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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白色的羊肉汤“咕嘟咕嘟”冒起了

泡，香味在餐厅弥漫开来。大伙儿围着小

桌包着饺子，说笑间就已经装满几大盘。

这是山西姑娘候军菲第一次不回家

过年。在重庆荣昌区明珠塑料有限公司

的餐厅里，专程赶来的当地厨师唐波正

烹制着荣昌特色菜。候军菲忍不住拿起

手机拍下美食，发给了远方的父母。

“和家里过年的菜式不一样，但是热

闹和开心的年味是一样的。”候军菲说，

“之前跟爸妈说今年不回家，他们嘴上支

持，但心里还是担心我过得不热闹、不开

心。今天看到这么多美食，他们的心也

放下了。”

“这顿团年饭，味道巴适得很！”同唐

波师傅一起带着食材来给大家加餐的，

还有荣昌区人社局局长唐敏，一大早，她

就和好几名同事赶过来了。

对于就地过年的外地员工，重庆荣

昌区在关怀上下了很多功夫。“留岗红

包”全覆盖，不少企业还根据自身情况

加大力度。当地采购了好几千份年货大

礼包，已经全部送到了留岗员工手上。

对外地未返乡务工人员家属，当地干部

也进行了全覆盖的走访慰问。

“今年春节，外地员工包括我在内，

都积极响应了就地过年的倡议。”明珠

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山说，公司也

第一时间做好了服务保障工作。“为保

障留下的员工过好这个年，我们对春节

住宿舍的员工全免水电费，餐厅免费供

应，活动室全天开放。”

“对在荣昌就地过年的务工人员，本

地所有景区免费开放。”唐敏补充说，当

地还组织了 6 期培训班，已经有上千人

报名。“在荣昌务工的 1 万余名外地员工

中，将近一半留下来了。我们努力实现

‘留岗一人、培训一人’。”

重庆荣昌区做好服务保障——

“这顿团年饭，味道巴适得很”
本报记者 蒋云龙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春节是餐饮行业的传统消费旺季。今

年春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餐饮企

业主动作为，丰富提升菜品，创新线上线下

经营模式，外卖企业积极应对，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共同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多元

化、高品质的餐饮服务。

重庆餐厅店长陈聪——

“再忙，服务和防疫都
要做好”

这两天，“老重庆”餐厅的生意正好。

点亮红灯笼，挂起大海报，顾客来往不绝，

刚走到餐厅门口，年味便扑面而来。“老重

庆”是重庆陶然居集团旗下的餐厅，作为

餐 厅 的 店 长 ，陈 聪 迎 来 了 一 年 中 最 忙 的

时候。

大年初一下午 3 点，已过午饭时间，餐

厅门口仍然人来人往。跨进门，四方桌旁，

两位顾客正在翻看菜单，“有小孩的话，可

以选糯米丸子和鸡蛋打边炉。”陈聪站在一

旁，为顾客推荐饭菜。招呼完这一拨客人，

陈聪又回到电脑前，开始梳理前一天的客

户订餐信息，“今年推出了年饭送到家服

务，可有得忙了。”陈聪笑着说道。

“不过，再忙，服务和防疫都要做好。”

陈聪介绍，在卫生防疫方面，测体温、报备

行程、消毒……每天进入大堂前，店员们都

要挨个晨检。晨检内容不止这些，“手上是

否有伤口？最近肠胃怎么样？这些检查，

对我们做餐饮的尤其重要。”陈聪起身，和

同事们一道，开始对餐厅进行卫生清洁。

推开包房门，打开空气净化器，然后对每一

个角落进行消毒，这样的流程，陈聪每天要

带着店员们进行好几次。

忙完这些，趁着稍微有点空闲，陈聪进

了厨房清点备货。预订的年饭菜单里，最

不能少的就是鱼。“开门红大鱼头卖得俏。”

一旁，集团行政总厨陈小彬告诉记者，季节

变化，食材不同，公司会时常研发新菜品。

年前，陈小彬带着各个门店的厨师长，把新

菜学了个遍，“春节期间，让到店的顾客尝

个鲜。”

刘先生小两口不是本地人，今年在重

庆就地过年，原本担心餐厅订餐都是大份

多人餐，来这里一问，还有两人份。刘先生

选择了送饭到家服务，“现在订餐，回家等

着饭上桌呢。”

不仅把年饭送到家，陶然居还可以把

厨师“送”到家，实现上门做菜。“味道、菜品

等都会和顾客提前沟通。”陈小彬告诉记

者，这几天，厨师们已经赶了几场定制化团

年饭。

“我们号召餐饮企业推出‘小家庭年夜

饭’等年菜品种，为就地过年的家庭提供地

道的家乡风味。”重庆餐饮商会会长、陶然

居集团董事长严琦告诉记者，“同时，餐饮

从业人员每天接触的顾客多，更需要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大伙儿一起过个健康年。”

北京外卖骑手李明明——

“需求量上来了，服务
也必须跟上”

大年初一，北京的街头巷尾年味满满，

到处都是喜庆的氛围。外卖骑手李明明一

如 既 往 地 准 时 醒 来 ，赶 着 参 加 公 司 的 早

会。到了集合点，站长介绍完注意事项后，

大家开始对外卖箱进行消毒准备。

“昨天是除夕，本以为订单不会多，没

想到跑了 40 多单，这个数字已经和正常的

日接单量差不多了。”30 岁的李明明是美团

公司望京站点的外卖骑手，今年春节，他选

择了坚守岗位继续工作。除夕当天上午 11
点多，李明明的手机不停地响起，这也意味

着一天中最忙碌的送餐时间要开始了。他

戴好口罩，迅速取好餐，骑上电动车小心而

迅速地前行。路上人流车流不多，交通格

外顺畅，15 分钟后，李明明将饭菜送到了顾

客手中，并收到顾客甜甜的一句：“辛苦了，

过年好。”来不及多休息，他又急匆匆地骑

上电动车准备去接下一单了。

今年春节，不少人选择就地过年，这也

增加了餐饮行业尤其是外卖餐饮业的热

度。美团外卖数据显示，1 月 15 日以来，平

台上关于“年夜饭”的搜索量相比去年同期

上涨了 200%。为了让大家无论在哪儿过

年都能吃得好，餐饮商家也铆足了劲儿，火

热筹备外卖年夜饭套餐。

“与 往 年 不 同 ，今 年 很 多 餐 厅 在 春 节

期间继续营业，据我们的统计，全国餐厅

的营业率近 70%。”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据介绍，今年春节，半成品年夜饭、年

夜饭小份套餐成了大热门，有的餐饮企业

推出“年夜饭单人套餐”，让人们过年就餐

有更多选择。美团外卖数据显示，除夕当

天，“一人食”订单量占比相较去年增长了

66%，可见与传统线下年夜饭讲究人多热闹

不同，线上年夜饭更侧重“小而美”。

“这几天我接的订单量明显增多，一天

能跑 60 多单，这比去年夏天时高出 20 单。”

李明明说，“需求量上来了，服务也必须跟

上！”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在春节期间坚守一

线，美团投入超 5 亿元补贴在岗骑手。“各种

补贴加起来将近 4000 元。”李明明介绍。

一直到晚上 8 点多，李明明才结束了当

天的工作，而平常他都会干到晚上 9 点多才

停止接单。“今天早点下班，和家人、朋友一

起吃个饭！”李明明开心地说。

同李明明一样，不少人虽然不能回到

家乡与亲人团聚，依旧通过外卖为自己准

备了年夜饭。美团外卖发布的数据显示，

除夕当天，全国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 70%，

其 中 品 牌 餐 饮 商 家 外 卖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82%，受到消费者欢迎。

陕西西安市民郝杰——

“年饭既要省事，也要
丰盛，两样都不能少”

大年初一，家住陕西西安市雁塔区小

寨路街道的郝杰在厨房欢快地哼着小曲。

咋这么高兴？今天有客人要来！

23 岁的郝杰是一名河北姑娘，今年春

节选择留在西安过年。她一开始还有点小

小的失落，不过很快就被朋友们的热情冲

散了，“不用担心，我们陪你一起过！”3 名西

安本地的朋友就这么说定了。

春节期间，中国人讲究热闹。朋友们

来一起过，郝杰更要想着法子多准备些好

菜。“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图方便，平常没少

在超市买半成品菜，肉菜都是切好的，买来

一下锅，很快就能吃上一顿可口饭菜。年

饭既要省事，也要丰盛，两样都不能少！”郝

杰说，打开手机应用或走进超市，半成品年

菜花样很多，川菜、湘菜、粤菜、点心应有尽

有，“免洗免切”“三分钟出餐”“快手菜大礼

包”“家宴礼盒”等都打出了“方便牌”，抓住

了年轻人的消费特点。

说完，郝杰向记者展示她的主菜——

羊蝎子火锅。“我在家时和父母经常一起吃

这个，这次想跟朋友们分享。瞧，这是我网

购的羊蝎子火锅套餐，干净卫生还方便。

真空包装的羊蝎子和调料包一起倒进锅

里，加上水，十几分钟后就开锅了。”

正说着，她又撕开包装袋，把各色蔬菜

盛到盘里，“这些菜是今天早上在超市买的

半成品，不用自己动手切，用来涮火锅再合

适不过啦。”

刚到傍晚，郝杰的朋友们就都来了，羊

蝎子火锅已经“咕嘟”作响，香气飘满了整

个房间。“别急着为我鼓掌！”郝杰还有关子

要卖，揭开锅盖，陕西特色的粉蒸肉、八宝

甜饭也上了蒸笼。“为了招待你们，我特意

买了你们爱吃的蒸碗礼盒！”

一片欢声笑语中，郝杰用手机和父母视

频聊天，朋友们凑上来将她围住，“叔叔阿

姨，有我们在，一定陪小杰过个好年！”

美食选择多 餐饮消费旺
本报记者 常碧罗 贺 勇 原韬雄

欢度佳节，离不开舌尖上的

美味。无论是到饭店堂食，还是

点外卖送餐到家，或是买半成品

自己烹饪，消费者对美食的选择

都更加丰富多元，消费体验也更

为舒心。

本报记者深入多地，通过采

访餐厅店长、外卖骑手、在工作

地过年的年轻人，讲述他们与美

食的故事，展现各地各方加强春

节 期 间 餐 饮 服 务 保 障 的 积 极

作为。

——编 者

今年春节期间，河北石家庄的不少

外地员工选择就地过年。其中，石家庄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朱美超

也留了下来。

大年三十，视频通话中，黑龙江老家

的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和朱美超边吃边

聊。“公司发了好多东西，还组织大家一起

包饺子、吃年夜饭，政府还发放了补助

金。”朱美超告诉家人。

在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像朱美超

这样就地过年的外地员工有 57 人。公

司负责人表示，近期为就地过年员工改

善了伙食，还准备了分餐形式的年夜饭；

从除夕开始，每天都会组织包饺子、跳

绳、打羽毛球等活动。“今年春节，我们留

下来过年，安心又暖心。”朱美超说。

不仅如此，石家庄不少企业还为就

地过年的外地员工发“红包”，落实相关

补贴政策，既温暖人心，也有效避免节后

“用工荒”难题。

来自广东的黄卫悦、郭瑛慧夫妻，在

石家庄高邑县广源食品厂工作，今年选择

留在企业过年。黄卫悦算了一笔账：除了

春节放假期间每人每班次 100 元的全勤

补助，员工 2月份还能拿到额外每班次 50
元的加班补贴，加上 100 元的春节红包，

春节期间在岗员工可以多挣 2000多元。

广源食品厂总经理许海通说：“发

‘红包’是为了表达心意，让外地员工留

下，得靠真心实意。”

高邑县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们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

工’专项行动，在落实好工资、福利、休假

等待遇的同时，协调商超、医疗、治安等

服务供应保障，尽全力确保留岗人员在

春节期间吃得好、住得暖、挣得多。”

河北石家庄落实补贴政策——

“留下来过年，安心又暖心”
本报记者 张腾扬

“上去容易下来难，要不一会儿你

试试？”除夕一大早，天津港集装箱码

头，“中远海法”号集装箱船舷梯旁，引

航员翟磊跟记者开起了玩笑。

为保障港口以及船舶航行安全，

根据规定，外籍船舶进出天津港口需

要强制引航，由熟悉航道和水文条件

的引航员上船“代驾”。“集装箱码头泊

位距离航道中间线 450 米左右，现在

20 万吨的集装箱船长就有 400 米，港

池里掉个头，那空间比平时开车停车

入位还紧张。”

入行 15 年，翟磊领着 3000 多艘大

小货船在天津港进进出出。“今天这船

不大，也就 10 米高，软梯爬上爬下也

就 1 分多钟。”翟磊用手比画着，“爬过

最高的软梯有 10 多米，四五层楼那么

高。”说得简单，但清晨的海风吹在身

上还是让人吃不消。“登船、下船时确

实很危险，特别是赶上寒潮，四五米高

一个大浪，拖轮和集装箱船高差忽大

忽小，会给攀爬软梯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翟磊换上防护服、手套、口罩和护

目镜等，从舷梯登船——“鞋套容易打滑，活动起来更费劲了。”

根据安排，航行 1 个多小时、大约 15 海里后，载有汽车配件、家具

等货物的“中远海法”号将抵达出港锚地，翟磊会从那里爬软梯

下轮，在拖轮上换上新的防护装备，登上另一艘入港船舶进行引

航作业，“中远海法”号也将继续驶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等目的港。

春节假期，天津港的船舶依然川流不息。大年三十这一天，

天津港就有 44 条进出港船舶需要引航作业，为此，天津港引航

中心安排了 24 名引航员组成春节引航专班，为部分重点进出港

船舶提供引航服务。

“让船舶快速、安全地进出港，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翟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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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去年刚大学毕业的测量员许恩培，今年春节留在

了项目工地，他通过手机连线千里之外的父母。春节不回家，许

恩培和年轻的同事们开始着手准备二级建造师考试，他们都希

望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学习年”。

科技助力
便捷舒心

“您好，请戴好口罩！”春节期间，在重庆市璧山区秀湖水街

国际非遗手艺特色小镇入口，工作人员微笑着提醒游客，并为他

们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璧山区利用大

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热门景区出入口设置了智慧景

区人流监测系统，并在人流密集处安装了 30 余个智慧监控，实

现对客流变化、安全管理等 24 小时监管全覆盖，为游客提供贴

心服务。

“小姑娘，快帮我看下健康码怎么用？”70多岁的罗女士焦急地

向贵阳北站进口的工作人员求助。工作人员把老人引到闸机旁，

很快就完成了扫码测温工作。为助力旅客便捷出行，贵阳北站增

设扫码测温一体化闸机，春运以来日均服务旅客 3000 余人，人均

节约进站时间 3—5 分钟。今年春节，贵阳地区各铁路车站加强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升级硬件设施便捷旅客出行。

红外线测温、身份证识别、机器人巡逻……春节期间，位于

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的万佛寺采取微信分时段预约、现场扫码入

寺的精细化管理方式，限流入场、定时消毒、及时疏导。此外，还

引进了两台进博会防疫机器人“蓝宝”，协助完成实时测温、巡视

口罩佩戴情况并定时对殿堂自动消毒。

（本报记者胡婧怡、龚仕建、徐靖、朱磊、贺林平、姜峰、常碧

罗、汪志球、沈文敏）

（上接第一版）

“终于盼来这一天！”2020 年 12 月 26 日，山西首条地铁线路

——太原地铁 2 号线一期开通运营，市民王波很开心：“地铁贯

通城市南北，为上班族提供了准时准点的出行保障，还能缓解交

通拥堵，期待其他线路陆续开通！”“十三五”时期，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里程增至 7545.5 公里，5 年翻了一番。“公交都市”建设

也扎实推进，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建成区公交站点 500 米覆盖率

接近 100%。

告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迎来“出门水泥路、抬脚上

客车”，不少农村百姓的出行难题在“十三五”时期得到有力缓解。

“村里通了班车，到镇里送孩子上学、赶集都不愁了，还能经

常捎些山货出去卖。”去年陕西渭南市华州区扶贫客运班线的开

通，改变了下李村村民马军刚的生活：“当天就能往返县城！”

2020 年 9 月，我国提前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100%
通硬化路、100%通客车的“两通”目标，让城乡间连接更紧密、往

来更通畅。

——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出行越来越智慧。

“您的托运行李已到达，请及时提取。”春节前夕，旅客刘

可刚刚从浙江义乌飞抵北京，就收到了南航微信公众号的提

示信息，“以前乘机很难知道托运行李的动态。现在，旅客对

行李值机、装机、中转、到达等各节点情况都能了如指掌，安心

了不少。”

美好出行靠科技。想打车，不必在路边等着，通过网约车平

台下单即可；出地铁，不必一路徒步，举起手机“扫”辆共享单车，

“最后一公里”轻松可达……“十三五”时期，互联网、物联网等新

技术在交通出行领域的加快应用，让出行越来越舒适惬意——

看共享出行，网约车日订单量超过 2000 万单，共享单车日均

使用量约 4570万人次，“电子围栏”等规范停放技术逐步落地；

看公路，487 个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部取消，2 亿多 ETC 用

户尽享畅通行驶，车辆平均通行速度提高 16%，道路客运省域联

网售票服务加快推进，11个省份开展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

看铁路，网络购票在线选座、人脸识别进站秒过、手机预订

特色餐食、异地购票全路通退通签等服务接连推出，让铁路旅客

搭上移动互联快车；

看民航，233 个机场实现国内航班刷码登机、无纸化出行，

37 家千万级机场国内旅客自助值机比例达 72%，旅客排队时间

大大减少……

今年春节，交通运输全行业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春运。不少

群众选择就地过年、错峰出行，春运客流明显减少。“客流少了，

工作一点都不能马虎！”春节期间，广铁集团广州动车段消毒队

队长吴莹锋与 8 位 90 后同事一起坚守岗位，每晚对次日上线的

所有动车组列车进行认真消毒，“疫情防控的弦咱可不能松！”

2 月 13 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游客在天山脚下的丝

绸之路国际滑雪场滑雪。

春节假期，就地就近出游成为许多人的首选。人们

来到近郊景点休闲游玩，乐享假日好时光。

张秀科摄（影像中国）

就近出游

乐享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