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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回家團圓原因

「家是一種寄託，努力工
作就是為了能讓家人過上更好
的生活。」 準備回貴州老家過

年的華姐告訴記者，在廣州做陪月已經三年了，
整整一年都沒陪過家裏的兩個小孩，趁着春節就
回去多陪陪他們。 「今年返鄉購票比較方便，沒
有往年的 『一票難求』 。雖然按我們村現在防疫
政策，建議返鄉人員回村後也不聚集、少流動；
但沒關係，做好防護，和家人在一起就是最美的
新年禮物。」

「來廣州做陪月之前，主要在鄉下打散工，
做過餐館服務員，也去過工地，月收入兩千多元
（人民幣，下同）。後來在老鄉介紹下，到了廣
州做家政人員，一開始就到僱主家裏搞搞衞生、
做做飯，後來就開始幫手帶小孩，每月收入有近
五千元。」 華姐說，去年廣州組織對貴州務工婦
女進行培訓幫扶，她報名參加了，技能有所提
升，月薪升到六千多元。

盼與孩子走出大山
華姐稱，現在像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對於陪

月保姆的需求越來越大。 「現在部分研究生、本
科生也進入家政行業，專業性要求更高。去年疫
情以來，家政員上崗服務防疫也形成一小套標
準，包括每天至少定時測量體溫兩次；做好衞生
清潔消毒服務；室內每天兩次通風；做飯餐具前
後進行消毒等。」

疫情發生以來，她也從不同角度體驗到不同
家庭的變化。像她所在的僱主家庭，大人因疫情
很長一段時間在家辦公，有了更多時間和精力陪
孩子，孩子也更開心。 「這也讓我想起鄉下自己
的小孩，雖然僱主也建議我留在廣州過年，也有
封個大紅包和獎金；但我還是想趁過年陪陪自己
的小孩。期待新一年收入不斷提升，和家裏小孩
一起走出大山。」 記者 方俊明

返鄉保姆：回去陪陪自己小孩
慈母念家

「在外辛辛苦苦一年，起早摸黑，唯一
的動力就是回家！」 在廣東一家陶瓷工廠打
工的湘籍外來務工人員吳城告訴記者，工廠
鼓勵外省工人就地過年，對有意返鄉過年的
工人進行錯峰放假，並多次做疫情防控知識
培訓，而且發放伴隨歸途的防疫小禮包。 「今
次是我南下廣東打工十多年來首次提早放假
返鄉，我會做足防護，再累些也要回家，主
要是見見一年都未碰面的家裏老媽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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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

疫情擋不住親情疫情擋不住親情
再難也回家過年再難也回家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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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永遠是每一個中國
人心底的港灣。即使再遠再
難，春節團圓，依然是國人近

乎本能的第一反應。雖然隔離等防控措施為返鄉
帶來更多阻滯，但背井離鄉、辛辛苦苦一年的打
工族們，多數仍然選擇做好防疫準備，戴好口
罩，踏上回家路。可能，今年最讓他們欣慰的，
就是火車票不再難買，終於擺脫 「一票難求」 。

「吱吱吱……」 劉志手裏的電鑽碰到鐵門
上，發出帶着穿透感的聲響，一如這個年輕人痛
快的心情。 「幹完這一單，我就準備回家過年去
了！」 劉志笑着對大公報記者說，自己老家在安
徽蕪湖，幾個月來都沒有新發病例，自己心裏是
踏實的。 「很多工友都說今年春節回去容易，回
來難，但不管怎麼着，也得回去看看爸媽啊，要
不然這一年到頭出來拚個啥勁？」

劉志的想法是很多外地務工者共同的心聲。

「身邊能走的都早早訂票了，嘴上說這難那難，
又是核酸，又是隔離的，但我看，大家寧可年後
回不來，也得回老家跟親人一起過年。大不了，
過完年就近去上海、浙江那邊找找活兒幹。」 劉
志說，自己同在北京的一個表妹，是來北京當幼
兒園老師，本來定好了車票兩人同行回老家，結
果培訓機構臨時通知，建議盡量不離京。結果，
表妹考慮了半天，最後還是把票退了。 「工作是
保住了，結果她自己窩在被窩哭了大半宿。」

回家的路總是幾多周折，甚至略帶感傷。但
今年的購票體驗着實讓劉志興奮了一把。 「今年
確實回家的人少了，買票容易多了。因為表妹計
劃變更，我是先訂票，又退票，再重買。這在以
前是不敢想像的，結果今年一切都非常輕鬆，票
源充裕得很。」 劉志說，沒想到，真能在春節的
時候，告別 「一票難求」 的糟心體驗。

記者 張寶峰

出行人數大減 車票輕鬆到手
票源充裕

▶和家人一起吃團圓
飯是每個中國人過年
的期盼。 網絡圖片

▶1月26日，
乘務員在上海虹

橋開往北京南的
G124次列車上展
示防疫指南。

新華社

在家吃年夜飯、看春晚：36.5%

在線買年貨：30.13%

鍛煉身體：19.13%

出街買年貨：14.25%

加班工作／學習：11%

去電影院看電影：9.25%

逛花市／廟會：8.5%

上酒樓吃年夜飯：8.13%

除夕夜做什麼？

在北京朝陽的小關
市場轉了十多家攤位
後，蔣永強終於買齊了

客戶單子上的食材，踩上電瓶車，飛馳往
客戶的小區方向。他是一名美團騎手，兼
做代買業務。北京疫情反覆，很多謹慎的
老百姓不再出門購物，而選擇線上下單，
請騎手代買，既省事兒又安全。

這一單蔣永強賺了12元（人民幣，下
同），因為要買的物品多，跑攤位時間
長，客戶多給了他10元辛苦錢。這個高大
的東北漢子顧不上捋起那一綹晃來晃去的
劉海，靦腆地說了聲 「謝謝啊」 ，就忙着
去跑下一單生意了。 「你看看，現在活兒
多多，確實挺累的，再幹幾天，我也回家
了。」

蔣永強的老家在遼寧，最近東北疫情
吃緊，但是他回家的心依然是堅不可摧
的。 「現在遼寧並沒有新發病例，我想着
趕緊回去，過了年要是回不來，就在老家
找點零活兒。出來打工為的啥，不能光幹
活兒不顧家呀！」 蔣永強說得最實在的就
是， 「過年了，不吃上一口酸菜，那還哪
兒有年味兒。」 記者 張寶峰

一口東北菜
牽動回家情
家鄉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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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打牌／麻將、玩
桌遊等：73.63%

在線拜年、搶紅包：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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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

▲貴州籍陪月華姐期待新年和孩子一起走出大
山。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春運防疫有道
北 京

•在五個站區旅客頻繁接觸
的重點位置進行環境採樣

廣 東
•在車站安裝掃二維碼取口
罩設備，為忘記戴口罩或口
罩損壞的旅客免費提供口罩

四 川
•客運站候車廳設置疫情防
控專員，一旦人流量過大，
將立即對旅客做分流處理

上 海
•列車上放置消毒提示卡，
在旅途中講解防疫須知及配
備列車防疫包和愛心口罩

大公報整理

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

記者見到吳城時，他正在廣州火車站廣場上候車，
身邊圍着大袋小包，其中一個電飯鍋尤為搶眼， 「帶回
家給老媽煲粥，操作簡單而且可以定時。」 吳城的面容
較他實際年齡顯得滄桑，他以 「魔幻」 來形容2020年，
「給了我們太多意外，什麼都不容易。但無論好壞，這

一年，終於過去了。」
「從抗疫到復產復工，工廠經歷太多變化。一是流

水線上的一線工人老齡化嚴重，我做組長的車間招來的
年輕工人 『想幹就幹，不想幹就走』 ，說不願意在廠裏
受約束。」 吳城說，過去幾年反覆講的轉型升級，今年
廠裏似乎 「被迫」 邁出步伐。 「由於難以招聘到一線工
人，加上防疫 『少接觸、少集聚』 等要求，工廠的設備
今年更新換代加速，年中引入了工業機器人，自動噴釉
和自動包裝碼垛一度成為工友口中的熱門詞彙。」

吳城說，疫情初期對工廠打擊很大，外貿訂單被取
消，在復產後廠裏就開始加大力氣搞內銷。 「一開始有
些盲人摸象的感覺，後來直播帶貨興起，原本重抓生產
的廠長們都紛紛跟隨專業主播走進直播間。到了年底，
廠裏的訂單大增，部分是從東南亞轉過來的，因此對於
政府鼓勵工人就地過年，廠裏也出台獎勵措施留人。」

工廠花招留人 不及回家心切
往年，吳城所在工廠會向返鄉員工發放車費路費補

貼，但今年鼓勵員工在本地過年，改為組織春節活動的
經費和補貼。同時，留廠工人除了免費提供住宿，有獎
勵金之外，每天還有補助。不同的車間或部門也會組織
春節活動，包括包餃子、打邊爐、遊花田和看電影等，
覆蓋大年三十到年初三。

「現在的工廠越來越有人情味。不過我已有一年沒
回家，老父母在家，孩子也在家，雖然平常不能回家，
但過年要陪他們。」 吳城坦言，出門在外，不管就地過
年，還是回家過年，都要戴好防護口罩，不扎堆，不聚
集，做好防護措施，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他人負責。

棄高鐵搭火車 省錢多買年貨
「今年可能因為沒那麼多人返鄉，買票比往年都容

易，高鐵座也有餘票。」 儘管如此，吳城還是選擇了較
高鐵便宜的普速列車。 「從廣州到長沙，普速列車硬座
僅需98元（人民幣，下同），高鐵二等座便要314元，
省下來的錢又可以準備多一份年貨回家」 。對於春節後
的打算，吳城直言爭取及時返廠開工， 「廠裏今年對於
節後按時上崗也有獎勵」 ，他期待新一年不再有疫情，
「在廠裏學習更多技術，日子越來越好。」

▲外來務工人員吳城表示再累
也要回家過年團聚。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