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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李凡报道 说起杭州的老
底子年俗，老一辈们如数家珍：腌腊肉、
打糍粑、年锣鼓、逛西湖、古刹祈福、灵峰
探梅……不过，对于居住和工作在杭州
的外地年轻人来说，这些年俗活动多半
还只是第一次听说。而今年，因为疫情
防控的需要，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留在
杭州过年，因而也有了第一次体验杭城
年俗的机会。

杭氧集团里就有这样一群特别的
年轻员工，为了让他们留“浙”过年不
孤单，杭氧工会特地在春节期间准备
了丰富的趣味活动，包饺子、跨年茶话
会、徒步西湖群山，陪伴他们度过一个
不一样的年。在大年初三这一天，15
名杭氧留浙员工组队来到了京杭大运
河边，体验杭州人老底子的年俗活动
——“走运”。

杭州人对大运河心怀一份敬畏与信

仰，过年时喜欢“走运河”，赏运河风景，
讨一年“走运”的好彩头。这里每逢新年
都会举办祈福走运大会，人们从拱宸桥
畔出发，沿着大运河以健步“走运”的形
式迎新年，共同领略大运河带给杭城的
文化风貌。

“开始决定春节不回家的时候，心里
是难受的。”来自安徽阜阳的杨近是杭氧
石化工程公司技术部的一名设计师，他
也成了“杭氧走运团”的一名成员，这是
他第一次没在老家过年，在举国阖家欢
乐的日子，对家人的思念在所难免。“好
在公司工会想得周到，不仅为我们准备
了留杭大礼包，还组织了这么多活动，极
大地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缓解了我的
思乡之情。虽然今年不能回家陪在家人
身边，但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
兄弟姐妹们，我们在杭州感受到了家的
温馨。”

“运河两边华灯初上，烘托出杭城浓
浓的年味，让人不自觉融入到过年的氛
围中来。”说起走运河带给自己的体验，
杨近说，“之前并不知道走运河也是杭州
的年俗，通过这次走运河活动，也让我对
大运河和杭州的人文历史有了更深的了
解。运河、桥梁、壁画、古街，杭州悠久深
厚的历史文化深深震撼了我。”

对于留在杭州没能回老家过年的

人来说，遗憾是难免的，杨近也对远在
家乡的亲人们感到愧疚。他最想对家
里人说：“尽管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家
过年，但是我对你们的爱不会因为距离
而产生阻隔。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在杭州也过得

很好，这里的春节也给了我家一样的温
暖。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相
聚。”

留在“浙”过的年，将久久地留在“杨
近们”的回忆里，“浙”个年，是“浙”样不
同，又是“浙”样精彩和温暖。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2月
14日，由台州市椒江区总工会组织
的200名外来职工在感受大陈岛等
地的自然优美风光外，还参观了红
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来自安徽的宋伟伟和妻子郑荣
都是台州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的职
工，夫妻俩在椒江工作都超过了10
年，今年，他们和4岁的儿子，还有老
父亲决定就地过年。宋伟伟从公众
号得知区总工会有个免费新府城一
日游活动后，他立马报名，想感受椒
江的风土人情。

张志鹏和赵凯霞两人是情侣，
分别来自山西和甘肃，他们俩是同
时进入海正集团工作的，至今将近
三年。今年，两人本来计划相约回
家过年的，但是受疫情影响，他们
决定就地过年。“虽然在椒江两年

多，但由于工作关系，一直没去过
大陈岛，平时我们对椒江工会的活
动也都比较关注，所以工会组织大
陈岛一日游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并
第一时间报了名。”这一天，像赵凯
霞一样的外来职工在感受到自然
风光外还参观了大陈岛垦荒纪念
碑等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他们觉得今年这个春节过得
很开心。

“我们工会为他们精心设计了
两条线路，各安排100名职工，既有
在东方明珠大陈岛感受大自然的优
美风光，也有在椒江城区海门老街、
台州非遗馆等地了解新府城的灿烂
文化，还专门结合迎接建党百年庆
祝活动，安排了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传承红色基因，接受革命教育。”椒
江区总工会副主席戚奥莎说。

记者胡翀报道“机票退了，留在绍
兴过年了，就是有点放心不下在东北老
家的老爸。”这个春节，因为疫情原因，打
乱了孟诗涵连续12年回老家过年的计
划。不过，第一次留在南方过年的她，不
仅观摩了一场来自两位妈妈的厨艺PK，
还品尝到了一顿浙江年味与传统东北年
味混搭的年夜饭。

来自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海生
物分公司的孟诗涵是个地道的东北人，
年三十晚上在自家院子里放炮、守岁、煮
饺子是雷打不动的过年项目。自从2013
年进入公司之后，每年过年回一次家已
经成为家人心中的一份默契。“因为平时
工作忙，节假日都不回家，只有等到过春
节才回一次。”孟诗涵说。正因为一年一

次，所以回家在心里的分量就格外重。
年前，孟诗涵就开始在网上搜罗了

优惠的机票，打算过年带着妈妈和老公
孩子一起回东北老家陪爸爸过个团圆
年。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疫情防控
压力增大，各地开始积极倡议大家留在
当地过年，孟诗涵果断退了机票，决定留
在绍兴过年。

来绍兴工作，又嫁到了绍兴，虽然算
是绍兴媳妇，可至今都还没有在婆家过
年的经历，所以今年的这个除夕又多了
份特殊的意义。“今年厉害了，婆婆和妈
妈要共用一个厨房，准备一顿跨界混搭
款的年夜饭了。”孟诗涵笑着说。

妈妈善做东北菜，婆婆精通绍兴
菜。这场混搭盛宴从写菜单就开始了两

地元素的碰撞。南方的春天，一道油焖
春笋的灵魂，就在于那鲜甜的笋味，结合
酱油特殊的酱香，那滋味牢牢锁住每个
人的味蕾，让人从舌尖上就能品出江南
的春天；东北的手工水饺，从和面、擀皮
儿、拌馅儿，每一道工序看着都稀松平
常，却总能搭配出家乡过年的味道……

“至少要准备10个菜以上，过年就讲究个
花样和品相丰富。”孟诗涵说，“两位妈妈
的PK，也是今年的一大看点。”

除夕下午，厨房就成了“战场”了，两
位妈妈都是这个“战场”上的一把好手，在
里面闪转腾挪，似乎再也进不去第三个人
了。锅里的水沸腾了，笼屉里的蒸汽上来
了，这边婆婆做一道南方的春饼，那头妈
妈就用皮蛋、黄瓜拌一道东北的凉菜。看

似较着劲，可又相互学习、探讨，南北方饮
食文化的交流就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不
断上演着。一切准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中，不一会儿伴随着“刺啦”响起油锅
声，阵阵香味儿就悠悠地从厨房里飘了出
来，惹得一家人挨个儿过来扒厨房门，总
想成为第一个试菜的人。

“婆婆最后上的这道蒸芋头，一般不
吃，会放起来，寓意是年年有余。”孟诗涵
介绍说。“这就好比我们在老家煮饺子，
总会留几个饺子放在锅边，也是这个意
思。”孟妈妈说。对于美食和饮食文化的
理解，在这一刻是相通的。

端起酒杯相互祝福，这个春节过出
了不一样的味道，这是妈妈的味道，是家
的味道，更是团圆的味道。

记者曾晨路报道“年味”不仅是物质
的丰盛，也是文化的熏陶。为让留“浙”过
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感受浓浓的“年味”，我
省各级工会打造的职工云课堂今年春节
期间不打烊，推出摄影、书法、年俗等新课
程，满足职工的不同需求。留在杭州过年
的河南人杨静就通过杭州西湖区总工会
的职工云课堂，涨了知识，学了本领。

杨静是杭州华丹农产品有限公司的
职工，河南信阳人，已经4年没有回老家
陪爸妈一起过年了，今年她早早地计划
好，一家四口回河南过春节，“老家亲戚

多，过年大家聚在一起最是热闹。小孩
子就更高兴了，可以放鞭炮。”没想到因
为疫情，政府倡议大家留“浙”过年，她跟
老公商量之后决定留下来。在留“浙”的
这个春节里，除了照顾儿子，杨静更想趁
着难得的假期进行自我提升。

摄影是她的爱好，经常用手机拍家
人、拍风景，拍她觉得美的、值得记录的事
物或瞬间，但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却很少，

“很想花时间好好学一下，但平时上班忙，
下班以后又要管着两个儿子的学习，根本
没有时间和精力。”杨静说。放假前几天，

她在西湖区总工会的职工云课堂上看到
了手机摄影的免费课程，由富士全球签约
摄影师张勇讲解，一共11讲，她就给自己
定了目标，春节假期一定要看完。

“我分三次看完，收获很大。”杨静说，
有的知识点，她还记了笔记，也终于搞明
白为什么别人看似随手一拍的照片就比
她拍得好看。而这只是一个收获，更大的
收获在于这激发了她学习的热情。杨静
说，自从有了小孩，她的精力都放在了他
们身上，放松了自己的提升。其实，儿子
在成长，她也要成长，“而且现在网上的免

费资源很多，工会就有很多的网上课程、
技能培训等都是对会员开放的，以后我要
用起来，享受好会员福利。”

职工云课堂春节不打烊，这只是工
会为留“浙”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
服务之一。作为工会会员，杨静在春节
前还收到了两份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温
暖。一份来自西湖区双浦镇总工会，他
们专门到公司慰问了杨静和其他留下来
过年的职工，并给每人送上了大礼包；一
份来自公司工会，为大家准备了保健品
等新春礼物，让他们寄给老家的亲人。

工报记者新春走基层
“浙”里过年“浙”样精彩

感谢感谢！！每一位留每一位留““浙浙””过年的劳动者过年的劳动者（（上上））

留“浙”过年 体验杭城年俗

留杭杭氧员工体验杭城年俗。

见习记者金钧胤报道“加油！加
油！……”2月13日，大年初二，在嘉兴
南湖区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下称
加西贝拉）园区里，不时传出阵阵加油助
威的声音。这一天，加西贝拉工会组织
了一场新年趣味运动会，让留“浙”过年
的职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在留“浙”过年的号召下，许多“加西
贝拉人”退回了早已买好的返乡车票，放

下了早已整理好的行囊，做通了家人的
思想工作，选择留在浙江过年。为了让
留“浙”职工在浙江也能把新春闹起来，
加西贝拉工会组织了新年趣味运动会，
让广大的留“浙”职工都参与进来，过一
个热闹的浙江年。

“往年我们在新春时节是不举办运
动会的，”加西贝拉工会主席沈亚杰说，

“留‘浙’过年的职工大多来自农村，那儿

的年味很足。今年有900多名外地职工
响应号召留下来过年，我们要让他们在
厂里也体会到浓浓的年味！”

活动场地不大，运动项目却是不
少。垫排球、吹乒乓、夹弹珠、掷飞镖、投
壶……每个项目区域都充斥着职工们的
叫好声、呐喊声、助威声。参赛职工们或
是聚精会神地垫着排球，或是化身“小
李飞刀”镖无虚发，或是重拾童趣巧夹

弹珠……风中虽然还带着些许寒意，却
丝毫阻挡不了参赛职工们的热情。

“这次运动会玩得很过瘾，不仅锻炼
了身体，而且也拿了不少实用的奖品，更
重要的是我们虽然没能回去跟家人团
聚，但在浙江，在公司里也感受到了温
暖，也过了个热闹的新年！”加西贝拉总
装三内装甲工段的皇甫秀娟说，这个和
工友们一起过的新年很有纪念意义。

运动乐翻天 热闹浙江年

涨了知识 学了本领
留“浙”职工云课堂收获精彩

留“浙”过年的外地媳妇吃上别样年夜饭

南北融合 年味同享

游览美丽椒江
接受“红色教育”

椒江工会服务留“浙”职工过好年

留在椒江过年的职工在大陈岛垦荒纪念碑前合影。

新华社杭州2月17日电 被称
为“世界超市”的义乌牛年春节假期

“不打烊”。记者在义乌看到，35个
电商园区全部照常开业，快递物流
企业保障运营，“义新欧”中欧班列
不停运，确保国内国际市场大动脉

“物畅其流”。

35个电商园区春节“不打烊”

春节期间，位于义乌启铭直播
基地的直播间里依然热闹非凡，写
着“过节不打烊”醒目大字的红色背
景板前，女主播正在热情洋溢地介
绍爆款项链，一名助理不时在旁边
报库存余额，另一名助理则在十多
台电脑和手机端操作并回答消费者
咨询。

“春节假期不打烊对直播行业
来说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义乌启铭
直播基地人力资源总监叶金火说，
往年直播电商在春节期间只能接订
单，但是受制于物流快递，往往要等
到节后初八才能发货，消费者体验
差。今年春节假期，义乌八成以上
的快递网点正常营业，对直播电商
行业来说“太给力了”。

义乌跨境电商龙头企业——丰
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东生
感觉今年开局良好。“海外客户库存
告急，春节不打烊解了跨境电商企业
的燃眉之急啊。”易东生告诉记者，
2020 年企业销售额逆势提高了
10%，下一步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居家
用品、健身用品的研发投入，并准备
在美国和印尼等国家设立海外仓。

义乌被称为“世界超市”，与全
球219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同
时也是一座电商之城。

浙江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副主
任樊文武介绍，义乌电商行业积极
响应“留义过年”的号召，35个电商
园区全部正常营业。同时，大型快
递、物流企业也鼓励员工留义留岗，
为电商产业以及生产企业正常运转
提供保障。

“疫情加速了贸易数字化，去年
义乌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12.86%，邮政快递业务量增长50%
以上。”樊文武说。

17项过年“暖政”春节留人

“今年春节晶科义乌八成以上
员工选择留下来过年，这不仅是为
了响应政府号召，也是订单的需
要。”晶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公共
关系总监周大勇感慨地说，春节回
家人之常情，留岗必须自愿，这个比
例超出了预期。

记者了解到，除了政府规定的

春节假期三倍工资外，晶科还额外
为员工提供了假期出勤激励、餐饮
补助、活动基金和返岗红包等各种
补贴，平均每人的春节留岗补贴达
到4000元。节后员工可以带薪补
休假期，企业负责报销交通费用。

1月17日，义乌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一则中英文双语
通告，鼓励外来人员留在当地过年，
政策涉及房屋租金、个人消费、文化
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等方方面面。
这一留人“暖政”一时在网上刷屏。

一方面，500元消费券、20G流
量包、倡导房租减免或延后，以及景
区、停车场、孩子冬令营免费等政
策，对新义乌人提供了真金白银的
支持；另一方面，如在防疫要求范围
内组织一些团圆活动，发放免费流
量鼓励视频拜年，企业给外来员工
购买礼品寄回老家等，则是在情感
上留人。

当地政府摸排统计显示，政策
出台后，截至2月3日确定留义乌过
年人员48.7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
48.5%。

“这些政策降低了企业政府疫
情防控和年后招工的压力，相当于
节后用工政策提前发力。”义乌市人
社局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邱
旭东说。

“义新欧”春节不停 畅通物流大动脉

2月12日，“义新欧”中欧班列
（义乌—列日）从浙江义乌铁路口岸
鸣笛启程，奔赴万里之外的比利时
列日。这趟专列满载着防疫物资以
及日用百货、汽车、跑步机、平衡车
等商品，预计17天左右送到欧洲客
户手上。

2月 11日至 17日春节假期期
间，“义新欧”中欧班列计划开行义
乌到中亚五国、白俄罗斯明斯克、比
利时列日和西班牙马德里等去程和
返程班列23列，保持每天发运3列
以上的频率。

义乌保税物流中心入驻企业翔
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仓储负责人
说：“依托‘义新欧’班列，春节期间
将陆续从杜伊斯堡运回10多条柜的
进口奶粉，并入库上线销售。”

“‘义新欧’中欧班列是一趟经
贸列车，更是一趟‘希望之车’。”“义
新欧”中欧班列运营平台义乌市天
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
表示，班列在铁路、海关等单位支持
下，春节期间不停运，实现常态化密
集开行，保证了中欧之间生产生活
急需物资运输需求，维护了国际产
业供应链稳定。

“世界超市”义乌
这个春节“不打烊”

“竹书鸿公益服务志愿队”开展“水韵西湖”志愿服务项目。

“党建+三服务”

党员志愿者让春节别样红
（上接第1版）
人们以为过年了，“水韵西湖”志愿服

务项目可能要休息几天，但“竹书鸿公益服
务志愿队”的志愿者们在党员的带领下放
弃春节假期，继续到西湖打卡，用坚守书写
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作为“志愿服务 先锋
在线”支部党建品牌，“竹书鸿公益服务志
愿队”从助老助残起步，目前拥有“水韵西
湖”“竹服到家”“老竹开讲”“文明守望”四
大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也从个位数发展
成有近百位，最出名的志愿项目“水韵西

湖”，已成为每天早晨西湖边一道美丽的风
景。竹书鸿说：“感觉一天不做志愿服务，
生活缺少了色彩，做志愿者已经成为全家
一种生活习惯。”

如今，得益于“党建+”，省总工会工人
疗养院第一党支部上下涌动起一股红色力
量，这股红色力量在不断壮大，让“三服务”
活动更加深入社区、深入百姓。新的一年
里，工疗第一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志愿服务，
不断增强基层党建吸引力、凝聚力、战斗
力，让红色志愿风尚托起新时代文明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