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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在杭州过年的，店里给留杭

大礼包和开门红包！”近日，杭州市西

湖区竞舟社区四季虾玲珑饭店经营

者胡青海在一次早会中向大家承诺。

胡青海的店里一共有 23名员工，

都来自外地。往年，店里员工分两批

回家。

今年发红包留员工，是为了响

应政府号召，也是对大家的感恩回

馈。胡青海说，2020 年受疫情影响，

饭店停业了两个多月。每个月 9 万

元的房租和员工总计 14 万元的工资

却 都 要 按 时 支 付 。“ 那 段 日 子 太 难

了。每天眼睛一睁，就欠着 7000 多

元 。 不 开 业 ，没 收 入 ，资 金 链 快 断

了。多亏政府伸手扶了一把，我才

挺过难关。”他说，当时除了享受到

5000 多元的员工社保减免、1 万多元

的税收减免，还在社区联系帮助下，

仅用两天就办成了原本 40 多天才能

到账的 30 万元贷款。

店里员工们团结一心，让胡青

海感动不已。“有跟着我每年无偿献

血的老员工，有跟着我从老家来的

同乡人，还有和我一起在后厨说笑

的兄弟……今年大家都不回去了，

我备下了日用品、年货，给员工家老

人送坚果、保暖内衣。有孩子的，准

备玩具、文具，不能让他们感觉少了

点什么。”胡青海还准备在大年三十

这天亲自下厨，烧上几桌好菜。“我

的手艺可不赖！”他笑着说。

大厨李永军原本计划今年回乡

和家人团聚，听到胡青海的建议，他

立马决定留在杭州过年。“爸妈、妻

子、孩子都理解，支持我留在杭州过

年。”人不回去，但他早早为家人准

备好了礼物。李永军的孩子今年刚

刚 5 岁，打视频电话时，总是嚷嚷着

要心仪的玩具。李永军点开淘宝的

订单，笑着说：“我给孩子买了玩具，

给妻子买了件衣服，还给家里买了

年货。”相隔千里送心意，李永军希

望家里人能在老家过个好年。

1999 年，青涩小伙子胡青海学

了厨师的手艺，只身来到杭州。如

今 ，他 已 经 在 这 里 度 过 了 22 个 年

头。“从 30 平方米的小门面白手起

家，做到今天 300 平方米的饭店，22
年 辛 苦 攒 下 的 身 家 全 部 都 在 这 店

里。”他说。

22 年，胡青海跟杭州这座城市

一同成长。“20 年前，城西这片还是

城乡接合部，环境也不好。如今，这

里高楼林立、环境优美，前两年地铁

修到了我们店门口。”胡青海说，城

市面貌变化翻天覆地，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他总想着为这座城市尽点力。

多年来，他带领员工坚持无偿献血，

获得了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农

历腊月初八当天，胡青海还做好腊八

粥，跟社区志愿者一起送出去。

经历过 2020 年的艰辛，胡青海

相信，有政府的支持和员工们的团

结 ，今 后 自 己 的 生 意 会 愈 加 红 火 。

“祝愿我们国家的明天更美好！大

河有水小河满，我们都错不了！”

饭店经营者胡青海：

留在杭州过年
顾 春 张 帆

清 晨 6 点 ，街 道 冷 寂 。 快 递 小

哥 陈 宾 又 一 次 踏 着 晨 色 出 门 。“ 得

尽 快 赶 到 网 点 分 拣 出 货 ，避 开 早

高峰。”

今年是陈宾在北京中通做快递

员 的 第 七 个 年 头 。 打 开 小 货 车 车

门，不算太大的空间里，货物包裹像

积木一样码放整齐。“分拣码货是有

技巧的，你瞧，最外面一排是附近小

区的快递，依次往里，是一家公司和

两个部队大院。”说话间，他俯身抱

起两个大件，送到收件人门口，然后

拍照打卡，以防忙中出错。

快递员的工作苦不苦？挺苦。

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大背景

下，我国快递寄送量井喷式增长，挨

家挨户去送件，对快递小哥是一场

体力和脑力的全方位考验。进入旺

季，平均每天要派件 300 多单。陈宾

负责的安德里北街片区，覆盖七八

十栋楼，既要送得快还要派得准，不

容易。

风里来雨里去，陈宾干得起劲，

因为他打心底喜欢这份工作。“2003
年，从陕西来北京闯荡，头几年做过

保安，跑过保险，都干不长久。做快

递员后才真正扎下了根。”

这一干便是 6 年，坚守背后靠的

是什么？用陈宾自己的话说：“做快

递员，温暖而踏实！”

过去这一年，有两件事让陈宾

难以忘怀。“去年夏天，片区里一位

60 多岁的爷爷出来取快递，知道我

还没顾上吃饭，就把自家新蒸的 6 个

肉包子递到我手上，还嘱咐我趁热

吃。”时隔半年多，陈宾言语中仍难

掩激动。

还有一次是去年 2 月，陈宾刚回

京返岗，手头只有从家拿来的一小

包口罩，“片区邻里你送一个他给一

个，整个疫情期间，我的口罩从来没

有断过。”说到这里，陈宾有些哽咽，

如今这份关爱正在双向传递。“有时

街坊出门急忘戴口罩，我会顺手取

一个备用口罩，再叮嘱几句。”

这些点点滴滴来自陌生人的体

贴关怀，成为陈宾难以离开快递行

业的重要原因。

前些天，陈宾在派件期间突然

身体不适，头晕眼花，但他硬是咬着

牙坚持把货配送完才回出租房。第

二天早上又硬撑着早起派件。“别人

不熟悉这个片区，耽搁一天，

需要几个人才能顶上，不想

让 片 区 里 的 居 民 苦 等 失

望。”陈宾轻描淡写地说

着，却语气坚定。

“做快递员 6
年 ，我 在 老 家 购

了房还买了车。”

陈 宾 一 脸 自 豪 ，现 在

每 月 收 入 都 不 低 ，好

日子都是靠一件件快递送出

来的，踏实得很！

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今年春

节陈宾决心留岗坚守，新的一年从

奋斗开始。“2021 年，要再努力一点，

给自己购买一份养老保险，等到晚

年也能安享幸福。”陈宾听说，最近

北京向在京过年人员发放了新春大

礼包，不仅发放消费券，公园也都免

费开放。“忙里偷闲，今年春节咱也

好好看看北京！我喜欢这个有人情

味 儿 的 城 市 ，之 后 还 会 继 续 干 下

去！”说到这里，陈宾用力一踩油门，

又踏上了征程。

快递小哥陈宾：

挥洒汗水跑出幸福路
本报记者 韩 鑫

晨练后，刘新旭照例来到海南

省万宁市椰林湾社区文化活动排练

室，开始张罗市候鸟老年人协会文

艺小分队每周三次的集体排练。

“最近因为疫情防控，春节下乡

慰问演出暂停了，但曲不离口，排练

不 能 停 。”文 艺 小 分 队 有 十 几 位 成

员，都是外地来海南旅居养老的“候

鸟老人”，刘新旭的老伴就在队里担

任萨克斯手。大家天南地北聚在一

起，有才艺的献才艺，没才艺的就捐

钱捐物支持，前不久新添置的一台

扬琴，就是老人们凑钱买的。

2020 年 12 月 ，文 艺 小 分 队 下

乡为当地老百姓连着演了好几场，

有民乐合奏、独唱、诗朗诵，受到老

乡 们 的 好 评 。“ 组 织 这 些 活 动 就 是

为了让在异乡的老人们，为着共同

的爱好聚在一起，老有所乐。”刘新

旭说。

今年，刘新旭要在万宁度过第

八个春节。受疫情影响，她已经两

年没有回老家哈尔滨，最惦念的是

儿 子 儿 媳 和 刚 上 小 学 一 年 级 的 孙

子。每天晚饭后与亲人们的视频通

话，可以慰藉她的思乡之情。

“舍弃了天伦之乐，不过在海南

收获了温情和健康。”和很多“候鸟

老人”来海南的经历相似，刘新旭当

初也是冲着这里的阳光和空气。

2012 年，刘新旭被查出患有缺

铁性贫血。“走路多了就喘不上来气

儿，冬天尤其难受。”在亲戚朋友的

介绍下，刘新旭来到海南万宁，过起

了越冬迁徙的生活。“来万宁后身上

的老毛病都好了。”2013 年退休后，

刘新旭决定长居海南。

这几年，海南逐步与全国各地

开 通 了 医 保 异 地 结 算 。“ 拿 着 哈 尔

滨 的 医 保 卡 到 三 亚 的 医 院 能 直 接

刷卡看病。”刘新旭说，基本公共服

务 加 速 上 网 ，让 异 地 养 老 很 方 便 。

“ 孩 子 们 能 在 网 上 帮 我 们 缴 物 业

费 ，相 隔 几 千 里 ，一 点 不 耽 误 他 们

尽孝心。”

人在他乡，刘新旭并没有感到

孤单。当地人的淳朴与包容常令她

感动。“有一次，我和老伴路过城郊

的 村 庄 ，碰 见 农 户 们 摘 黄 瓜 ，我 问

价，结果人家抓了一捆塞进我的手

提袋里，说不要钱！推来推去，坚决

不收。”老两口最后收下了这份浓浓

的乡情。

“万 宁 市 工 会 、社 团 组 织 从 来

不把我们当外人，热情邀请我们参

加 各 种 活 动 。”2016 年 ，经 常 组 织

“候鸟老人”骑行活动的刘新旭，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万宁市

候鸟老年人协会。她担任会长后，

经常组织各类文体活动聚拢大家，

同 时 协 助 当 地 政 府 做 好 管 理 服

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刘新旭

主动请缨当抗疫志愿者，到万宁的

高 速 路 口 协 助 交 警 ，疏 导 交 通 、给

进 出 人 员 测 量 体 温 。“ 我 就 想 尽 点

力，回报当地人这么些年来对我的

真挚情义。”

临近年根儿，刘新旭开始备年

货。“挂红灯、贴春联、贴福字，离乡

不离俗。饺子馅选白菜和芹菜，寓

意百财、勤劳进财。”刘新旭说，她还

会做一道海南当地特色的甜品——

椰子水清补凉，摆上桌，好比这甜滋

滋的生活。

“我现在回哈尔滨是探亲，万宁

成了我家乡。”刘新旭笑着说。

“候鸟老人”刘新旭：

“他乡”的日子也甘甜
本报记者 黄晓慧

“我们在南京，祝愿大家新年快

乐！”画面中，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被

定格，不同的语言共同祝福着“中国

年”。这组视频和照片，将放到学校

官网上展示。

眼下学校已经放寒假。东南大

学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新生、来自阿

富汗的哈桑选择留在南京过春节。

一个人在南京过“中国年”，有

什么打算？

“我不是一个人！”在采访中，哈

桑一直强调这点。说起来，哈桑是

个“老”留学生了。2008 年他就到中

国学医，本科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

一名儿科医生，2015 年来到东南大

学继续深造。“2018 年，我新婚的妻

子也来到东大医学院就读。结婚第

二天就来上学了。”哈桑笑着说，“我

们早就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

“以前放寒假、过春节，我会约

上中国朋友去逛夫子庙、看电影、唱

KTV，很热闹。”哈桑说，今年要响应

防控疫情的号召，以待在学校为主，

抓紧时间看书学习和写论文。

这 个 假 期 他 也 不 会 感 到 孤 单

—— 他 计 划 组 织 留 守 的 留 学 生 同

学，除夕夜在宿舍楼下的操场上唱

歌、跳舞，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茉莉

花》和《小苹果》。学校还安排了新

年包饺子活动，老师邀他去家里吃

团 圆 饭 ，同 学 约 他 到 公 园 踢 足 球

……节前，他还收到了导师的“压岁

红包”，很是感动：“感觉我就是学校

的孩子，这里就是我的家。”

说起 2020 年最深切的感受，哈

桑坦言是“安全感”。

去年放假前夕，遇上疫情，又赶

上硕士论文答辩，哈桑无法陪同怀

孕的妻子回国待产。“当时她需要辗

转几个城市乘坐飞机，我原本十分

担心。”他说，妻子一路上得到了疾

控人员、交警、志愿者们的帮助，从

协助通关到提供餐饮和防护用品，无

微不至，全家人都非常感动。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很

好 ，把 人 民 的 生 命 健 康 放 在 第 一

位。我作为留学生也感到很骄傲！”

哈桑告诉记者，建设武汉火神山医

院只用了 10 天时间，展现了中国速

度；中国经济在 2020 年实现正增长，

显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他国

家分享抗疫经验毫无保留，体现出

大国的责任担当；走在大街小巷，老

百姓都觉得很有安全感。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

健康码、大数据行程卡、每日健康申

报 等 措 施 ，都 让 哈 桑 多 了 一 份 安

心。“我是学医的，又是‘学生大使’，

就发挥专业特长做志愿者，每天在

宿舍门口测量同学体温、查看同学

的健康码，守护同学们的健康。”

在哈桑看来，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

放发展提供了机会、搭建起国际合

作的新平台。“我的祖国阿富汗也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年疫情防

控期间，中国和阿富汗守望相助、互

相筹集和捐赠防疫物资，体现出共

同 抗 击 疫 情 的 决 心 和 勇 气 。”哈 桑

说，自己的博士专业方向是公共卫

生，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医生，为

国际医疗合作贡献一己之力。

留学生哈桑：

亲情和友爱把我包围
本报记者 姚雪青

短暂的停驻，是
为更好、更快地奔
跑。这个春节的遥
相“守望”，将为 2021
年进一步巩固扩展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为千家万户更美好
的日子积蓄能量

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中办国办日前发出通知，要

求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

年 。 这 一 通 知 得 到 广 泛 响

应。很多人虽然家在低风险

地区，也都主动放弃了回乡

的计划。“不是不想家，是想

为大家”，这个无法团聚的节

日，这份有责任有担当的守

望，让今年的春节更加情味

厚重，更值得铭记。

这里有众志成城的坚定

信念——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而春节是人群聚集流

动量最大、最密集的时

段，各地认真落实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措施，减少人群

聚集和流

动 ，捍 卫

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

控 成 果 。

放弃小家

团圆，是为国家

安 然 。 正 是 一

家 一 户 的 坚 守 与奉

献，筑起中华民族抗击疫情

的铜墙铁壁。

这 里 有 民 生 至 上 的

政 策 安 排 —— 多 个 省 份

推出一揽子政策，用发放

消 费 券 、旅 游 门 票 、助 企

服务等“实招”“暖招”，倡

导 务 工 人 员 等 在 条 件 允

许情况下“非必要不返乡”，煞费苦心留人过

年。各部门压实责任，对于群众就地过年涉及

的米袋子菜篮子和各项公共服务予以保障，对

农民工、大学生、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特殊群

体，做好周密安排和紧急预案，千方百计让大家

过好年。

这里有守望相助的温暖情谊——企业发

放留岗补贴、宿舍食堂改善服务，给员工家人

般的关怀；街道组织文体活动，营造节日氛围，

让孤身在外的人不孤独；社团组织走基层、听民

声，带来各种贴心慰问。此心安处是吾乡，祖国

处处有温暖。

这里有“网上家园”的便捷舒心——电商

四通八达，家乡的美味带着鲜香送到嘴边；移

动互联网如影随形，红包微信、网上 K 歌，“云聚”

亲友欢笑声声入耳。投递思念不再关山阻隔，人

们将用新的方式，凝聚亲情、回归家园。

短暂的停驻，是为更好、更快地奔跑。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广大

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是其中很重

要的一条。这个春节的遥相“守望”，将为进一

步巩固扩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果，为千家万户更美好的日子积蓄能量。

更 值 得 期 待 的 是 ，日 前 中 办 国 办 出 台 的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已经明确，

将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并完善社保、医保

等公共服务。人们无论是在大城市求学、创

业，还是去风景优美的乡村小镇生活、守业，都

将来去自如又自在。神州大地处处是风景，处

处生长希望。

加油！2021！加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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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图图①①：：陈宾在派送陈宾在派送快递快递。。 赵赵 超超摄摄

图图②②：：刘新旭刘新旭（（左一左一））和和““候鸟老人候鸟老人””参加骑行活动参加骑行活动。。 丁丁 江江摄摄

图图③③：：哈桑和同学在哈桑和同学在交流交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雪青姚雪青摄摄

图图④④：：日前日前，，胡青海胡青海（（左一左一））为辖区内高龄老人为辖区内高龄老人、、残疾人残疾人等送腊八粥等送腊八粥。。 张张 帆帆摄摄

■民生视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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