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卫工人刘书民：
干干净净迎新春 做好钱塘“美容师”

■记者 徐红燕

“大哥，今年回不回老家过年呀？”“大姐，今年你们

有什么安排……”临近春节，杨峰又开始忙着制定春节
假期的值班安排，新上任成为保安队队长后，她考虑的
事情就越发多了：“哪些同事家里有事不能值班，哪些
同事家里情况复杂只能值守白天……我对他们熟悉，
所以要提前帮他们都考虑到。”

今年，杨峰和家人一致决定不回信阳老家过虎年
了。“我们春节期间保安人手不够，我留下来值班。”这是
杨峰入职白杨街道和达城小区保安队的第二年，而这个
虎年也将成为她留杭过的第二个年。

这两年来，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小区作为疫情防控
的重点、难点，小区进出口成了严守居民安全的一道“安
全门”。这一点，杨峰有着深切体会。“您好，请出示健康
码和行程码。”杨峰每天会反反复复讲这一句话。每天
上班值守12个小时，一个保安亭，一页页登记表以及来
来往往的居民，就是她工作的日常。

这份保安工作，让杨峰充满了获得感。这两年，居
民几乎都认识了爱笑的杨峰，经过大门都会给她打招

呼。晚上下班了，杨峰就和同事约着在去广场跳舞。
这样简单的工作和生活，让她觉得很是满足。一次，小
区里一个小孩走丢了，妈妈着急地跑来保安亭查监
控。“不要担心，我们帮你一起找。”杨峰安抚着这位母
亲，“我的小孩也走丢过，作为母亲我感同身受，当时一
方面担心小朋友，一方面我也要极力安抚这个妈妈的
情绪。”小朋友找到后，女士紧紧拉着杨峰的手：“太感
谢你了！”直到现在，这名女士每次进出小区的门，都会
热情地向杨峰打招呼。

“儿子给我讲，杭州空气好，风景好，工作机会多，
我和丈夫就决定跟着儿子一起来杭州务工，来后就喜
欢上了这座城市。”杨峰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大儿子在
杭州工作，小儿子在昆山工作，在她眼里，两个儿子懂
事又努力。“我们来杭州后一直没有时间去西湖走走，
今年小儿子放假了，等一家人团聚了，找个空闲时间，
一起出去看看杭州的美，一起在杭州快快乐乐过虎
年。”杨峰的眼里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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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雪依

一餐团圆饭、30间宿舍、两个人……自疫情发生
以来，这就是 3年未归乡的郑云莉每年的春节。“我家
在四川成都，说不想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作离不开
我呀。每年员工回杭，都会来询问我回杭的防疫政
策，我必须提前了解清楚，才能安排好回杭职工的相
关事宜。而且，我们公司也有不少留杭的职员，他们
住在宿舍里，也需要我管理宿舍。”谈及返乡，郑大姐
不胜感慨。

“我们夫妻俩今年都留在杭州过年，好在孩子大
了，平时通通电话、聊聊家常，也很开心。”谈起留杭，郑
大姐想到了3年未见的女儿，“她的独立性很强的，让我
们放心。”郑大姐在 2010年 3月来到杭州，至今已经在
杭州度过了近12个年头了，如今，她正在矢崎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担任宿舍管理员一职。水电安全、热水器故
障、外墙渗水等等这些琐事都会找上郑大姐，即便是空
置的宿舍，她也需要巡视，检查水电是否正常，门窗是

否关好。工作虽然辛苦、琐碎，郑云莉仍每天都要到宿
舍楼里去看一看。现在，她已经着手开始一些春节期
间的工作了，提前完成一些事情，会让春节过得轻松自
在一些。

在留杭过了3个春节的郑大姐眼中，杭州和成都的
年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成都，大年初一、初二的
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摆上一个红包，舞狮子的队
伍就会敲锣打鼓地过来，也有不少人家会把红包放在
屋檐上，舞狮的人也会想办法取下来，这段舞狮表演是
成都新春里的喜庆。

而在邻里社区，路灯上已经挂上了红灯笼，一片喜
庆祥和气氛。社区服务中心也向这些留杭过年的“钱
塘妈妈”送去了节日福利，郑大姐拿着节日大礼包，笑
得合不拢嘴——这是属于钱塘的年味。“去年社区组织
了集体的团圆饭，大家聚在一起吃着年夜饭，别提有多
热闹了！现在我和社区的社工、邻居们相处得很好。”
郑大姐打开手机翻看着去年过春节的相册。

“新的一年里，还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疫情

快点过去。小孩子就可以来杭州旅游，我带她去看看
钱塘潮水、西湖美景……”郑云莉对新的一年有了更多
的憧憬。

■见习记者 董笑瑜 何思源
通讯员 孙鸿立

临近春节，钱塘大地再度迎来寒
潮。但在中电建路桥河景路项目施工
现场，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亚运会快来了，项目建设的进度也抓
得紧。”休息间，项目工人王新华告诉记
者，项目交付在即，工人们也有着不小
的工期压力，加之当前河南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较为严峻，自己和妻子商量之
后，决定还是留在钱塘过年。

今年 48岁的王新华和 50岁的刘
银霞都来自河南周口，2021年上半年
才从西安的项目转来杭州。两人所
在的河景路项目是钱塘区东西向的
主干道路，属亚运会配套工程之一，

工期紧、任务重。
即便留守项目，过年也得有“年味

儿”。王新华和刘银霞有三个孩子，其
中大儿子和他们在同一个工地上做
工，自然也和父母一起留杭过年。还
有两个儿女在郑州念大学，不用父母
过多操心。对于两人来说，春节最具
有“年味”的庆祝活动就是年夜饭了。
今年因为疫情不方便走动，夫妻俩准
备自己在家操持一桌家乡菜，重温家
乡的味道，再和老家的家人们通过微
信视频一起过年。尽管今年暂时不能
像往年一样团圆，但夫妻俩的心态却
还不错。“现在有疫情不方便回家，有
手机就好多了。”刘银霞笑呵呵地说。

不过，科技再发达，还是无法完全
弥补一年到头在外务工的工人们对家
乡的牵挂。王新华和刘银霞所惦念的，
就是家里的小孙子。说起刚满三周岁
的孙子，这对夫妇的脸上是止不住的笑
容。对于夫妻俩来说，新的一年最大的
期待就是疫情能尽快过去，项目能顺利
完工，好让他们能有时间回老家帮儿媳
带带孙子。如果没有疫情，他们还希望
能够把河南的家人接到杭州，一家人转
转钱塘，再去看看西湖。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往年，小年一
过，项目上的大部分外地员工都将陆
陆续续启程返乡。但今年对于像王新
华、刘银霞一样选择留在钱塘区过年
的外来务工人员，项目上也将组织留
守人员一起吃年夜饭、包饺子、看春
晚，和他们一起欢度虎年新春，让离家
千里之外的他们能够在杭州感受到来
自项目的关怀和家的温暖，让他们在
钱塘区也能过个吉祥幸福年。

1月25日下午，白杨街道朗琴社区举办了中国传统
打年糕的活动，吸引了该社区外国友人们的驻足和参与。

通讯员 杨甬杭 摄

保安队长杨峰：留下值班保平安 在钱塘过个幸福年

亚运项目工人夫妇王新华刘银霞：
留杭过年为城市出力 挂念3岁的小孙子

公交驾驶员刘焕丽：义务帮同事解决“头等大事” 清清爽爽过大年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朱珍

“我今年过年值班，就不回家了，
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公司给我发
了年货，跟我搭班的师傅听说我不回
家，还邀请我去他家过年呢……”过年
回家，是每个人心中抹不去的情结，尤
其是常年在外务工的人，他们最忘不
了的就是家人做的那口热腾腾的菜。

然而今年的春节，因为疫情防控
的需要，很多人响应号召决定“原地过
年”。他们只能通过电话、视频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思念。杭州大江
东城市设施管养有限公司的环卫工人
刘书民就是其中之一。刘书民家在距
杭州 1300 多公里外的河南省灵宝
市。半年前，刘书民独自来到钱塘区
做起了环卫工作，他的工作听起来简
单，就是冲洗马路、清洁公交车站等公
共设施，但做起来着实有些不易。“我
负责的那个路段，早晚人流量聚
集较大，烟头、白色垃圾也特别
多，需要我时刻关注着。”

每天 5 点，天还没
亮，空气中还弥漫着淡
淡的水汽，人们还在
睡梦中时，刘书民

就已经提
着

清洁工具前往“责任区”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他每天都要在 7点前将“责任
区”冲洗干净，风雨无阻。除了要冲洗
路面，铲除地面口香糖、擦拭车站指示
牌等，其他公共设施的保洁工作也是
他的日常。这样“不起眼”的工作，刘
书民每天要持续 8小时，在他的忙碌
下，污迹和垃圾被全面清理，整个路面
也焕然一新。

今年，因为工作需要和疫情影响，
刘书民早早地在电话里跟妻子商量，
决定在原地过年，保障钱塘的环境卫
生。对于自己的工作，刘书民坦言，半
年工作下来，已经习惯了没有节假日
的生活，“每次过节，大部分外地人都
会回老家，路面垃圾较平时是减少
的。但是今年比较特殊，留在钱塘过
年的人比较多，路面清扫量也增加了，
所以干活要紧，在哪儿都是过年，要做
好杭州亚运会前期的道路保障工作。”

今年，是刘书民在环卫岗位上度
过的第一个年，像他这样不回家过年
的环卫工人还有很多，他们奋战在保
洁一线的同时，还肩负着消毒杀菌的
职责。

过年期间，是生活垃圾最多的
时候，也是环卫工人最忙的时段。
希望广大市民，在欢度佳节的同时
尊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为留守

钱塘的环卫工“减负”，不随意乱扔
垃圾，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干净
迎新春，文明过大年。

■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戴舒莹

1月 24日中午，海通街公交站房尤为热闹，不少
别的线路司机也赶了过来——大家都是跑来理发
的。只见 3118路驾驶员刘焕丽熟练地挥舞着手中的
剪刀，仔细地给 3106路驾驶员姚师傅修剪着头发。

“老刘的手艺真不错，比在理发店理得还要好。”姚师
傅对着镜子帅气地甩甩头，满意地说。

临近年关，省外很多地区的疫情还不稳定，又因
公交行业的特殊性，不少驾驶员都选择了留杭过
年。考虑到很多理发店已经关门，刘焕丽便带上自
己的理发工具，利用休息时间义务到站点为留杭司
机免费理发，解决同事们的“头等大事”。

“老刘”的生意还真不错，中饭都是随便吃了两
口，3个多小时没闲着。其实，这门理发的手艺是刘焕
丽利用空余时间自学的，初衷是替社区老人免费理
发，学好这门手艺后，她便主动报名去社区当起了一
名义工，放弃难得拥有的休假时间，去社区为老人和

为行动不便的人做志愿服务。刘焕丽笑着说：“我们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其中的辛苦自己最清楚了，既然
自己会这门手艺，当然要服务一下同事，给大家理一
个帅气的发型，开开心心迎接新年。”

刘焕丽老家在河南，已经来杭 12年的她，驾驶公
交车足足也有12年了。作为一名公交驾驶员，在她眼
里，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但是在这十几年里，刘焕丽觉
得自己收获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和满足
感。驾驶着 3118路，每天接送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
这座城市越来越繁荣，“我打心底喜欢这里”。

这个虎年春节，公司安排了刘焕丽的班，加上疫情
原因，她和家人决定不回河南过年了。“我们已经有五
六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平日里我们也会和老家的亲
戚朋友通过视频聊天，虽然在异乡，但在这里也拥有了
很多好朋友。”刘焕丽满脸笑意地说道。去年，公交公
司组织了没有回家的驾驶员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刘
焕丽的邻居也热情地邀请他们一家人一同热热闹闹过
大年。在刘焕丽的心里，杭州的年，也一样精彩。

■记者 钱圆 通讯员 钱俞迪 吕佐瑶 沈洁

翰墨飘香迎新春

距离传统春节只剩几天时间，“过年”已经成为每个人嘴上的
口头禅和心底的念想。1月25日，白杨街道东保社区的党群服务
中心内人头攒动，居民朋友们怀揣着对壬寅虎年的愿景和期许，
纷纷前来领取“晓白杨”书画社成员们现场独家定制的新春福字
和七言对联。

一位阿姨捧着墨香正浓的春联，小心翼翼地铺在地面上晾
干。她说：“我就喜欢老师写的春联，比超市里卖的有温度有年
味！”“现在会写毛笔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今天看到四位书法老师
现场写春联，真有小时候老底子过年那味道哩！”现场有不少居民
都表达了对手写春联的喜爱。

疫情、工作、学业……阻挡人们返乡过年的原因有很多，留杭
过年的理由却只需要一个，那就是“钱塘是我家”。了解到有部分
其他省市的居民留杭过年，东保社区为大家送春联，打造独特年
味，守护居民心中的那份传统情节，为留杭增添温度，为生活加点
幸福料。

钱塘有礼暖人心

新春来临之际，为让忙碌了一年的城市“蜂行者”们切实感受
到社区的温暖与关爱，感受杭州钱塘给予他们的归属感、幸福
感。1月 24日，邻里社区党支部开展了一场“为快递小哥子女送
新年杭州礼”的暖心活动，为“蜂行者”们准备了一份份心意满满
的“新春大礼包”。

一套精美的儿童读物、一个米奇的书包、一份春联福字伴手
礼、一包口罩、一个安全头盔……这些礼物让快递小哥们乐得笑
开了花。来自河南的中通小哥，在邻里社区居住已有五六年
了，为响应政府留杭过年的号召，他决定留在杭州。收到礼物
后，他说：“我一会儿就去快递站把礼物寄给孩子们，争取赶在
新春之前，让他们也感受到杭州的温暖。”从“送货人”变身为

“收件人”，从为他人送快递变为给家人寄快递，钱塘的温暖与
关爱熨帖着“小哥”们的心灵。

除了新春礼包，邻里社区还贴心地为“小哥”送上了健康礼
——一份免费核酸检测联系单。在发放联系单的时候，工作人员
不停地叮嘱“小哥”们关注最新防疫信息，注意自身防护。

活动丰富年味足

近日，一场特别的“情暖钱塘 爱在新湾”关爱留杭过年的外
来员工活动在新湾街道新北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快递小
哥、物业工作人员、留杭家庭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街道总工会、团工
委和社区党总支送上的暖心“大礼包”。

活动现场，大家一起观看电影《长津湖》、参与开展反诈消防
安全小课堂……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大家留杭过年的日子变得更
加精彩。来自湖南的快递小哥田文宏来杭多年，今年是第一次留
在新湾过年，收到暖心大礼包后，他说：“社区这么关心关注我们，
真的是从心底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记者 张雪依

2013年就来到杭州的韩明丽，与杭州
已经结缘九年之久，在这里，韩明丽经历了
结婚、生子，对杭州有了更加不一样的感
情。“2020年初疫情发生之时，我们正好在
山东老家，自那年之后，就一直选择留杭过
年了。”韩明丽如是说。

选择在杭州安家落户的韩明丽，留在
杭州有了一份安心。在山东，过年有包饺子
的习俗，大家聚在一起擀饺子皮、切肉馅，饺
子皮一折、一合，便出现了一个圆嘟嘟的饺
子。曾经，过年的饺子里都会放上一颗硬
币，喻义发财，而如今，韩明丽在饺子里包进
了糖，想让孩子在来年可以甜甜蜜蜜。

在玳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工作的韩
明丽，犹记得去年春节公司举行的包饺子
活动。在团圆之夜，和公司的其他职员们
一起感受这份年味，让这个被疫情笼罩的
冬日，都显得温暖、火热了起来。“去年，我
还带着孩子去看了画展。元宵节时，社区
举行的猜灯谜活动，我们也没有错过。感
受春节和元宵的热闹，孩子玩得可开心
了！”韩明丽告诉记者，“今年听说钱塘江边
会举行灯光秀，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带着孩
子去看看五光十色的杭州。”

虽然在杭州度过的每一个春节，都让
韩明丽感到暖心，但是她仍然牵挂着远在山

东的父母。听着其他的留杭女职工们诉说
着思乡之情，韩明丽不禁红了眼眶，哽咽道：

“父母年纪大了，我们一家都留在杭州，没法
及时照顾到他们，只希望他们身体能够健健
康康的。等到疫情消散，第一件事就是想回
去看看父母，或者带他们来杭州游玩。”

除了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可以常回家看
看之外，坚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韩
明丽还许下了一个新年愿望：“大学在日本
留学的我，毕业之后鲜少有机会回去看看。
这段时间的疫情也阻挡了我们出国的脚步，
等到疫情结束，我想带着孩子出国去看看，
让他感受各处的风景人文，增长见识。”

宿管员郑大姐：留杭三年 收获满满的钱塘年味

韩明丽：赏灯光秀、猜灯谜、逛游园会……
都是春节的记忆

你们留杭过年 我们送上温暖

■记者 张雪依 通讯员 方燕

和刘湘圣谈论起过年的时候，从他口
中听到最多的便是“安心”二字，这两个字
的背后，有着过春节的安稳舒适，也有着
对疫情防控的信心。

2020年初全球疫情发生之时，刘湘圣正
在美国深造，没有精准的疫情信息，加上每天
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对比之下，刘
湘圣对杭州的疫情防控感到更为安心。2020
年10月来到杭州的刘湘圣，一回国就被安排
好了隔离，每隔一段时间单位就会安排核酸
检测，这让他感到格外安心；在国外时，衣食住
行都需要自己操心，生怕有一天超市里的商
品就被抢完了，而回国后这一切担忧都有了
保障，因此刘湘圣对杭州格外地有信心。“几次
疫情突发，杭州第一时间就有了防疫物资地
保障，让我们少了很多担忧。”

疫情阻挡了过年回程的脚步，却怎么
也隔断不了亲人之间的联系。“去年我们夫
妻二人带着孩子去钱塘江边逛了逛，钱塘
江边十分热闹，有着节日里的喜庆。我们
在杭州和远在湖南的父母通着话，也是一
种团圆。”刘湘圣的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出
生，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从未回
过湖南浏阳，“我们父母经常帮衬着我们，
带带小孩子，但是我自己的奶奶已经年迈
了，不论是美国还是杭州，对她来说都太遥
远了，自从孩子出生以来，还没有抱过他

们。”这是刘湘圣奶奶的遗憾，也是刘湘圣
的遗憾。因此，刘湘圣盼着疫情早日结束，
可以带着孩子们回到湖南老家，见见他的
奶奶。

刘湘圣现在在中科院基础医学与肿
瘤研究所工作。留在钱塘过年也给了他
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到研究之中。“过年期
间会比较安静，便于我们沉淀下来思索很
多事情。我们做医学研究的，难免涉及到
不少动物实验，显然，并不是每一次实验
都会达到预期，留在杭州也给了我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去继续完成一些年前没能按
预期结束的实验。”刘湘圣如是说。

各类社区活动精彩纷呈，表演、包饺
子、团圆饭……去年，
刘湘圣一家还去了金
沙湖观看了新年演
出。今年，社区里早早
地悬挂上了红灯笼，家
家户户的门上都张贴
好了喜庆的对联，
刘湘圣在这里感
受到了不一样
的年味，红红火
火的钱塘照进
刘湘圣的心
里，也给了明年
的他稳步开展工
作莫大的动力。

刘湘圣：留在钱塘过年其实很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