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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进行时，网友热议——

归乡的旅归乡的旅途真暖心途真暖心
李 贞 魏良炜

过了小年，春节就真的来到
了眼前。

大红的福字贴在门上，街头巷尾
高高地挂起了灯笼，在外奋斗了一年
的人们，收拾好行囊，装好带给亲朋
好友的礼物，满脸期待踏上回乡的旅
程。在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这
样的景象年复一年地循环着。

时钟指针的跑道是一个圆圈，
但岁月的长河又不断向前流淌。一
年又一年，我们过春节的方式不断
发生着变化，又年年保留了一份不
变的心情。

涌动的“春运”人潮，从连夜
排队买火车票，变成了动动手指在网
上抢票。12306已经成为中国人最熟
悉的一串数字。因为春运，中国打造
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票务系统，平均
一年售出30亿张火车票。不管购票
方式怎么变，团圆始终是那份不变的
期盼。

收看春晚的方式在几十年间也一
直在变。从抱着收音机听，到一家人
围着电视看，再到从网络上看直播，
和网友们一起发弹幕、刷微博。今年
的央视春晚，还将采用5G+8K技术
实现多机位拍摄，再加上首创的虚拟
网络交互制作模式，观众还能体验
2020年春晚VR直播的效果。在娱乐
形式越来越多元的时代，这一场喜庆
的大联欢依然备受期待。

年夜饭的吃法，从自己在家动
手做饭，到在餐馆订一桌宴席，再到
外卖也可以把年夜餐送上门，或者请
一位大厨到家里来做菜……花样越
来越新，选择越来越多。不管菜肴怎
么变，相聚是年味不变的核心。

有的人年年坚持回到老家，陪
在父母身边过年。有的人选择接家人
来到自己生活的大城市，反向团聚。
有的人认为，过年就要串串门，走亲
访友才热闹。也有人觉得，扶老带幼
全家出门旅行更有意思。连小朋友们
收到的压岁钱，也从爷爷奶奶装在兜
里的零钱，变成了在手机上收红包。
但不变的，是大人们对孩子最美好的
祝福。

一个春节假期，承载了许许多多
的心愿。无论时代
如何改变我们的行
为，我们对幸福生
活的追求，对美好
明天的期盼，都一
直藏在春节的故事
里，未曾改变。

网 友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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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惊小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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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璐”

作为扶贫干部战线上的一个新兵，我刚刚经历了各种年底考核，十分
惊叹这项工作的严谨细致，更加理解了这项工作为啥那么受重视。扶贫确
实是目前面向群众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网友“麦田里的老虎”

对贫困户来说，重要的不只有物质上脱贫，更要看思想上能否脱贫。
国家不能兜底一辈子，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彻底摆脱贫穷，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

网友“海天一色”

向广大群众解释清楚“贫”的标准，消除自艾自怜者的心理不平衡；
在工作中捋清脱贫的有效办法，与其他地区互相学习；在谋划时设计好防
止返贫的蓝图，我想这样三管齐下，能更好地创造出稳定脱贫的实绩。

网友“Mountain-walker”

这件事引起热议，说明大家都在关注脱贫工作，这也是极好的，数据
会让脱贫工作更加透明。

网友“麦兜”

作为一线国扶系统录入人员，我切身感受到这个系统真的很强大。系
统逻辑清晰，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清单一目了然，真的是精准。当然，开
始录入的时候也觉得很辛苦，但看到清晰的统计结果就觉得很自豪。

变化的春节
不变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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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客运段团委和高铁动车二队党
总支组织休班党团志愿者，近日在长沙
南站及高铁列车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
奉献活动，为旅客提供信息咨询、乘车
及换乘引导、儿童护送、行李搬运等多
项贴心服务。寒风中，志愿者们用热情
的微笑和温暖的双手，为广大旅客的归
乡之途增添了更多温馨，受到旅客称赞。

黄碧海 王克明 徐晖铭摄影报道

“爸、妈，我回家啦！”一句平平常常的
话，却最惹人动容。对在外奋斗的游子而
言，家是内心永恒的归处。临近春节，过年
回家的路成为了最温暖的旅途。机场、汽车
站、火车站……归乡路上，手提肩扛的乘
客、坚守岗位的列车员、等候接站的亲友，
书写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自1月 10日起，一年一度的春运正式开
启，“回乡”再次成为网上的热点话题。网友
们写微博、拍视频，记录着各种归家时刻的
动人瞬间：喜出望外迎上前来的家人，父母
眼角激动的泪花，还有早已备好的一桌家常
菜肴……点滴温情，洗尽了一年的风尘仆仆。
微博话题“幸福回家路”“2020春运”“最想珍
藏的春运记忆”等轮番登上热搜，这当中的每
一份真情，共同记录了中国人的春节故事。

回乡路上最欢乐

2020 年春运从 1 月 10 日开始，至 2 月 18
日结束，共计40天。有网友概括春运的意义
是“跨越山川湖海，只为与家人团圆”。交
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春运前四天，全国铁
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 2.85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6%。其中铁路连
续5天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

春节回家，是在外务工人员一年里最开
心的时刻。1月13日，《中国铁路》杂志官方
微博发布了 9 张图片，记录了从广东深圳开
往四川成都的 K4723次务工人员返乡专列上
的欢乐。车厢内张灯结彩，客运段工作人员
与 1700 余名务工人员开心互动。微博网友

“Vicenza 奕”表示：“我就是一名务工人员，
曾经回家的路那么难熬，但如今这样的回家
之旅让我们开心、暖心。”微博网友“雨中
不川”留言道：“一路欢声笑语，开开心心
回家，让人觉得很幸福。”

同样在春运途中，沂蒙老区的车站提供
新的“智能+”技术，让乘客舒心。中国新
闻网发表文章 《日兰高铁迎来首个春运 沂
蒙老区搭“智能＋”让旅客回家更舒心》 指
出，在日兰高铁日曲段的车站，电子客票扫
码入站、智能机器人、“厕位智能引导系
统”等各种智能技术、人性化设备投入使
用。网友“我科我詹美如画”表示：“可以
通过智能机器人查询各种信息，‘厕位智能
引导系统’让大家不用排队挤在厕所门口，
这样的技术方便了旅客，为临沂北站点赞。”

为保障大家的归乡旅途安全有序，严密
的监管不能缺席。近日，“央视新闻”官方
微博发布视频，曝光长途卧铺大巴司机不在
服务区停靠，乘客下车吃饭、上厕所遭遇了
乱收费。对此，交通运输部及时回应表示，
立即调查核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客车司机
伙同黑店“宰客”乱象，坚决遏制此类乱象
再次发生。各地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
话服务中心将强化人员培训，高度关注此类
投诉举报，确保件件有核查、件件有回音。
微博网友“luckyccjz”表示：“曝光黑心商
贩，大快人心，更好的监督让我们回乡之路
更顺畅。”微博网友“自己名字”评论道：

“希望监管部门尽早把问题彻查清楚，让大
家能够安全开心地回家过年。”

坚守岗位最温暖

在大多数人忙着准备踏上回乡路时，还
有许多人在默默坚守自己的岗位，守望着大
家的春运旅途。

1月12日，“央视军事”官方微博发布视
频，拍摄了在春运期间，北京西站执勤的武
警为了能确保执勤时精神抖擞，只有在执勤
间隙抓紧时间休息，几乎一坐下就睡着了。
视频令许多网友感动不已。截至 1 月 15 日
晚，相关微博话题“春运执勤武警坐下就能
睡着”已有超过2100万次的阅读，不少网友
在话题下大呼心疼执勤武警。微博网友“云
中漫步”留言说：“感谢你们让我们平安回
家过年。”微博网友“间客 555”表示：“战
士们太辛苦了，休息时可得注意保暖，别累
坏了我们回家路上的守望者。”

春运时火车站客流量大，带着孩子出行

的家长最不可大意。有网友发布的视频就记
录了在上海虹桥车站，一位小朋友与家人失
散又团聚的事。一名 6 岁男孩因闹情绪与家
人分开后迷失了方向，只好神色慌张地跑到
检票口的武警战士身边求助。武警战士赶紧
帮孩子回忆妈妈的电话号码，最终帮他找到
家人。事后，妈妈连声感谢，还告诉男孩
说：“下次有困难，记得一定要找穿军装的
叔叔帮忙！”微博网友“空长了年岁”在视
频下评论道：“有困难找人民的好战士准没
错，不过各位家长最好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公共场合还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微博网
友“齐浩尧”说：“春运里武警战士们的这
抹橄榄绿，就是我们的保护色。”

春运中还有许多小小的“紧急时刻”。
近日“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视频，记录了
热心列车员的故事。春运首日，贵阳客运段
列车员田方毅从一位乘客手中接过她的孩
子，一路狂奔 500 米，在高铁发车前两分钟
把乘客母子送上了车。微博网友“我爱东北

大炖菜”评论说：“妈妈一个人带着小朋友
不容易，给列车员小哥哥点赞。”微博网友

“ALbei”开玩笑说：“春运里为乘客保驾护
航，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体力。咱们的列车
员可真不容易，还要腿长跑得快。”

无论火车站的安检员、列车上的乘务
员，还是执勤的武警战士或养路工、检修
师，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保障了春
运的顺利。截至 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官
方微博主持的话题“感谢回家路上的守护
者”已有数百万次阅读，许多网友都在下面
留言，为这些温暖的人道一声感谢。

团圆时刻最动人

再遥远的路途，当你跨进家门的那一
刻，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特别是当长
久奔波在外的孩子们突然回家，父母眼中那
开心、惊喜的眼泪，最是珍贵。

1月1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向网友
征集视频，请大家拍下自己突然回家时亲人
的反应。这些最真实的意外瞬间，让许多人
看后都不禁流下眼泪。上来就给了孩子一个
拥抱的妈妈，连声说着“真的是你吗”的爸
爸，镜头中父母的表现让那些还没有回家的
网友直呼“真的想家了”。微博网友“键
盘”评论说：“看得我泪奔，我好想现在就
回家。”微博网友“闹的迷妹 ing”感慨道：

“回家，便是过年最好的礼物。”
截至 1月 15日晚，微博话题“亲人看到

突然回家的你”已有3亿次阅读，4.4万次讨
论，许多网友都在话题里分享自己回家时的
喜悦。

回家过年，给父母带一份小小的礼物更
是充满意义。1月 12日，微信公众号“人民
日报”发表文章 《他的背包里是最骄傲的年
货》。文章写道，29 岁的消防员曹波由于工
作任务重，已近 11 年没有回家过年。而今
年，他将带着自己获得的23个荣誉证书与立
功奖章回家过年，让父母看到自己的成长。
微信网友“松柏”表示：“向消防队员致
敬！祝你们及家人平安、健康、快乐”。微
信网友“珺尔”留言说：“心中有祖国和父
母的人，是最美的人。”

这么多年的春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
珍藏的记忆。截至 1 月 15 日晚，微博话题

“最想珍藏的春运记忆”已有 7773 万次阅
读，许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的春运记忆。
有人记住的是回家时父母的笑容，有的人
记住的是途中的见闻，而随着社会发展，
这些记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 月 14 日，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视频，讲述了中
国人的春运故事：“父母年轻时，回家要排
长队购买火车票，而如今做子女的我们，
动 动 手 指 便 能 在 网 上 买 票 。 以 前 在 火 车
上，饿了就想吃泡面，如今可以在火车上
点外卖，选购自己喜爱的食物。以前回家
的路很长，走得很慢，如今一部电影的时
间，游子便到了故乡……”微博网友“原
来是名名媛”看完视频后送上祝福：“祝每
个回家的人一路平安。”微博网友“武英双
姝”表示，时代的发展，让回家的路变快
了，但一直不变的是我们想要团聚的期许。

▶ 1 月 15
日，在厦门北至
成 都 东 G2372
次 动 车 组 上 ，

“ 列 车 妈 妈 ”周
弋 乔 怀 抱 返 乡
的“小候鸟”。

胡志强 摄
（人民图片）

◀1 月 15
日，一对情侣
在宁波火车站
南广场。

胡学军摄
（人民图片）

▶ 1 月 15
日，重庆市綦江
区二级车站，共
青团重庆市綦江
区委青年志愿者
帮旅客购票。

陈星宇 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