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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立、屠聪为与家乡连线举行“云上婚礼”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朱鹰杰 王霄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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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婚礼 我们的爱跨越时空
一对电力新人在上海留下 2021特别回忆

半年准备一朝改变
这对新人原是华北电力大学

的同学，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一

起来上海打拼。新娘屠聪为是

浙江绍兴人，在国网上海检修

公司天山中心站工作；新郎于

东立是江苏徐州人，在国网上

海嘉定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工

作。2020年他们一同在嘉定新

城安家，成了新上海人。

“为了这个婚礼，我们已经准

备了半年。”屠聪为告诉记者，按老

家习俗，婚嫁大喜之事，亲戚朋友
要聚餐3天。为了他们的婚礼，双方

父母3个月前就开始张罗着邀请亲

戚朋友了。然而，入冬后多地疫情
卷土重来，他们心里“咯噔”了一

下，反复思忖，还是决定“就地过
年”，把线下婚礼改成苏浙沪三地

“云上婚礼”。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于
东立告诉记者，此前他父亲已按徐

州当地惯例，准备了十几桌婚宴。
听说他们不回老家结婚，父亲一开

始难以置信，甚觉遗憾。

“但我们双方父母都很通情达

理。”于东立说，在和长辈解释了目
前防疫形势和国网上海电力对留

沪员工的关怀举措后，他俩的“云
上婚礼”方案，被双方家长采纳了。

云端传来温馨祝福
2月8日很快就来了。屠聪为和

于东立位于上海的新房里，大门

上、窗户上、墙壁上，都张贴着的大
红喜字，两人不久前的画作中，栩

栩如生的樱花已经绽放。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谢谢
你们的付出与坚守，衷心祝愿拥有

‘别样婚礼’的你们新婚快乐！”温
馨而浪漫的新房里，国网上海检修

公司工会委员会为两位新人送来
了真挚的祝福。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好……”
晚上，“云上婚礼”如期举行，微信

视频一连通，屠聪为和于东立就一

一向双方老家至亲问好。“你们好，
祝你们新婚快乐！”微信视频的另

一端，他们老家的至亲，不但理解
他们，也纷纷举杯祝福他们，并为

他们创意的“云上婚礼”点赞。
“我们将特别的回忆留在这

里，将与亲友的团聚留在云端。”屠

聪为说，这样的婚礼虽然简单，但
跨越时空，浪漫依然。

“上海很多地方我们都还没去
过呢，趁着这次假期，我们还可以

好好感受一下魔都的魅力。”屠聪
为和于东立说着说着还在手机上

翻出了一串网红打卡地，让双方至

亲不用为他们的假期担心。

“我在上海挺好的”

于东立所在嘉定供电公司输
电运检班不仅承担着节日保电任

务，还要协防几十公里的入沪输电

线路，按以往惯例，班里会安排在

沪员工轮流加班值守。

“在得知小于春节不回老家，

在上海结婚的消息后，我马上把原
来属于小于值班巡视的任务安排

给了别的同事，让他暂时放下工
作，在上海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春

节。”嘉定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班
长秦青峰说道。

屠聪为所在的天山中心站管

辖着包括500千伏静安变电站在内
的20座中心城区变电站，春节期间

保电压力十分繁重。作为中心站运
行组的一员，屠聪为主动请缨要求

加入到值守保电队伍中。这样大年
初二，她就要回到岗位上，与同事

们共同守护上海电网。

“我在上海挺好的！”为了让家

乡亲人放心，屠聪为还透露了一个
“秘密”：“公司很关心我们这些留

沪过年的员工，除了帮助解决一日

三餐，专门送来水果、糕点、半成品
菜、电影票等慰问品，还会组织开

展线上K?大赛、电竞比赛等，生
活很丰富的。”

据悉，这个春节，国网上海电
力有许多外省市员工因疫情和工

作需要无法回老家与亲人团聚，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该

公司提前通过各种方式与留沪员
工沟通交流，倾听需求，加强心理

关怀疏导，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符

合实际情况的关爱举措，切实解
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送上一份来

自企业的暖意。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前几天一个晚上，临近7时，00

后云南小哥张扎丕往嘴里塞了一
个槟榔：“马上开工，嚼着槟榔就不

困了。”他是圆通上海转运中心一
名操作工，为响应“就地过年”倡

议，保障春节期间快递畅通，和十
几个拉祜族老乡一起留在上海过

年，这还是人生头一遭。

人在异乡 红包回家
这几天正是节前最忙的时候，

圆通上海转运中心夜夜灯火通明。
夜班操作工一般晚7时10分打卡签

到，次日凌晨回宿舍休息。
2020年2月初，上海市黄浦区人

社局联合云南省普洱市就业局、普

洱市澜沧县就业处联合组织劳务输

出活动，圆通速递积极参与。去年接
受澜沧县近200人来沪就业，其中一

部分就在上海转运中心。
19岁的张扎丕，发型烫过，脚

上是一款最新的AJ，身上的羽绒服

和束脚裤显然是精心搭配的，活脱
脱一个时髦小伙。去年3月，他和同

村几个伙伴一起来到上海，没过多
久，他就请了一天假，在外滩星巴

克喝了杯咖啡，“味道和云南的不
太一样。”拿到第一笔工资后，他又

买了把吉他，虽然弹得不熟练，但

琴始终被他擦得锃亮，不时拿在手
里把玩一下。在上海这座城市，他

融入得很顺利。
身在异乡，他始终惦记着父

母。每月四五千元工资到手，第一
件事是给父母发红包。2020年中

秋，张扎丕直接转给父母2000元。

今年春节，红包仍是他孝敬父母的
主要方式：“钱比较实在，他们想要

什么可以自己买。”
今年春节，张扎丕将在工作岗

位上度过，他又买了几大袋槟榔，
“一晚上不停嚼，一袋子也就吃个

两三天。”张扎丕觉得这个工作不

算累，虽然需要上夜班，但下班后，
几个朋友还要去吃个夜宵，喝点小

酒，才回到宿舍美美睡一觉。

留沪过年 多攒点钱
40多岁的李加和、李小珍夫

妻，也是第一次在异乡过春节。他

们有两个孩子，小的也已经12岁
了。来上海前，两人一直在家务农，

种些玉米，一年到头忙下来，收入
有限。“还是这里好，一个月一个人

就能拿四五千元，还管住宿。”
“和种地比起来，这里的工作

轻松多了。”李小珍说，他们一个月

的收入，除了一些给孩子和父母，
其他都攒起来。平时两个人也呆在

宿舍里，不往外边跑。食堂里，李加

和夫妇最爱的菜是辣椒炒肉，他

说：“这辣椒一点不辣。”在他们的
桌子上，放着一袋云南带来的辣椒

粉，思乡情浓时，他们常常通过味

蕾回忆家的味道。

留守人员 多两三倍
记者从圆通了解到，今年2月9

日至2月15日，上海快递业务量预

计较往年春节有大幅增长。圆通在
沪留守人员也比往年多了两三倍。

这些留守人员包括各网点的快递
小哥、客服以及上海中心300多名

操作工。而这十多名拉祜族操作
工，大多是第一次在上海过春节。

据了解，圆通将解决所有留守

员工的食宿问题。除了年夜饭、值
班补贴以及春节过年红包之外，前

两天还给每人发了一个年货大礼

包。春节期间，公司还将组织留守
员工到外滩、东方明珠等景点去玩

一玩。“我们还没进过市区，这次可
以去看看了。”李小珍和丈夫满怀

期待。 本报记者 金志刚

云南拉祜族快递小哥
人生第一次在沪过年

巴士“寻爱之旅”意外又甜蜜
这家公司的特殊安排给留沪员工一个惊喜

    南浦大桥公交车站，每当春来

樱花盛开时，美不胜收，成为情侣

们的打卡地。昨天上午9时，立春刚
过，天气依然阴冷，樱花期待着最

佳的绽放时间，在几百米开外的军
营路滨江1路的终点站，一场“寻爱

之旅”悄然展开。
“大家好，我是巴士四公司修

理车间职工刘干，很高兴见到大
家。”在粉红色绣球装扮一新的滨

江1路车厢内，安徽小伙刘干正在
向女嘉宾介绍自己。就在一周前，

决定留沪过年的他，尚不知道公司

为他们安排了这场特殊之旅。
“虽然出乎意料，但觉得特别

贴心，至少能给父母一个交代。”刘
干告诉记者，自己18岁那年来上海

进入巴士四公司修理车间当了学

徒工。6年来，在老师傅的带领下，
技术水平明显提升。“随着年龄的

增长，烦心事也来了，父母开始唠
叨女朋友的事了。”刘干坦言，修理

车间全是男生，而自己又不是双休
日休息，谈女朋友并不容易。“去年

准备回老家相亲，因为疫情没有成

行。今年老家的亲戚又准备张罗，
但‘就地过年’倡议发出后，我们这

帮来沪年轻人都选择留下，计划也
就泡汤了。”

“听说公司为我们安排了相亲
会，老爸老妈比我还激动！一个劲

地劝我要积极主动，争取今年给他

们带去一个儿媳妇。”刘干笑着表
示，这次就算不能收获爱情，也能

收获友情，春节期间的业余生活也

会丰富许多。 本报记者 任天宝■ 昨天，在巴士车厢里开启的“寻爱之旅”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我们将特别的回忆留在这里，将与亲友的团聚留在云端。”
疫情防控形势下的新年不一样，婚礼也别样———留沪过年的一
对电力新人，把筹办 3个月的线下婚礼改成了“云上婚礼”。昨
晚，这场“云上婚礼”在苏浙沪同时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