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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的春节，对于不少在沪台胞而言，

注定终身难忘。受疫情影响，返乡成本急剧上
升，他们权衡之后决定响应大陆“就地过年”

的号召，选择留在上海过年。虽然这意味着无
法在新年与家人团聚，但多位在沪台胞向记

者表示，既来之，则安之，此心安处是吾乡，他
们早已把上海视作了第二个家乡。

分别 为了更好的团聚
麦可将文创园执行长刘亦展是在沪过年

的台青之一。今年除夕，他和另外三个留沪过

年的台青家庭一起守岁，八个小孩八个大人
其乐融融。

台湾人过年的习俗和大陆基本一样，但
略有区别。比如为了讨口彩，过年必须吃萝卜

糕、年菜、包了红枣的水饺等等。上海是台胞

云集之地，备齐这些家乡菜肴不算困难，虽然
无法回家，但舌尖上的年味不能少，和好友家

人一起守岁，互祝新年快乐，这样的除夕夜也
是别有一番乐趣。

刘亦展的太太和两个孩子都在上海，唯

一的遗憾是，他只能通过视频和父母拜年，因
为上海出色的防疫工作，他的父母也是比较

放心，叮嘱他们好好过年，等待疫情结束后再
回台团聚。

刘亦展说，中国有句俗话：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他出生起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在家乡

度过。但今年的情况太特殊，因为疫情，台胞

返台后必须要隔离 14天，返沪后又要隔离，
一家人至少要花费几十万?新台币，时间成

本更是高昂。经过一番权衡，他认识的大部分
在沪台胞都留了下来。

“在上海这么多年，已经非常习惯了。”在

刘亦展心中，早已把上海视作第二家乡，响应
政府号召就地过年，也是为抗击疫情做出贡

献，相信两岸同胞齐心协力，定能战胜疫情，
暂时的分别是为了日后更好的团聚。

期待 早日与家人团聚
和家人在身边的台胞不同，就职于上海

美声的台干陈民竺需要面对的挑战更大一

些。因为他的妻儿全都在台湾，特别是两个年
幼的孩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家见面了。“想家

人，特别是想两个宝宝，一听他们在视频里喊
爸爸，眼泪都要掉下来。”

陈民竺在大陆工作十年，但在上海工作时

间不算长，去年刚来就遭遇疫情，结果回家成
了难事。好在家人都非常理解，两个宝宝也很

懂事，让他安心在上海工作，好好照顾自己。
第一次在上海过年，陈民竺说其实生活

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按照台湾习惯，年初一是
各种拜拜，为全家祈福祝愿，之后就省去了走

亲戚的流程，一个人泡在书屋看了几天书。

“其实就是想家，一想家了就去看书，或者找
朋友聊天，分散一下注意力。”陈民竺说，上海

市台办和上海市台协对留沪台胞也是非常关
心，组织围炉聚餐，和家人视频拜年，多少也

缓解了一些他的思乡之情。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我们的生活都能回

归正常。”陈民竺说，这就是他新年许下最大的
心愿，等时机成熟，他会考虑把家人接到上海

来生活。对于中国人而言，家人在的地方就是
家，陈民竺觉得，能和家人早日团聚，生活才能

算得上是圆满，他期待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台企 营造年味留住人
台企广达电脑集团地处松江区，拥有 3

万 9?多名员工。2021年春节，90%的员工选

择就地过年，其中包含了 266名台湾籍骨干。
“松江的一些小镇有很浓的年味，我之前

留下来过年就去过同事家蹭饭，像车墩、茅
岗、李塔汇我都去过。大家围炉一起吃年夜

饭，很温馨。”集团厂务管理处协理李国穗是

最初跟随广达到上海的?老，在上海已经度
过了 20年的岁月。

作为骨干，李国穗已多次留在上海过年。
今年春节，能够留住 90%的人在上海过年，得

益于公司推出的奖励机制。“每一位留下来上
岗的工人，我们会额外发放 5200?的奖金。”

为了让留下的员工感受“年味”，集团生
活区除了设计了精彩纷呈的年节活动，更是

将工厂布置的年味十足。喜庆的红色对联，斑
斓的彩灯装饰，包饺子、看春晚、剪窗花、做灯

笼、情歌对唱……工人们虽然不能回家，但也
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今年我的家人也留下来，我打算带着孩
子去广富林遗址、松江辰山植物园这些知名

景点走一走。”李国穗说，因为在上海过年，才
有机会和家人去好好逛逛生活了这么久的松

江，也算是一种收获。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围炉守岁 安心过年
不少在沪台胞已把上海视作第二个家乡

第一次和同事做年夜饭
罗二胜是安徽合肥人，来沪工作十几

年，今年是第一次留在上海过年。“一年到头

总要回去看看父母，我一般都是自驾回去，
后备箱里都装着给父母亲戚们买的年货、礼

物。回去路上很堵，最严重的一次堵了十几
个小时。今年考虑到疫情影响，这家店又是

新开的，还有一些工作要准备，所以跟父母

商量了一下，就决定留下来了。”
这家店的技师来自五湖四海，以长三角

地区居多，也有来自黑龙江、河南等地的，且
大部分都是 90后。作为店长，罗二胜考虑更

多的是怎么安排店员们的过年生活。
“不会做饭的技师不是好技师，我经常

跟店里的年轻人这么说。”老罗笑言，自己的
厨艺完全经得起考验。除夕当天，一部分人

值班，一部分人去采购食材。下班后，老罗掌
勺，给同事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红烧

肉、土豆烧鸡都是我的拿手菜，鸡鸭鱼肉都
得有，我们还会一起包饺子，当晚还有没回

老家过年的顾客加入了我们的包饺子活动。

尽管环境简陋了点，但氛围是一点不差的，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罗二胜还计划安排电竞比赛、打羽毛球
等团建活动，让大家在工作之余，也能放松

放松。“但没想到今年这么忙，到现在还没顾
得上组织活动。以往春节期间，每天也就三

四个顾客，今年从除夕开始，几乎每天都有

二三十单。”

“留守礼包”让工作有奔头
“我们公司已经连续第五年‘春节不打

烊’了，保证车主在整个假期内，仍然能够享

受到和平日一样的服务质量。不过往年一般
是轮换调休值班，今年是头一次这么多员工

没回去的。”罗二胜介绍，公司方面为留沪员
工送上包括值班补贴、返岗激励、错峰休假

等在内的新年“福利包”。

“修车是一门技术活，绝大部分技师都
爱琢磨，热爱这份工作。我们这一行，凭手艺

吃饭，干得多拿得多，有奔头。”

记者在门店看到，车子开进工场，修车

小哥们先要检查“五油三水”，也就是汽油、
发动机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方向机动力

油和冷却液、玻璃水、电瓶水，再根据故障找

解决办法。从预检到施工、质检、验收，每一
步都有操作规范。“正月初一接待了一个顾

客，轮胎漏气了，他们一家本来要去郊区玩，
急坏了，知道我们还开门，连忙赶过来，别提

有多激动了。”老罗说，最近下午三四时是高
峰期，有时顾客来了还得排队。

“明天要去给亲戚拜年，麻烦把车子洗

亮堂点，再重新贴个膜”“给车子做个深度清
洁消毒吧”“胎压突然报警了，麻烦看看怎么

回事”……记者在店里看到，修车业务不少，
有的是来做汽车美容的，更多的是遇到一些

小毛病。
“现在汽车集成化程度很高，零件都做

得很小，很多地方是需要徒手去处理的，所
以我们的手都没法看，纹路斑驳，但能帮顾

客解决问题，很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叶薇

修车小哥头一次在沪过年

服务不打烊 工作有奔头
    “过年和妈妈一起在家看视

频做个中国结，挺有意义的！”老
家山东的张静和父母 20年来第

一次留沪过年。2月 14日，张静
通过线上预约来到区文化馆领取

了中国结制作材料包，张静和妈
妈选择宅家，大年初一娘俩通过

区文化馆发布的教学视频做了剪

纸，年初三她们打算以同样的方
式一起做中国结。她说，春节用亲

手做的剪纸和中国结布置住处，
更有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氛围。

今年春节期间，虹口区通过
线上线下活动，为原地过年的市

民准备了丰富的文娱“大餐”，200

余场文娱活动，写春联、送福字等
活动营造了浓浓的年味。

虹远环境保洁公司员工王卫
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春

联、手织绒线手套、口罩……他今
年只身在上海过年，虽然牵挂远

在老家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但他

说留在上海过年“很高兴”。原来，
广中路街道组织了“安心留沪，你

我共助”慰问春节留沪户外工作
人员系列活动。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和江湾镇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在本市中心城区最大
的保障房基地彩虹湾启动了“虹

口·年味—关心关爱留沪过年外来人员行动”，
还向公租房彩虹工坊青年中心提供了 200余本

书籍。
虹口区文旅部门春节期间专门为“原年人”

量身定制了红色印迹、犹太足迹、“海上旧里”、
建筑之美、摩登之心、滨江秘境 6条旅游线路，

截至 2月 14日中午，春节假期前 4日仅虹口重
点文化场所和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 10万余人

次。区内 12处室内外体育场所采取预约方式向

全体市民免费开放，2月 11日至 23日心理疏
导服务专线———63930010同步开通，确保留沪

过年的市民欢欢喜喜健康过节。

通讯员 殷建华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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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台胞家庭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采访对象 供图

    上午 9时开始，到门店查
看预约订单情况，检查设备，
培训员工，接待顾客，一直忙
到下午 6 时……从大年初一
开始，罗二胜就是这样的工作
状态。他是浦东五洲大道途虎
养车工场店店长，这家店年前
刚开出来，店里 10名技师都
选择了留守上海，大部分都是
头一次在沪过年。

▲

汽修店一派忙碌的景象 叶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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