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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说温暖

本报记者葛佳宁

2月 12日清晨，山东寿光。街道
上还留着头天晚上鞭炮的残屑，行人
屈指可数。

“过年好啊，牛年吉祥。”章可剑
和台州老乡握手，互道祝福，他的普
通话里仍有临海口音。大年初一，他
作为浙江商会代表，带队探望同乡的
各位父母，为老人们送上春节祝福。

2005年，他从临海赴寿光创业，

目前其创办的新光物业负责管理当
地60个小区和各车站、医院。今年，章
可剑作为寿光市政协委员，响应政府
号召，就地过年。

可在每个团圆夜，不能归乡的
人，总是梦回了家乡好几遍。

打开章可剑的电脑，有个监控屏
幕，直达临海邵家渡老家。他和妻子可
以通过监控录像看到母亲的一举一动，
甚至可以听到母亲那边熟悉的乡音。

父亲去世后，母亲孤身一人生

活。对于母亲，章可剑是内疚的。去
年，章可剑原本已经回到临海，准
备陪伴母亲。恰逢疫情，山东告急，
他只能在大年初一回到寿光，准备
各项物资，备战“防疫仗”。

“当时口罩等物资都吃紧，只能拜
托在国外工作的儿子紧急采买了一部
分。”那批防疫物资，章可剑只给家人
留了一点点，剩下的全部捐献给社会。
也正因为疫情，8年未归家的儿子也在
今年春节，从日本大阪回来陪伴奶奶。

低头织毛衣、和亲戚谈笑、煮饭
切菜……微信里，章宇涛拍下了奶奶
的一颦一笑。

“麦油脂包好了！小宇快过来
吃。”

“爸，不跟你说了，奶奶喊我吃饭
了！”

章可剑抬起头，二三十个台州老乡
聚在身边，包食饼筒、煮饺子，身在千里
之外的寿光，过着“台州”味十足的大年。

“祝家乡越来越好，越来越富！”
他们举起酒杯，共同祝愿。

不论在寿光还是台州，对于章可
剑这些在外的“游子”而言，无处不故
乡，暖意仍长在。

章可剑：异乡过年有暖意

新春时节，玉环市漩
门湾观光农业园里的梅花
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吸引
不少市民前来赏梅迎春。

本报通讯员段俊利摄

本报记者徐 平
本报通讯员陈 强

“毕老板，我们来给你拜年啦！”正
月初一 9时多，天台县城西派出所民
警陈英伟和老乡调解团成员一起，来
到辖区内的东北饺子馆送福贺新春。

店内，和家人一起正在忙活的毕
胜男马上迎了出来。大家有说有笑，
拉起家常，并一块贴起了春联。

毕胜男来自东北，在天台创业
多年。小伙子很有正义感，去年，有
个年轻人因情感纠纷，踹倒了路旁
的一排电瓶车，毕胜男停在门口的
电瓶车受到损坏，他一边制止一边
报警。之后，就电瓶车修理赔偿事
项，民警约上老乡调解团，毕胜男对
调解结果非常满意。

“这里治安环境比我老家那边
好，有什么矛盾纠纷，老乡调解团第
一时间上门来。我喜欢留在这里做生
意！”毕胜男倾注热情做好特色菜，吸
引了许多回头客。他告诉记者，饺子

馆已连续 3个春节没有打烊，也没有
涨价，“我想用这种方式来回报这里
的乡亲”。

借助老乡力量化解老乡矛盾，是
天台县以“和合善治”构建社会治理
新体系的一项特色载体。城西派出所
所长胡盖说，他们辖区内有 2.6万多
新天台人，平时矛盾纠纷不少。这些
外地人员来自十几个省份，由于语
言、风俗、情感上的差异，经常出现

“有理讲不清，案结事不了”的现象。
作为和合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去

年，天台县公安部门在前几年推行警
调衔接调解室的基础上，运用和合文
化的丰富内涵，将热衷治安调解、有
一定威望与社会基础的在台人员，以
省域为单位，编成一个个老乡调解
团，以“老乡劝老乡”的方式，用乡音
乡情拉近距离，将情理法融入调解
中，最大程度降低矛盾纠纷的复杂
化、扩大化。

在推进“和合调解”中，城西派出
所先行先试，在接处警中用好钉钉

群、微信群，让老乡调解团随时随地
可上线参与。疫情期间，该所还聘请
了多名律师，让在台人员在人生地不
熟的情况下，可运用第三方法律援
助，依法快速有效解决纠纷。

“除了老乡调解团，我们还组建

了老阿姨、老员工等‘五老调解团’，
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及时化解矛盾，
推动多元共治。”胡盖说，推行“和合
调解”一年多来，辖区内新天台人人
数增加了 72.2%，但案件数同比下降
25.6%，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2.8%。

“和合调解”暖人心促和谐

天台：此心安处是故乡

本报记者朱玲巧
本报通讯员杨蒙亚

“我想要剪一次头发。”
“我想要一本心仪的书籍。”
“我想要一条围巾温暖过年。”
……
连日来，路桥桐屿街道组织志愿

者开展送温暖、送服务活动，给留在
桐屿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关爱，为他
们圆了150多个“微心愿”。

老家在福建的李白玉，和老公一
起来台州打工已经 13年了。今年是
一家四口第一次留台过年。除夕那
晚，一家人和远方的亲人通了电话，
入乡随俗吃了粽子。

“孩子头发长了需要理一理，两
个孩子都在上学，想要一些课外书，
过年期间还想全家人一起看个电影
……”在桐屿街道征集的“心愿清
单”上，李白玉写下了自己的“微心
愿”。很快，志愿者就为她圆梦了。

“拿到理发券的第一时间，我就
带着孩子去剪头发了，暖心又实用。”
李白玉收到期待的“微心愿”礼物，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外，文化志愿者、青年志愿者、
工会志愿者先后将大米、食用油、围
巾等物资，送到了新路桥人手中，满
足一批立马能落实、可解决的心愿。

桐屿商贸、物流企业比较多，该
街道还为这些企业留台过年的外来
员工推出了“红色快递”服务。

“听说 10 公斤的快递可以免费
寄回家，我把公司发的 100多个口罩
等防疫物资和年货一起打包寄回老
家了。”台州市阿里菜鸟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小张装了满满的一个包裹，
把爱“递”回家。

该公司的行政部主任黄斌告诉
记者，公司 80%的员工是外省人，留
在桐屿过年的有近 50人。这次共有
十多个爱心包裹，带着留台过年员工
的思乡之情踏上了回乡路。

另外，公司为了返乡的外省员
工也能够安心往返老家过年，推出
了包车服务，把他们点对点安全送
回家。

桐屿：点亮150多个“微心愿”

黄保才

温暖是外界给予人身心的感受，
这种感受通常是舒适的。

春节到了，人们将告别天寒地
冻，迎来温暖的天气。春天备受欢迎，
是因为人们经历严冬太久。

除了大自然赐予的温暖，还有一
种是社会赋予的。物质的帮助、精神
的关怀，都是每个生命蓬勃成长不可

或缺的温暖。只不过，不同境遇的人
们，对温暖的诉求不一样。

温暖有大有小。大而言之，国家
层面设定的生活保障制度，公益慈善
组织开展的经常性帮扶活动，是送恒
温；小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的温言软
语、嘉言懿行，也是温暖，“良言一句
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作为一种需求，温暖已不分时节，
与“关心”“关爱”一个意思。大热天给

工地施工者送清凉，也是“送温暖”。逢
年过节，各级领导下基层走访慰问、访
贫问苦，更是送温暖。人们常把缺衣少
食的生活比喻成“如坠冰窖”，这个时
候，温暖的边际效应，因寒冷而成倍放
大。“穷在深山有人问”，这样的送温暖
才称得上精准帮扶。

拥有足够温暖的生活是幸福的，
但“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不能躺在
外源性温暖上不思进取，而应该视之

为努力奋斗的一种动力。人是恒温动
物，真正的温暖是内源性的，也就是
内生的、自我创造的。

每逢牛年争说牛。牛是勤劳、奉
献、奋进、力量的象征，被人们交口称
赞。如果说温暖是幸福的代名词，那么
牛年里，人们要像“孺子牛、拓荒牛、老
黄牛”那样，鼓牛劲发牛力，不用扬鞭
自奋蹄，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温暖”。

“奋斗的过程是幸福的”。作为党
员干部，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奋
斗，需要走出“舒适圈”，以干部的“辛
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在
此过程中，内心同样是暖暖的。

创造由外而内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大年初一，不
少外市籍员工响应号召留台过年，服务
保障工作做得如何？昨天上午，市委书
记李跃旗带着深切的挂念和关怀，赴椒
江、路桥相关企业看望慰问留台过年的
外地职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
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市委常
委、秘书长周凌翔参加走访慰问。

在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们正在其乐融融地包饺子、贴
春联、挂中国结，年味正浓。“你们都来
自哪里？和家里人联系过吗？”李跃旗与
员工们聊起家常，共同分享迎春纳福的
喜悦。当看到影院、文体活动室里的热
闹场景，李跃旗高兴地说，正是企业对
员工的关心关爱，让他们在这里有更多
的归属感。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强化政策
落实和服务保障，为留台过年的外地职
工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大家感受到
在家过年一样的温暖。

台州亚欧小区是亚欧汽车制造（台
州）有限公司的职工公寓，这里配备了
免费健身娱乐活动室，供职工们使用。
李跃旗先后走访了健身房、阅览室、食
堂等场所，对企业采取的暖心举措给予
肯定。“在企业从事什么工种？在这里过
年有什么困难吗？”李跃旗还来到职工
生活区，为留台过年的外地职工们送上
新春祝福和吉祥物。他感谢大家长期以
来为企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希望大家认
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在新的一年
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把本职
工作做得更出色。

慰问中，李跃旗对广大留台过年的
外地职工表达崇高敬意，对他们长期以
来为台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李跃旗说，春节本是阖家
团圆的欢聚时刻，广大外市籍员工顾全
大局，积极响应“我在台州过大年”的号
召，令人十分感动。无论来自何方，无论

家在何处，大家都是推动台州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做好就地过年员工的管理服务工作，提供针对性帮扶关爱措施，让留台
过年的外地员工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要强化权益维护，保障就地过年
员工工资休假等合法权益，以岗留工、以薪留工。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做到防控工作力量到位、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联动保障能力到位，让他们在第
二故乡安心顺心过大年。要全力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就地过年
职工出行方便有序和货运物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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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恩兴
本报通讯员王娅波

2月 12日，天色未亮，辛勤的环
卫工人们早已在大街小巷，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当天，他们收到了一份温
馨的礼物——路桥区文明办、路桥区
慈善总会、中国移动路桥分公司组织

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新年早餐。
当天清晨5时许，蒸悦餐饮店里灯

火通明。600个肉包、300个菜包、300杯
豆浆……冒着热气的早餐陆续出锅，
装包子、点鸡蛋、洗苹果，志愿者们忙得
不可开交。6时许，他们兵分五路，将热
气腾腾的早餐送至城区各送餐点以及
各路段辛勤作业的环卫工人手中。

“这是我们牛年的第一顿早餐！”在路
北环卫驿站的送餐点，来自江西的环卫工
人郁师傅边大口吃着包子，边竖起大拇
指，“真香，能吃上热气腾腾的包子。”

在路桥大道移动营业厅，志愿者们
也为环卫工人准备了早餐。记者注意到，
由于天空下着雨，志愿者们贴心地为环
卫工人们支起了帐篷，并准备了桌椅。

当天上午 8时许，章杨垃圾中转
站、路南环卫之家、邮电路移动营业
厅等 6个送餐点的早餐全部分发完
毕。“正是这样平凡、可敬的环卫工人
的默默付出，才有我们美好的城市生
活环境。”志愿者林文明带着女儿一
同参加了此次爱心活动，他希望通过
活动，让孩子懂得分享和感恩，从小
做起，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路桥城
区 1260多名环卫工人放弃与家人团
聚，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牛年第一餐 暖胃更暖心

梅花绽放报春来梅花绽放报春来

图为民警图为民警、、老乡调解团成员与毕胜男老乡调解团成员与毕胜男（（右右））一起贴福一起贴福。。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徐徐 平平摄摄

大年初一，天空下着蒙蒙小雨，太极拳爱好者在丁琼阳老师的带领下，一
大早来到开元广场，在廊下开启新春太极第一练。 本报通讯员张志丹摄

正月初一，路桥区新桥镇总工会、妇联、团委、党建办联合组织开展“‘新’
工友乐过新桥年”主题活动，邀请近20户外来职工家庭代表游览新桥，感受新
桥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厚重的人文底蕴。 本报通讯员罗倩倩 王超男摄

本报讯（记者管勤亚 实习生罗
斯婧）上座率控制在 75%，票房仍超
2019年同期纪录，台州今年的春节
档电影有点“火”。

据猫眼专业实时数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2月 12日 21时 24分，台州
市春节档大年初一的电影票房已达
1472.5 万元，远超 2019 年台州地区
大年初一当天电影总票的 1068 万
元，其中，《唐人街探案3》稳居榜首。

昨天下午2时，记者走访了市区
各大电影院，了解春节首日电影市
场情况。

市民陈女士说：“今年过年也不能
出去旅游，所以陪孩子看看《熊出没》，

顺便感受一下春节的热闹气息。”
家住御庭壹号小区的徐先生表

示：“在家也无聊，就带着家人来看电
影，我们一口气看了两部，都很不错。”

享受电影的同时，防疫工作也
不可大意。台州保利国际影城经理
陈超告诉记者：“今年影院客流比
2019年要好，因为疫情防控需求，我
们还是要将上座率控制在75%，并且
对每位顾客进行测温与实名登记，
观影时要求其全程佩戴口罩。”

据悉，今年春节有《唐人街探
案 3》《刺杀小说家》《你好，李焕
英》《人潮汹涌》《新神榜：哪吒重
生》等 7部新片同时上映。

首日突破1400万元

台州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爆

新春走基层

新春练太极新春练太极

乐过新桥年乐过新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