
回老家过年。“我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含
辛茹苦把我们5个兄弟姐妹拉扯大，每
年我们都会回去陪母亲过年，并祭拜父
亲。”张瑞军告诉记者，“5年前我母亲也
去世了，虽然她不在了，但我们兄弟姐
妹们依旧聚在一起过年。”
　　自河北省发生疫情以来，张瑞军一
直关注着家乡的消息，虽然邯郸市目前
并未出现确诊病例，但在看到“就地过
节”倡议后，他当即决定，今年春节不回
老家。“如果回了老家，过完春节回新区
还得隔离，不仅耽误工作，还给咱新区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是退伍军人，这
个觉悟必须要有。”张瑞军调侃道，“等
过了春节，找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再回去
看望亲戚们，他们都很理解！”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区人，但张
瑞军在新区工作生活了20多年，早已将
新区当做第二故乡。春节临近，张瑞军
闲暇时就会陪着妻子购置年货、清扫房
屋，对于将在西海岸过的第一个春节，
张瑞军一家都充满了期待……

留守第二故乡
疫情过后再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