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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金鼠贺岁，庚子迎春。今天是农历大年三
十，在 960 万平方公里大地上，万家团圆，谱写
着一幅浸润家国情怀的盛世画卷。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在亿万个家
庭辞旧迎新、阖家团圆之时，在创新创业之城、
脱贫攻坚之乡、重大工程建设基地等各行各业
的奋斗者，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书写着伟大时代
的新篇章。

异地他乡团圆 共享美好时光

清蒸鲈鱼、油爆大虾、红烧排骨、土豆烧牛
肉、清炒藕、蚝油生菜，再加上来自江苏老家的
云片糕，这是汤红婷一家人的年夜饭。

年味，从一桌团圆饭开始。
对于在深圳从事科研工作的汤红婷来说，

春节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父母第一次从
江苏来深圳过年，除夕的活动也安排得满满当
当——早茶、爬山、做团圆饭、包饺子、看春晚。

深圳，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的
特大移民城市。数十年来，无数人怀揣梦想来到
这里，用汗水和智慧浇灌着这座创新之都的丰
饶，感受着城市的巨变，沐浴着城市的荣光。

2019 年 1 月，汤红婷来到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合成生
物学研究。为完成科研计划，她决定今年不回家
过年，在实验室度过春节假期。

在深圳工作的一年间，汤红婷感觉到，这一
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知识面不断拓宽，与不同研
究方向的同事合作交流，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

在深圳，与汤红婷有着同样创新梦想的人
不可数计。2019 年 11 月底入职前海深港青年
梦工场的冯鑫鑫，这个春节也选择在深圳过年。
除夕当天，父母带着两个弟弟赶到深圳，一家人
在蛇口团圆。

2020 年恰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 周年，
也是前海合作区成立 10 周年，让她遇上了一个
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

来到前海几个月，冯鑫鑫感觉自己收获颇
多，成长很快。入职以来，她参与了前海多场活
动筹办，在密集的锻炼中，工作能力快速提高，
对深圳和前海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陪着前海一起成
长，和祖国一起，筑梦大湾区。”她说，前海生机
勃勃，特别适合干劲十足的热血青年。

在服务梦工场创业团队的过程中，冯鑫鑫
也感受到了创新创业的艰难和收获，“创业团队
的各种项目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充实的工作
使我明白了‘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
道理，抓紧一切时间去成长、去进步。”

“当前，深圳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更好地参与和
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冯鑫鑫说，她已经制定
了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

决胜脱贫攻坚 迎接崭新生活

沟峁山梁，素裹银装。2020 年 1 月以来的
几场瑞雪，为黄土高原上了妆。

虽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但陕西省延安市

宝塔区青化砭镇石绵羊沟村脱贫户马建利的
家中，却是暖意融融。

炉火烧得正旺。马建利 87 岁的母亲张润
莲坐在炉旁，两根筷子在滚油中上下翻飞，一
个个金灿灿的油馍馍出锅，香味儿直往鼻子
里窜。这是陕北人家家户户必备的过年吃食，
“油馍馍上桌，年就到了。”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马建利在忙碌中收
获满满。因为要供孩子们上学，自己又身体不
好，家里没有壮劳力，老马一家的光景曾十分
恓惶。在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干部辛
勤帮、自己加油干，老马建起猪圈当起了猪
倌。从十几头猪起步，逐渐发展成为村里有名
的养猪专业户。钱包鼓了，贫困户的帽子也甩

掉了。
“2019 年，我养猪赚了 5 万块。现在猪圈

里还存栏 60 多头，等开春了还能卖一批，手
头就更宽松了。”马建利筹划着一个更大的梦
想：“再建一个猪棚，把规模扩大些。等女儿考
上研究生后，我要更加努力，好光景还在后头
哩！” （下转 2 版）

创 造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历 史 时 间
写在农历庚子鼠年春节到来之际

1 月 24 日，日本东京地标建筑东京塔为庆祝中
国农历新年，亮起特别的“中国红”。

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东京塔亮起“中国红”

▲ 1 月 24 日，在贵州丹寨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金钟社区，杨杰山（左一）和家人一起挂灯笼。这是苗族同胞杨杰山全家
首次在新居过年。 新华社发（杨武魁摄）

据新华社长春 1 月 24 日电（记者金风、王
昊飞、徐子恒）伏尔加餐厅的气氛被“哄”了起
来，红菜汤从厨房端上餐桌，十余名游客在这家
俄式乡村主题民宿里唱响《喀秋莎》。窗外不远
处，孩子们正在 130 米长的冰雕迷宫里追逐
嬉戏。

40 公里外，东北农家民宿林海农家院，刚
刚堆起的雪人一脸笑意，热腾腾的炖大鹅出锅
了，屋内齐刷刷的“过年好”伴着觥筹交错，为岁
末的欢聚掀起小高潮。

伏尔加餐厅和林海农家院，都位于吉林省
舒兰市，分别坐落在小城镇四合村南阳屯、上营
镇马鞍岭村二合屯。这两个长期默默无闻的贫
瘠自然屯，如今有了小有名气的新名头：“俄式
冰韵小镇”和“吉林二合雪乡”。

两个自然屯，借助冰雪资源禀赋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风口”，形成了冰雪相映、土洋结合的
旅游产品“连线”。在这个东北县级小城舒兰，这
样的冬季旅游新“玩法”，为这个春节烹出了新
“年味”。

在俄式冰韵小镇顿河酒吧，年夜饭的配搭
摆放让游客大开眼界：俄式盘肠配中式熏酱，大
列巴配黏豆包，红菜汤配炖酸菜，烟熏排骨配东

北扣肉……“没想到还能这么吃！”游客程程
对这样的混搭颇有些意外。

“白天在冰韵小镇玩冰，晚上到二合雪
乡赏雪，既能感受异国情调，还能享受东北
火炕，来这里过年太有意思了！”游客许文
伟说。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四，我家的火炕
包房早被订得满满登登的！”二合雪乡林海
农家院老板娘吴庆荣说。

46岁的吴庆荣嫁到二合屯已经 20余年，
这里耕地少、收入低，过去很多年中她都想靠
创业摆脱农村生活，各种“折腾”持续到 2016
年。那一年，舒兰市开始打造二合雪乡，靠冰雪
旅游带动乡村振兴，屯子变美了、乡亲们变富
了。将自家房屋改造为农家乐的吴庆荣也从中
受益，她的致富项目也由此稳定下来。

眼下是二合雪乡投入运营的第四个雪
季，红灯笼、砖瓦房、木栅栏、热炕头、大酱缸
等一系列透着黑土地气息的传统元素，让希
望亲近东北村屯原生态的游客们兴奋不已。

马鞍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卢才书介绍，打造
二合雪乡前，屯里土路只有 1 . 8 米宽，家家户
户用的是旱厕，一到晚上全屯乌漆墨黑，如今
柏油路铺上了、室内厕所用上了、晚上也灯火
通明了，后来又接了宽带、建起了停车场。

“市政府为二合雪乡投入了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帮我们打造了这个村集体经济项目，
100 多户村民都入股了。”卢才书说，二合屯
的雪，因雪乡的打造才显得更美，让全国各地
的游客慕名而来，全部 36 家民宿接待户可同
时满足 500 人住宿、1300 人就餐。这个春节
假期，孙家大院等民宿已经“一房难求”。

与二合雪乡不同，南阳屯的嬗变，则是另
一道风景。20世纪 90 年代，屯子里的一批农
民开始远赴莫斯科做生意，没想到就这样一
带十、十带百，近 30 年间，南阳屯已经成长为
劳务输出基地。如今，102 户村民中大多数有
在俄经商创业和打工经历，致富领域涉及服
装、电子、灯具等多个产业。

在二合雪乡项目投建的第二年，南阳屯
的俄式冰韵小镇项目也启动了。舒兰市政府
同样为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保驾护航。如
今，这两个自然屯已逐渐形成了“土”与“洋”
融合、“雪”与“冰”相映的差异化特色，也让舒
兰冬季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名片越来越亮。

图片：二合屯林海农家院一景（ 1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冰雪相映土洋结合，乡村旅游烹出新“年味”

新华社记者

万家团圆时，他们仍在一线奋
战；万籁俱寂时，他们仍在岗位忙碌。

今年春节，有多少人坚守工作
岗位不能回家团聚？他们是谁？让我
们向他们致敬！

哪些人在坚守岗位？

——抗击疫情一线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全国医护人员都已行动起
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介绍称，
部署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加强值班值
守，安排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
疗卫生单位调派熟悉工作的人员，做
好春节期间的值班工作，各级医疗机
构和疾控机构留足在岗人员。

据悉，武汉地区医疗机构约 8
万名医务人员，春节期间都坚守岗
位。全国各大医院都提高了防疫等
级，众多医护人员改变春节行程，接
诊发烧患者或追踪疫情进展。

武汉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王琛
24 日发朋友圈写道：年三十，没车。
同事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医院
上班，没有私家车的人，有步行的、
骑共享单车的，准时到岗，医务人员
说到做到！食堂师傅们保证早餐供
应一大早的好暖。

——交通运输
春节对于交通运输部门的职工

来说，意味着紧张而繁重的春运任
务。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
2020 年春节，铁道线上有 50 多万
名铁路职工坚守岗位。北京公交集
团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北京公交集
团司机共 4100 余人，春节期间在岗
2300 余人，约占总数的 56 . 14%。

——公共安全与服务
除医生外，警察、消防员、军人

等公共安全行业人员也在守护春节
期间的安全。

今年春节，武警部队 20余万名官
兵将坚守在 300 多个大中城市火车
站、汽车站、机场、码头等春运执勤点
和重大节庆活动现场。春节期间，全国
消防救援队伍共有 15万人执勤值守。

供水、供电、交通、邮电、环卫……为保障春节期间群众
的基本生活，从凌晨到深夜，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作
人员默默付出。这个庞大的服务人群保守估计超过百万。仅
国家电网就安排数十万名抢修人员坚守岗位。北京环卫集
团及旗下京内外企业将有 2 万余名职工，坚守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

——服务业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北京市从 1 月 17 日至 2

月 8 日开展家政服务保供行动，预计将有约 3 万名家政人
员留京服务。

苏宁公司预计春节期间有 12 万人次坚守岗位，主要包
括店面一线、物流快递员、客服与售后人员、IT 人员等。

《2019 众包骑手生存真相报告》显示，目前中国骑手从
业人员数量约 1300 万。“饿了么”表示，今年春节愿意留下
来的骑手比去年显著增加。一名“饿了么”骑手称，他所在站
点会有约一半人员留守。

春节他们在岗位上如何忙碌？

这个春节，最辛苦和忙碌的无疑是奋战在疫情一线的
医护人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严丽，急诊
科下夜班后还要去支援发热门诊，白天黑夜连轴转。穿上隔
离服，坐在一个地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坐诊 10 到 12 个
小时，是发热门诊医生的常态。

46 岁的朱海兵是北京急救中心西区分中心的医生，从
事院前急救工作 13 年。自从干这行儿，他就没在家过过春
节，今年除夕也依旧在站里值夜班。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
白班和夜班均为 12 个小时，为保证人员充足，一般不允许
请假，这个春节更要随时待命。

大海深冬，风刀霜剑。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执勤一
中队官兵担负核电守卫任务，他们的驻地远离城市，面朝着
一眼望不到头的北部湾。即便在 8 级以上的大风中，他们也
能分辨出方圆几里内的异样响动。

对于消防员来说，节日更是神经不能放松的时刻。北京
市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方庄特勤站指导员马小卫已经 17
年没回家过年了，每天都在站里随时待命，警铃一响，必须
要在 45 秒内出发。他说，春节期间是火灾高峰期，这时候常
常会更忙。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北京夜 3 路车队书记黄淳说，“春节肯定也不休假啊，不然
公交谁来开？”他说，春节期间某些路段路况虽然会顺畅一
些，但安全行车的要求更高。

除夕，马路上车流稀少，餐饮人春节不打烊，反而会比
平时更忙。

美团点评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4 日，2020 年在线预订
年夜饭的订单同比增长 91%。美团外卖承诺不打烊，外卖
配送商会通过调整站点配送范围和订单配送方式等，优化
配送效率。同时，为餐厅提供原材料服务的快驴业务也将不
打烊地送菜，保证餐厅供给。

外卖小哥韩营说，忙的时候一天下来得跑个两三百公里，
电瓶车得换五六次电池。过年期间一般都是“大单子”，还有顾
客点了一千多元的餐，车都装不下了，只能分两次送过去。

对劳动者予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尊重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春节留守岗位的劳动者，多数
单位都高度重视，领导与职工的聚餐往往是除夕之夜的
重要安排，并按照劳动法
相关规定发放加班费、安
排调休。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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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焰火在美国纽约哈得孙河上空绽
放。当日，美国纽约燃放新春主题焰火，庆祝即将
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纽约燃放焰火庆春节

▲ 1 月 25日凌晨，坚守岗位的北京地杰机扫保洁服务中心
环卫工人张铁强正驾驶车辆清扫街道。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 1 月 24 日，宁夏永宁县福宁村搬迁移民谢兴昌与
孙女在院子里挂起新年饰品。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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