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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乐过宝鸡年

本报讯 2021 年春节，湖

北省武汉市迎来了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第一个春节。金台

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

主任、老家在湖北武汉的代旭

东想念家乡的藕夹藕汤，想念

家乡的亲朋好友，但他依旧选

择留在宝鸡，就地过年。

说起就地过年，代旭东轻

描淡写地说:“哪有那么高尚，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是武

汉人，也是宝鸡女婿，我在宝鸡

并非第一次过年。”

代旭东说得自然，仿佛这

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代旭

东的几个同事告诉记者，2020

年 1月初，因家中有事，代旭东

请假 3天回湖北武汉处理，那

时疫情尚不严重。等他返回宝

鸡没多久，武汉封城，疫情迅速

蔓延至全国，各地纷纷开始疫

情防控。作为武汉返宝人员，代

旭东在隔离期满后，第一时间

冲到了防疫一线。平日工作之

余，他常说起两三年没有好好

陪亲友，没有见过最好哥们的

孩子，没有吃到家乡的藕夹藕

汤……但关键时刻，他还是选

择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代旭东并未闲

着，他主动承担了腊月二十九、

大年三十、正月初三晚上的执

勤、值班工作。“我们单位负责

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核酸证明查

验工作。晚上不能让女同志上，

我作为男同志当然要上。”代旭

东解释道。他说，自从选择留在

宝鸡后，单位领导和同事嘘寒

问暖，亲朋好友的“云拜年”让

他感受到了双倍的温暖与关

爱，他用坚守岗位的方式回报

所有关爱关心他的人。他说：

“就地过年，同样温暖。”

 本报记者 唐晓妮

陈哨 ：

“学生的问候
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本报讯 “今年过年没有

回家，就让我用这首曲子来

表达思乡之情吧！”除夕晚

上，老家在河北省的陈哨说。

面对镜头，他拿着萨克斯吹

奏了一曲《回家》，送给自己，

也送给同样留在宝鸡过年的

朋友们。

今年 34 岁的陈哨是河北

保定人，2018 年来到宝鸡，

在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任教，这

是他第一次在宝鸡过年。陈哨

由于工作忙，去年暑假没有返

乡，本想着今年寒假回家看望

父母，但受疫情影响，他还是

决定留下来。“春节人员流动

大，防疫压力也大，我就不给

大家添麻烦了。”陈哨说，“父

母得知我这个决定，虽然有点

失望，但还是非常理解。他们

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我，一个人

在外要吃好喝好、劳逸结合。”

作为护理学教师，陈哨

在寒假里也没闲着，一直忙着

新学期的备课工作。“护理学

是一门技能要求较高的学科，

要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

性。”他说，为此他每天都要研

究省级重点课题，还要把学生

反馈的情况汇总上报。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

佳节倍思亲。虽然只身一人

在宝鸡过年，但让陈哨感到

温暖的是，从大年三十到正

月初一，学生们纷纷通过微

信或电话给他拜年，他说 ：

“学生的问候和祝福，就是最

好的新年礼物！”   （张蓉）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今

年许多人不能回家过年，在宝

鸡经商的厉友谊也是其中一

员。第一次在宝鸡过年，他和

家人入乡随俗，除夕吃饺子，

品尝西府美食，和朋友聚会，

还到各个景点、公园感受浓浓

的年味儿。

厉友谊是浙江义乌人，

2014 年来到宝鸡做红木家具

生意。以前，每到春节前夕，他

就早早收拾好行囊，准备回家

过年，直到过完元宵节才来宝

鸡。今年，厉友谊主动提出留

在宝鸡过年，浙江的亲人也十

分理解，还劝说他不要想家，

厉友谊决定年后找机会回老

家探望亲人。

厉友谊告诉记者，他来宝

鸡好几年了，对宝鸡的气候、

环境、饮食都比较了解，宝鸡

是个历史深厚、文化味道浓郁

的城市。在这里过年，他和家

人也入乡随俗，按照宝鸡人的

习惯准备了年夜饭，包了饺

子。“虽然不是家乡味道，但是

也别有一番风味。”厉友谊说。

这些年，随着生意越做

越大，厉友谊的生活十分忙

碌，很少有时间游玩放松。趁

着春节假期，他和家人开启

了“短途旅行”模式，把宝鸡

周边逛了个遍，还和当地朋

友聚会，一起游玩。他说，以

前没时间认真看看宝鸡这座

城市，这一次静下心感受了

这座城市的味道，在宝鸡过

年，不仅不孤单，还是一次特

别的体验！

  本报记者 李一珂

杜小丽 ：

工友欢聚  暖在心间 
本报讯 “祝家人新年快

乐、牛年大吉，祝公司事业蒸蒸

日上。”大年三十晚上，陕西柳

林酒业集团职工食堂热闹非

凡，30 余位家在外省、选择就

地过年的工友齐聚一堂，品尝

着公司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

心中倍感温暖。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为了让外省职工能安心就地过

年，陕西柳林酒业集团不但拿出

30万元，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

职工的父母发放慰问金，还安排

水电工、锅炉工保障大家春节期

间供暖、用水、用电。为了让职工

吃好，企业出资，安排两名值班

厨师提前采购了蔬菜、鸡蛋、肉

制品等食材，为大家烹饪大餐。

今年 25 岁的杜小丽家住

甘肃省天水市，2018 年来到

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打工。今年，

受疫情影响，杜小丽不能回家

过年，她早早在网上给家人购

买了宝鸡特产，大年三十晚上，

通过视频给父母、爷爷、奶奶拜

年。“今年虽然不能和家人团

聚，但有工友们的陪伴，我一点

也不孤单。”杜小丽说，“公司给

我们发了酒、水果、饮料等年

货，还安排厨师为大家做饭，特

别是大年三十晚上，总经理专

门赶到公司和大家一起吃年夜

饭，让人很感动，工作、生活在

这样一个充满关爱的大家庭，

我感到非常温暖。” 

   本报记者 邵菲菲

周峰 ：

在宝鸡过年
也有家的味道

本报讯 今年春节，许多

人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放

缓了回家的脚步。市中心医院

副院长周峰便是其中之一，他

告诉笔者，虽然第一次在宝鸡

过年，但和身在异乡的伙伴做

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也有

“家的味道”。

周峰是上海市宝山区人，

2017 年 8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

后来到宝鸡工作，去年 4 月，

他到市中心医院任职，专攻技

术科研。这是他第一次在宝鸡

过年，周峰告诉笔者，去年大

年初二，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他从上海赶回宝鸡，投

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去年战“疫”的

艰辛历历在目，身为医务工作

者的他，今年积极响应“就地

过年”的倡议，并主动申请留

在工作岗位上，他的这一举

动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每

年春节都和父母团聚，今年因

疫情防控需要，我选择留在宝

鸡，父母也很支持。只要心在

一起，就是团圆。”周峰说，“就

地过年”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

的“在‘家’过年”，今年和他一

起选调的伙伴也纷纷取消了

回乡计划，他们约好一起过

年。大年三十晚上，他们纷纷

下厨，腌笃鲜、罗宋汤、扬州炒

饭……一桌地道的上海菜让

他们吃出了“家的味道”。  

当然，年夜饭还少不了家

乡的特产八宝饭，让周峰感动

的是，临近春节，他收到了一份

“沉甸甸”的快递，原来是校友

得知他今年不能回家，特意从

学校附近购买了八宝饭等家乡

特产邮寄过来，让周峰在宝鸡

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温瑶瑶）

本报讯 不能回家过年，

感觉有点遗憾，好在公司对外

地人很关心，在中铁宝桥集团

工作的王鹏在宝鸡过了一个温

馨的春节。     

王鹏是河北省秦皇岛人，

2018 年从长安大学毕业后到

中铁宝桥集团技术中心的轨

道线路研究院工作。“我们研

究院这两年接的任务比较多，

每人都得独当一面，一人掉链

子会耽误团队项目整体的推

进。”王鹏说。

今年元旦过后，得知王鹏

不回秦皇岛了，女朋友特意给

他寄来他爱吃的卤肉饭等，可

没想到，这些美味在春节期间

并未派上大用场。大年三十，中

铁宝桥集团的领导专门慰问了

十几个留在宝鸡过年的外地

人，请他们吃了一顿地道的宝

鸡年夜饭，大家在一起聊得很

开心。春节期间，还有宝鸡的同

事邀请王鹏吃饭，渭滨区还组

织他们去看电影，王鹏觉得这

个春节过得不孤单。

春节期间，他们团队要为

一个道岔项目准备招投标资料，

王鹏加班加点修改完善资料，直

至对方满意。大年初四，王鹏到

岗值班，帮助车间工人解决了技

术上一个小问题。如今王鹏到宝

桥工作已两年多，2021年他可

以去车间当技术员了，“在车间

一线，和在办公室搞研究不太

一样，我期待到一线多了解技

术的实际应用情况，把产学研

用真正融会贯通。新年给自己

定一个小目标吧，希望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为‘宝桥制

造’添一份力！” 

本报记者 魏薇

厉友谊 ：

“在宝鸡过年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王鹏 ：

这个春节过得不孤单

代旭东（左）和同事在高速公路出入口防疫执勤

周峰 （左二） 和医院领导慰问医护人员

厉友谊一家人聚餐

杜小丽向父母视频拜年

陈哨通过视频向亲友送祝福

代旭东 ：

就地过年同样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