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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陪父母吃个年夜饭”
“前两年春节的时候，工作都很忙，单位发起

了‘就地过年’的号召，医院很多同事也都积极响

应号召在本地过年，没回家和亲人团聚，今年，终

于可以回家和爸妈坐在一起过除夕了，爸妈和我

都非常高兴。”想到今年终于可以回家和爸妈一起

守岁，连续三年没和爸妈吃年夜饭的刘静心里有

着说不出的激动。

三年前从山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刘静成为太

原市中心医院的一名住院医师。因为父母亲都在

临县临泉镇，每到过年的时候，她都会给自己定几

项任务：休息的时候回临县，陪妈妈逛街买衣服；

帮家里打扫卫生、置办年货……但前两年，因为工

作忙，持续很多年的过年“清单”都没能帮父母完

成。于是，这成了这几年来刘静的一块心病，在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首个春节，她终于能够完

成自己的心愿了。

想到这里，刘静拨通了妈妈的视频电话，但让她

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自己开口，另一头的妈妈说：

“女儿啊，今年是不是能过年回家一起吃团圆饭

了？我们早就做好了你爱吃的枣馍、炸丸子、红烧

肉……就等着你大年三十回家啦！”“是呀！工作不

太忙的话早点买好火车票，早点回家！”爸爸接着说。

听到父母的话，刘静赶紧拿出手机订回家的

火车票。因为正月初二要返回医院值班，所以她

准备在腊月二十九下班后就回家，陪爸妈置办年

货。“不扫码、不测温、不查验核酸证明，不用取纸

质车票，刷一下身份证就能进站上车……隔了好

几年，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进站回家了。”对着手

机，刘静自言自语道。买好车票，她放下手机，继

续逐个查房，询问病人情况，与家属交流，耐心叮

嘱看护家属做好病患照顾和个人日常防护。

在和许多同事交流中，刘静发现，医院还有很

多家不在太原的同事也跟自己一样都在着急着买

车票“回家吃年夜饭”。大家都说，好几年都没回

家陪父母了，今年终于可以回去了，以往的浓浓

“年味”又回来了！

“新的一年到了，希望医院里少一些病人，每

个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希望

祖国繁荣昌盛！”想着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心情

放飞的刘静兴奋地说着。

白海峰：乡情浓郁醉了游子心
今年 31岁的白海峰，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8个

年头，尤其是近三年疫情防控期间度过的每一天，

对于白海峰来说却是记忆犹新。“回家成为了一种

渴望，期待着今年不一样的新春佳节，会不会比前

两年更热闹一些，更有年味一些。”

比较庆幸的是，每个地方的管控措施，安全稳

定有序。“每年快过年期间，我还是可以回家和家

人一起共度春节，身边有许多在北京的同事和朋

友，因为家乡疫情，不得不留守在北京过年，一个

人吃年夜饭，甚至几年都没法和家人团聚。尽管

我每次都能顺利回家，但是每次回家，从进站、上

车、中转、出站，也习惯了提前做好核酸，保证健康

宝绿码，行程码绿码的状态，不过这其中也确实有

很多情绪。”白海峰说，记得有一次是过完年去机

场，担心机场防疫检查，我就提前出发了近一个小

时，但在机场路上的临时防疫卡口，因为测量体温

太高，折腾了好久，差点误机。确实这三年，防疫

也逐渐更科学、更人性，但我们这些外出工作者，

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困苦。

“现在已经全面放开疫情管控，回家过年基本

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前不久买回家的车票、机

票难抢了许多，虽然大部分人已经‘阳康’了，但是

当前依然处于疫情感染的高峰期，加上人员流动

大，出于对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的态度，还是得做

好必要的防护措施。”白海峰说，今年的春节，应该

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前两年的春节，因为疫情管

控，每个人都尽可能做到就地留守过年。这对于

经常在外工作的游子们是一种煎熬。

三年来，白海峰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经济下行

带来的就业压力，工作比以前更难找，大家也更怕

失业，企业也减少了招聘，越到这个时候，越会动摇

自己回到家乡工作的想法。“其实也已经习惯了在

北京的生活、工作的节奏，但正是在春节这样一个

小长假，回到家乡的时候，还是会对家人、朋友、同

学依依不舍，因为有太多难忘的回忆萦绕在我的脑

海中，久久挥之不去，仿佛觉得北京很陌生，更想要

留在家乡，陪在家人朋友身边。”白海峰如是说。

冯杰：“今年过年回家看看”
2023年的新日历已在等待兔年春节的到计

声中翻到 1月 14日，“过年”这个传统的节日，让远

在阳泉市委统战部工作的冯杰再次唤醒对回家团

聚的渴望。

“疫情防控期间的春节假期，我在阳泉‘就地

过年’，今年肯定回去，带着你婶婶和孩子一起回

去，陪你爷爷过年。”对回家过年有着特殊的“执

念”的冯杰正在电话另一头与妻子商量回家的时

间，准备一起踏上回老家过年的路途。

在他乡，念故乡！无论他乡多么美好，却没有

乡音乡情的亲切感；即使身处繁花的都市，却掩饰

不住内心的失落和茫然。当了 16 年兵的冯杰，

2015年 3月转业到阳泉市宗教局，之后机构合并

在市委统战部工作至今。

家在哪里，牵挂就在哪里，虽然工作和家庭都

定居到了阳泉，但无论长假短假，冯杰都会选择回

一趟家。因为对家乡的思念，在阳泉工作的他，组

建了 450人的“吕梁人之家”微信群，大家在群里

经常交流一些家乡的事情，有人要驾车回老家的

时候总会在群里吆喝一声，看看有没有拼车同行

的，或者给亲人要顺带的特产等等，点点滴滴让大

家都在异地感受着来自家乡温暖。

打开微信，冯杰一边浏览一边说，“我了解过，

大部分人今年都准备回老家过年，有距离近的大家

都相约拼车回家，春节顺风车，一起回家不孤单。”

今年回家最大感受就是通行更方便了，不需要

“落地检”，也不需要出示健康码了。从阳泉上高

速，“平安春运、路警同行、温暖回家路”的红色标语

分外显眼，高速路上不时就会出现“和谐春运、平安

出行”的温馨提示，让人一路上都觉得特别温暖。

人们的物质生活虽发生着变化，但温存在心

底的那份情怀，对新年的期待和重视依旧未变。

对于冯杰来说而言，这是一趟迟来了三年的回家

过年，不光光是陪父亲过年，更重要的是去母亲坟

头扫扫墓，烧上一份思念。年纪愈大，愈发懂得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没有什么比经常回家

看望父母更有价值与意义。

家乡在冯杰看来总是最好的，有着别处无法

取代的归宿感，衣食住行每个细节里都是满满的

回忆和深深的眷恋，过年，就是给人们一个“回家

看看”的契机，不论是远游在外还是像冯杰一样未

曾离开，春节期间的家乡总是会呈现出与平日不

同的模样，格外温馨。

郭兰英：“我家今年有喜事”
在青岛市紫荆护理公司工作的吕梁山护工郭

兰英最近十分高兴，辛苦忙碌了一年，年底回家给

儿子娶了媳妇。

54岁的郭兰英是孝义市阳泉曲镇人，2018年

参加了第四期吕梁山护工培训，免费培训护工职

业技能学习，随后成为了青岛市紫荆护理公司的

一名护工，主要工作是在各大医院护理患者。五

年来，郭兰英始终把病人和雇主当成自己的家人

一样对待，用真心为他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靠着

诚信、勤劳、专业的护理技能和自己耐心、细致、温

柔的服务质量，郭兰英赢得了患者和雇主很高的

评价，在护工行业里也算小有“名气”，2018年列

2021年连续 3年被评为公司优秀护工。并被评为

最美“吕梁山护工”。

“一晃四五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是一名经验丰

富的护工，每月工资都在 7000-8000元左右，而且

接单不断，靠着这一份技能，我们全家稳稳地过上

衣食无忧的生活。”谈到这些年的变化，郭兰英成

就感满满。

“万一又像去年那样，节后不能回来开工了怎

么办？”“如果回来要 14天居家隔离，雇主另找新

人怎么办？”不光如此，郭兰英心中还有一份牵挂，

想在今年为大儿子娶了媳妇。随着儿子与儿媳的

相识相知相恋，按照本地的习俗，儿子的定亲结婚

也顺理成章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疫情暴发，

婚礼的日子一直没定下来。

无意间，郭兰英在新闻里看到今年国家调整

疫情防控政策“乙类乙管”。“乙类乙管”是什么意

思？她特意问了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当得知取消

机场、车站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和 48小时的核酸

检测，郭兰英惊讶地问道：“今年春节回家过年是

不是比以前容易了？”

得到准确的答复后，郭兰英感到整个人都轻

松了，当天就去买了回家的车票。“护理完这位患

者，我就准备回家了。赶在过年之前，为儿子和儿

媳举办了婚礼，今年过年，咱家又多了一口人，多

热闹。”随着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的实施，郭

兰英归心似箭。

陈海涛：“再忙也要回家过年”
陈海涛的老家是距离柳林县城 13公里的陈

家湾村，他 2016年参加公安工作后就一直在平遥

县，妻子是山西大学的教师，因为各自工作的原

因，他们一家平常都生活在太原。去年春季他们

两口子又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这下给本身

繁忙的工作与生活又增添了不少“甜蜜的负担”。

问起回家过年的事情，他坦言道，这是近两年来第

一次回老家过大年。

按说从太原到柳林老家距离不算太远，但是

回家过年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

情。1991年出生的陈海涛从警六年，先后在平遥

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东泉派出所工作，目前是

东泉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从刑警到片警，他

一直从事案件侦办和协助社区管理工作。年轻的

他对工作热情饱满，不怕苦、不怕累，在面对跨区

域的案件时，远赴外省开展追逃工作也是他的家

常便饭，经常一出差就是十天半月。在妻子怀孕

时陪伴产检，对出生不久小宝宝的陪伴这些事情

因为这样的工作性质都变得十分困难，更别提每

年回老家过年了。

他跟记者说，前年过年的时候他正在浙江出差

办案，去年本来打算回老家过年，但是考虑到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开车回家走哪都要排长队查验核酸

证明、行程码、健康码，太不方便，最终还是没能回

去。今年疫情防控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回家的路更

畅通了，复杂的手续查验工作也基本取消了，于是

陈海涛早早就开始了回家前的一系列准备。

“今年能提前几天回老家过年可是他连续加

班快一个月才换来的，年初二又得去工作了……”

陈海涛的妻子略带抱怨和心疼的话语让人动容。

“这是我给家里人和亲戚带的平遥牛肉、黄酒

……”陈海涛指着车后备厢满满的东西对记者说，

他脸上笑意满满，洋溢着回家过年的喜悦和激动。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人们临近春节假

期最常说的一句话，多少年来人们对回家的渴望

从未改变。今年是疫情防控“新十条”实施后的首

个春运，人们的回家之路一定更加通畅、便捷。在

回归的烟火气中许许多多像陈海涛一样的人都踏

上了回家路……

张宇：“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
春节将至，作为一名在上海打工的吕梁方山

人，张宇今年再也不用烦恼因为疫情而不能回家

了。他提前订购了回家的火车票，非常顺利地准

时登上了返乡的火车。当火车到达吕梁站后，他

走下火车，走出火车站，这个重新修建的吕梁火车

站让他眼前一亮。装修精致，设施齐全，不由让人

惊叹，长时间的舟车劳顿让他身心疲惫。“我刚想

拨通家人的电话，发现手机没电了。心急如焚之

下，环顾了一下四周，我看见了附近路灯下的绿色

标识——手机无线充电。我走过去，把手机放到

无线感应区，随着手机亮起，我松了口气。”

政府的便民设施、利民政策为张宇这样的旅

客提供了方便，免除了旅客高价租借无线电充电

宝的昂贵费用，便利的公共卫生间让这个家乡的

城市充满了人性化。外出一年多来，张宇第一次

感受到来自一个城市的细心与温情。

离开火车站，他乘坐免费公交车到达吕梁汽

车客运总站，准备搭乘通往老家的客运汽车。吕

梁公安交警全警全力、全时守护的春运护航模式

让他感受到了回家路上的温馨。只见广大民警不

畏严寒，坚守一线，张贴安全出行的宣传标语，排

查安全隐患，开展交通整治，全力保障交通安全畅

通，倾情守护群众安全返乡回家的路。

据车站值班人员介绍，1月 27日当天，客流量

将达到整个春运期间的峰值，届时全市交通压力

将进一步增大。元宵节前后两天的 2月 3日至 2
月 7日（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七），城区及主要县乡

农村道路压力将增大。交警部门将紧盯重要时间

节点、重点路段、农村面包车、“两客一危一货”、

“营转非”大客车和校车、大中型客货车、备案不参

加春运的车辆等重点车辆及驾驶人，加强警力，严

肃查处超速行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疲劳驾驶、

逆行、违反交通信号、机动车未避让行人、带病驾

驶等近年来春运期间易肇事肇祸的违法行为，全

力保障春运安全，使过年回家的路成为最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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