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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座城市有很多“原年人”响应
号召，留下来欢度春节。在节日里，他们依
然在忙碌着：或仰望星空，追寻“天问”脚
步；或走街串巷，为居民配送外卖订单；或
揉面调馅，为居民提供丰盛早餐；或勤工俭
学，让假期生活更充实……

节日里的这座城市，因为有了这些“原
年人”，才更美丽，更方便，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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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原年人”因为有你，上海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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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时候总抱怨做菜口味重，如

今妈妈味道的饭菜却让我心念，好在这
只是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日后有更长久

的相聚……”过年了，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金融管理学院 2020 级新生王晨同

学，给母亲写了一封感谢信。
家在河北邢台的她由于疫情原因

选择留在上海过年，而她的妈妈在老家

经历了隔离和几次核酸检测，还担忧着
她在校的女儿。这封信也是学校推出的

寒假感恩教育活动之一。

受疫情影响，不少学子留守校
园，就地过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设

计了一系列寒假感恩教育实践，包括
为父母写一封信、拍一个视频等，让

在学校过年的同学为父母送上一份
感恩和祝福。

小年夜，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
程学院 2017 级学生牛可欣也度过了

一个别样的假日。她的老家是石家

庄，疫情来势汹汹，她回不了家

了———“起初真的很失落，吃饭时，我
会想到如果我在家，会吃到老妈做的

肉末炸酱，跑步时，我会想到晚上能
和老爸一起下楼遛遛弯。”不过今天，

她过得很特别。
一大早，牛可欣在签到本上打了

卡。她在学校财务处找了一份勤工助学

的兼职，主要工作是协助值班老师处理
每天的业务预约单、开发票、核对凭证。

值班老师在忙碌中也没有忘记照顾她，
把一盒洗好的草莓放在了牛可欣面前。

今年由于疫情留校人数显著增加，同济
大学相应开设了更多勤工助学岗位让

同学们选择。
11时，牛可欣准时下班。食堂的

“同济那碗面”和麻辣砂锅窗口依然开
放，无需排队。她一筷子从面里夹出一

块牛肉放进嘴里，另一只手迅速刷了
几条寒假留校群里的消息，突然看到

辅导员分享了一个链接：“同济 er 快
来领取你的假期活动！”游园会、灯谜

会、观影会、城市徒步、一起守岁，电影

福利……各群里已经有几个小伙伴，

开始约着结伴去猜灯谜了，她也点开
了参与链接。

走到宿舍，牛可欣远远看见几个宿
管阿姨往玻璃门上贴春联，在大厅里拉

条幅挂红灯笼。“啧啧，有年味儿了”。前
几天，牛可欣辅导员受邀参加了留校学

生座谈会———学院的老师领导和同学

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一边吃零食，一
边听书记讲他当年留校的故事，还一起

做了手工灯笼。回到宿舍，牛可欣捡起
手工灯笼，挂在寝室门口。

下午，牛可欣打算去跑几圈活动活
动。寒假期间，学校的足球场、羽毛球

馆、乒乓球馆等场馆以及图书馆等学习
场所都保持开放，给留校的小伙伴们提

供了很大方便。
此时，牛可欣瞥见足球场大爷坐在

亭子里看报纸———他也在坚守着岗位，
突然就感受到一种全方位的关心、贴

心、暖心：“别样的寒假同样的温暖，我
的假期一天，其实也很精彩。”

本报记者 张炯强

留沪学子 忙着勤工俭学
别样的寒假 别样的精彩

今年春节, 是普陀区桃浦镇第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科副科长孙伟
第二个不回老家陪父母过年的春节。

除夕夜想起年迈的父母，孙伟突然鼻
尖一酸。从上海到安徽老家的高铁只

要 4个小时，可因为工作的需要，今
年，他又留在了上海过年。

去年大年初一，因身为护士的爱

人上班，家中只剩下孙伟和不到 8岁
的女儿在准备年夜饭。“马上回单位，

有紧急任务！”下午 5时不到，孙伟接
到单位领导的电话。没想这一去就是

近 1个月没回家。那段时间，孙伟和同
事们吃、住都在办公室，24小时待命。

2月 1日晚，桃浦某小区发现一起疑
似病例，大家很紧张。单位里基本都是

年轻同事，缺乏经验，关键时刻他挺身
而出，主动要求上门做人员信息核实

及消杀工作。去年 3月底，孙伟参与了
普陀区第五个健康观察点“医护组”筹

备工作。从接到任务到投入战斗，孙伟

和同事们两天只休息了 3个多小时。
12月 1日，孙伟又接到担任“锦江之

星”隔离点医护组工作人员的任务，
有了之前的经验，孙伟再次请缨加

入。“加入前我就知道，这次的任务要
持续 3个月，2021年的春节注定又回

不去了。”

在隔离点，孙伟除了做好人员的
信息登记核实外，还要负责隔离人员

的心理疏导。近期，一名患有幽闭恐惧
症的客人入住隔离点，由于房间内灯

光色调偏暗，加上心情抑郁，让这名客
人感受到极大不适。孙伟经常与她沟

通进行心理疏导，经协调，最后将其转
到了一间灯光明亮的大客房。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期待不久后
能够回家陪陪孩子和父母！”这是孙伟

的新年愿望。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越是团圆时节，越是忙碌时刻。在

出入境人数连续 18年位居全国空港
首位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上海

边检民警白衣为甲，日夜坚守，在口岸
筑起一道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和守卫国

门安全的钢铁长城，守护祖国东大门
平安。

“包好的饺子放冰箱了，你下班

后记得吃。”民警龚莹莹边拿起防护
服边挂掉了打给丈夫侯震的电话，

这对 80后夫妻搭档都来自上海机场
边检站，他们除夕当天一个白班，一

个晚班，这也是他们连续第 6 年的
除夕打开方式，夫妻两人也早已习

惯了这样，但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
是两个孩子。由于平常工作忙，夫妻

两个只能把 7 岁女儿和 3 岁儿子托
付给姥姥照看。除夕一早，龚莹莹就

提前把年夜饭和孩子们的新衣服准

备好。出门前她叮嘱女儿：“妈妈今

天夜班，你要帮姥姥照顾好弟弟，爸
爸晚饭就回来了。”

边检执勤区里，身着防护服的民
警步履急促，验证台里时不时传来咔

哒咔哒敲章声。从旅客查验到员工通
道值守，龚莹莹一刻没有停歇。吃晚饭

的间歇，龚莹莹的手机响了，“现在方

便吗，孩子非要和你说话。”原来是儿
子一直闹着找妈妈，老人束手无策。

“妈妈下班就回去，你乖乖吃饭，一会
儿妈妈跟你视频！”然而，龚莹莹还是

爽约了……一忙起来，把和儿子视频
的事忘在了脑后。深夜，勤务结束，她

打开手机，老公传来一条语音：“孩子
们睡着了，安心工作吧。”龚莹莹把手

机紧紧攥在手里，窗外的机场渐渐模

糊。 通讯员 黄波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在安全运营 300多天后，普陀区

宜川路街道如家集中隔离点，迎来了
一个特殊的“就地过年”新春，45位家

在他乡的工作人员选择留下来，在岗
位上，与海外归来的客人，共同度过一

个不一样的农历新年。
宜川路街道自治办社工肖丹是第

一个主动提出要在隔离点驻守过年的

工作人员。老家远在辽宁的她，2020
年新春也因为疫情，没能回家过年。

“两年没回家了，我们倒是没啥，就是
有点心疼家里的老人。”肖丹最放心不

下的是家乡的父母，“二老电话里总
说，‘没事，你们忙，不用回。’可我知

道，他们想外孙了。”
疫情阻击战打响后，区消防救援

支队真如站副站长吴伟第一时间主动
请缨参与隔离点的 24小时驻防任务。

300多天来，吴伟与他的战友们全力

保障区域消防安全，确保无火灾、无事
故。“今年应该是第 6年不回家过年

了。”吴伟说起“就地过年”也感慨万
分，“作为党员，我必须要坚守在战场。

疫情总会好转，等那时候，我再抽空回
家看看。”

一年前，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医护工作人员王丽霞和她的医生丈
夫双双投入抗疫工作中。一年后，他

们夫妻二人再次双双作出决定，在各
自的隔离点，工作过年。“半大不小的

孩子，父母家人都不能陪着过年，想
想也蛮心疼的。”王丽霞透露，当孩子

和自己说“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就鼻
头一酸。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不同于往年，临近春节，许多居民

感到今年外卖好订、快递不停。行色匆
匆的外卖小哥依然奔忙在大街小巷，

为就地过年的城市居民送外卖。
美团外卖武宁分站是上海市区

内较大的一个站点，高峰时间里这个
站点的骑手人数接近百人。春节期

间，该站内留守骑手近 40位，数量达

到了历年之最。来自山西晋城的“00

后”小伙王宇轩便是其中之一。

王宇轩告诉记者，这是自己 20

年来第一次在外一整年没有回家，虽

然很挂念家人，但是为了配合疫情防
控，还是决定错峰回家。

“早上 9点订单就开始多了，主
要是买菜和购买年货的。”王宇轩告

诉记者，除夕这一天，自己跑了 30多
单，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忙碌的农历

大年三十。

虽然忙碌，但他仍然觉得这个除

夕过得很暖心。王宇轩告诉记者，除

夕这天和平日不同，经常收到顾客打
赏的“红包”，5 元、10 元，多的有 50

元，还有顾客接餐时递水、送上热奶
茶……

除夕夜，美团外卖到晚 7时多系
统便不再接单，骑手们因此能提前收

工。“站点为我们准备了集体年夜饭。

出于安全考虑，站点内不允许生火做

饭，有的是在饭店内订了位子，有的
则是给骑手们买好了菜，在住处一起

烹饪。”王宇轩直言，这次可以跟同事
们一起过年，也是头一次，感觉非常
热闹。

据介绍，为了让骑手就地也能过
个幸福年，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前

提下，美团外卖将在全国有条件的配

送站点，为坚守一线的骑手准备了丰
盛的年夜饭。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将

联合当地商家为骑手打包年夜饭。
“希望疫情早点消失，自己多挣

点钱后早点回家陪陪家人。”谈到新

年的愿望，王宇轩朴实地说道。高中

毕业后，厌倦了固定待在某个地方的

他，放弃了健身教练的工作，离开晋
城来上海做起了美团外卖骑手。仅仅

半年的时间，他就摸索出一套“跑单
技巧”，成长为站点的组长，带领 12

名组员为了梦想每日奋斗。
“半年多的跑单工作中，一天最

多可跑 80单，一个月近 1900单，最

高时收入也达到了 15000元。”对此，
王宇轩感到很满意。他说：“外卖骑手

没有其他人说得那么累，只要自己好
好干，挣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记者从美团外卖了解到，今年春
节该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投入大

额津贴，为春节期间坚守一线的骑手
提供补贴和福利，在春节 7天假期，
津贴总额超过 5

亿元。“整个春节

期间，算上各种活
动的补贴以及值

班奖励，能赚六七
千元。”王宇轩说。

本报记者 杨硕

    在蔬菜摊位上、在保安岗位上、在

大街小巷里……这个春节，普陀区甘
泉路街道不少异乡的人，选择原地过

大年，坚守工作岗位。

55岁的杨开英来自江苏淮安，从
事蔬菜经营 22 年了。往年这时候，

她早就回老家过年了。但现在，她却
依旧在摊位上忙着给买菜顾客称分

量。“前段时间，政府发布鼓励留下
过年的倡议书，我就留下来了！”杨

开英说：“身边也有好多摊主选择留

下来，我一点也不孤独。留下来过

年，不仅能为居民提供新鲜的蔬菜，

还能保证自己的健康，为疫情防控贡
献一份力量。”

“去年因为疫情我没回去，因为我
需要对自己、对家人负责，同时也要对

社会负责，就地过年就是最好的选择。”来

自江西抚州的廖建明，今年 36岁，是上海
英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他说：“街

道总工会对我们这些选择原地过年的人都
特别关心，还给我送了大礼包！”这个春节，

廖建明在楼里执勤，一丝不苟地履

行职责。
31岁的沈兴乐是一家点心店

的员工，来上海已有 7年了，这是
他第一次没回家过年。“家人都

非常支持我的决定。”沈兴乐表示，春

节假日，自己休息两天，其余时间都
要上班做生煎锅贴等，让大家节日里

也能吃到丰盛的早餐。
起早贪黑，清扫马路……王月梅、

葛新林、张晓英都是上海普环实业有

限公司的员工，在就地过年的同时，他
们依然坚守环卫岗位。王月梅说：“虽

然很想念我的家人，但是我来上海也
有 24年了，这里也是我的故乡！”

“我们单位共计 92位工作人员，
都选择留在甘泉过年！”上海普环实业

有限公司甘泉班班长张坚峰表示：“针

对这些留沪过年的异地工作人员，我
们开展了系列送温暖活动，如组织联

谊会、发放大礼包等。”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春节订单火爆 站点过年热闹

外卖骑手 一天跑30多单

保安、经营户、环卫工 原地过年守岗尽责

点心师傅 锅贴 不能“断供”

荨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7级学
生牛可欣在宿舍大厅里拉条幅挂灯笼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茛 00后外卖骑手王
宇轩准备去送外卖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两年春节，都在留守抗疫
>>>?区防疫卫士

团圆时节，孩子托给姥姥
>>>边检值勤民警

坚守没啥，就是心疼老人
>>>隔离场所员工

    2月 10日小年夜晚上，天问一号火

星探测器成功进入环绕火星轨道。在北
京飞控中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火

星环绕器团队的部分队员通过视频方
式，京沪连线，与家人分享成功的喜悦。

除夕之夜，他们不能和亲人团聚，守着天
问一号。

出差是航天人的常态
“疫情时期又赶上研制的收尾阶段，

乘坐 20多个小时的大巴奔京，希望疫情

赶紧过去，探火顺顺利利，更希望 2020年
在外的时间不要超过 2019年的 186天。”

当火星环绕器测控数传主任设计师王民
建在京沪大巴上发完这个朋友圈后，怎

么也不会想到，在 2020年 10月火星任务

深空机动集中飞控结束时，出差天数就
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

出差，是航天人的常态。今年 1月下
旬，火星环绕器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杜洋

从上海奔赴北京，开启“两班倒”生活。
“去年过年碰到疫情，在老家徐州待了两

三天就往上海赶，隔离完马上投入工作。
4月到文昌、6月到北京，其他几个月都在

北京上海两地轮换，到今年 1月继续驻扎
北京，出差时间超过 7个半月了。”杜洋

介绍，制动捕获是火星任务的重要节点，
所以团队全员都到了北京飞控中心，时

刻关注天问一号的进展。

环绕器制动捕获顺利
飞控团队谨慎细致地开展飞控文件

的最终确认，与北京飞控中心开展了一

遍又一遍的协同演练。正是在这样的不懈
努力下，环绕器顺利开展制动捕获，成功

实现我国首次火星自主探测任务的环绕
目标。“我 2013年到上海航天工作后，就

加入了火星团队，大家奋斗了这么多年，

就期待着这一刻。我们的工作其实挺枯燥
的，但特别有成就感。爸妈早就知道我今

年过年回不去，他们很理解，也很支持。”
“我们准备了‘万全之策’，但应急预

案一个也没用上。天问一号表现完美，我
们对它后续着陆巡视任务很有信心。”八

院火星环绕器副总指挥褚英志介绍，火星
探测任务比较复杂，动作繁复，“对环绕器

最了解的还是制造者。我们要一直陪伴
它、维护它、观察它。目前完成了制动捕

获，后面还有对着陆巡视器的释放，为它
们提供服务，涉及多次调轨任务，一直要

到八九月，我们才能轻松一点。”

除夕夜团队轮换值班
除夕夜，团队依然只能轮换值班。

“第一班是早 8时到晚 8时。下班后，飞控

中心的同事们会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包
好的饺子会先送给值班的同事。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上了
春晚，我们都非常期待和开心，希望更多

人能了解我们的航天事业。”

2010年，八院火星团队开始全程参加我国深空探测的重大专

项论证。十年光阴，中国的火星探测之路并不平坦，5年深入论证、5
年潜心研制，八院火星团队奉献的是青春和智慧，扛住的是责任与

压力。2020年 7月成功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2021年 2月成功
实现火星捕获，成功是奋斗出来的，也必将在奋斗中到来。

本报记者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