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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明锦

“新年好啊！拜年了，拜年了。”1
月27日中午，已经放假的王立凯接到
老家父亲打来的电话。

他说着标准的河南话，告诉父亲
过年就不回去了，等疫情结束，再请
个年休假回老家看看。

过完年就23岁的王立凯老家洛阳
市新安县，去年3月刚来台州，在临海市

杜桥镇一家工厂工作。他腼腆地告诉记
者，自己一直盼着过年回家，从来没有
离家这么久过，想回家喝碗牛肉汤了。

“我太想回了，可是浙江最近的
疫情形势也复杂，还是就地过年吧。”

1月中旬，新安县解封当天，妈妈
曾向儿子询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得
到的却是不回家过年的回复。他告诉
记者，已跟父母商量好了，一家人“线
上过年”，通过视频电话一起看春节

联欢晚会，自己到时候煮份饺子和牛
肉汤，算是团聚。

“妈，又过年了，在这团圆的日子
里，您可还记得那些温暖时光……”
夜深，嫁在椒江的陈瑜与母亲视频通
话后，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段话。

母亲住在杭州富阳一家养老院，
她会给母亲打视频电话，也养成了记
录心情的习惯。她向记者翻开几天前
写的两篇日记，诉说对母亲的思念。

陈瑜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
亲忘了很多人和事，有时连女儿的名
字都记不得。因为疫情，她回不去，但
她决定让母亲过一个不一样的除夕。

陈瑜在除夕这天，为母亲播放了
一段“情景剧”，唤起她美好的回忆。

当她把想法告诉丈夫和女儿，他
们都很支持，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这些天，陈瑜写好剧本，着手拍摄，还
特意准备了藏青色的呢子大衣、驼色
围巾……在她的记忆里，这是母亲年
轻时的模样。

“希望母亲看了，会想起点什
么。”陈瑜说。

云拜年 心团圆

本报讯（记者陶宇新）1 月 31 日是辛丑牛年除夕。
当天下午，市委书记李跃旗专程来到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向全市各级疫情
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和基层一线疫情防控人员表示
慰问，对大家的坚守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向大
家致以新春祝福和节日问候。市委常委、秘书长周凌
翔参加慰问。

我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坚持实体化运作，落实
专人专班，人员进岗到位，确保疫情防控指挥体系科
学高效运转。李跃旗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深
入交流，仔细了解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人
员值班值守、指挥部物资准备等情况。李跃旗说，各工
作组是全市疫情防控指挥工作的信息枢纽、协调平台
和决策参谋，长期以来，大家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始终
保持“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一线战斗状
态，舍小家、为大家，为台州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跃旗动情地说，这是一个“战斗”的春节，在千
家万户阖家团圆欢度佳节之际，一线疫情防控人员
不辞辛苦、坚守岗位，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人民
群众的“平安指数”，非常了不起。希望大家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虎虎生威
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科
学务实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以责任担当
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
不断优化技术手段，加强数据分析运用，主动回应群
众关切，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有关部门要
把关心关爱一线疫情防控人员的举措落到实处，科
学合理安排轮休，防止工作人员疲劳作战，让他们工
作得安心舒心。

李跃旗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
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
率，不断完善迭代疫情防控“六大机制”，建立健全针对
境外“人”“物”的预防机制，快速提升数字化平台实战实
效能力，加强春节期间值班值守，确保让老百姓过一个
平安祥和欢乐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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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添新岁，福满台州。值此新春
佳节、万家团圆之际，我们谨代表中
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向全
市人民、新台州人和驻台部队全体
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致以美
好的祝愿！向所有关心支持台州发
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同志们
表示亲切的慰问！

刚刚过去的2021 年，是党和国
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也是台州发展历程中很不平凡的一
年。这一年，我们在庆祝建党百年中
传承红色基因，守护“红色根脉”，从
苦难辉煌的历史回望中牢记初心使
命，经受灵魂洗礼。这一年，实干争
先硕果累累，杭台高铁第一声轰鸣，
宣示台州跨入了省域“一小时”交通

圈；国家级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综合保税区两个“国字号”平台成
功创成，“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

“国家创新型城市”顺利入围。这一
年，美丽台州展露新颜，中央商务区
拉高了城市天际线，椒江南岸滨江
公共空间秀出了城市封面，葭沚老
街、路桥十里长街重现历史荣光，现
代都市气息和美丽田园气息在台州
大地和谐交融。这一年，幸福像花儿
一样绽放，我们如期打赢精准脱贫
攻坚战，共同富裕先行特色鲜明、有
力开局，“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六
度花落台州。这一年，无私奉献、忘
我奋斗是最美的注脚。一线防疫人
员长年坚守，以责任和担当守护岁
月静好；“涌泉相报”“烈日救鲸”，诠
释了城市的温暖。无数平凡英雄，铸

就着非凡，装点了这座城市的绚烂。
习近平总书记说，千头万绪的

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让全市
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没有满足
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群众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
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全市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始终为之不
懈奋斗的目标。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也是习总书记对台州提出“再创
民营经济新辉煌”嘱托20周年。新的
起点、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的政治嘱托，以“敢立潮头唱大风”
的标杆姿态，扛起“民营经济看台

州”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在共同富裕
大道上加速奔跑，用人民群众可触
摸可感受的获得感持续擦亮幸福城
市的金字招牌。我们要把握“稳进提
质”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竞争力
提升、现代化先行，交出一张让全市
人民满意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
表。我们要保持实干争先的拼劲韧
劲，续写新时代的“垦荒故事”，共同
建设台州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心有所向，不惧路远。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乘着新时代
的浩荡东风，一起向未来、再创新
辉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祝福全市人民新春快乐、身体
健康、阖家幸福、虎年吉祥！

——2022年新春献词

一起向未来 再创新辉煌
中共台州市委书记 李跃旗 台州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吴晓东

编者按：2022年，一个
充满希望的年份——是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
市也即将迎来市六届一
次党代会。眼下，疫情仍
未消散，这个春节，“就地
过年”成为温暖的约定。
本报推出“幸福城里过大
年”专栏，通过全媒播报
的方式，走基层，践“四
力”，描绘台州虎年春节
的生动画卷，展示我市上
下同心、迈向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新
征程的壮丽图景。金牛辞
旧岁，瑞虎迎新春。让我
们跟随记者们的记录，走
进春天，感受幸福年。

黄保才

除夕、春节，是最被看重的团圆
日子，但很多人做不到和家人吃一顿
年夜饭。

这样的遗憾，是大年廿九上午，挂
了个电话后，突然感悟到的。这是一个
布置当天采访任务的电话，年轻的记者
领命后，意识到今年与去年一样，吃不
上家里的年夜饭了。“自己倒没啥，就是
家人有想法”。想法可以理解，但职责所
系，只能“舍小家，为大家”了。

对许多人来说，除夕故乡团圆，
是一桩奢侈的事。在异乡，工作需要、
事业牵绊、学业未竟，都让人身不由

己，“有家无归，有志未伸，有情难
寄”。而今，因为疫情，减少人员流动，
响应“就地过年”号召，更多的人选择
不回家。暂时的留守，是为以后归途
无阻。“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
个除夕、春节，唯有用不尽的思念，取
代故乡的团聚。

一位异地主政的领导，春节须坚守
岗位，虽然离家不远，但回不了。他写了
一首《除夕怀家》旧体诗，开首“我畏简书
孤此縻，赖君专志奉亲慈”，末了“绝知新
岁须精进，犹念吾儿黠转痴”，展示了一
股真挚深沉的家国情怀，读来令人动容。
这是许许多多有家无归公务人员的情感
写照，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也让我们

对佳节团圆有了深一层次的理解。
节日团圆是一项很有仪式感的生活

内容，但现实中，各行各业的人们，尤其是
在外打拼者，新春佳节，往往难以与家人、
亲友面对面聚首。但团圆更是一项同心相
应、同气相求、心灵相契的精神活动。囿于
客观条件，许多人享受不到富有仪式感的
团聚，但仍可达成团圆的精神内核——
心与心的沟通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同
心即是团圆，身虽隔千山，心仍共一处。

古时“尺素传情迟”，现代“有情
不难寄”。当今发达的互联网科技，早
已实现免费即时通信、视频通话，极
大地缓解了人们异地思念之苦。许多

“线上团圆”，彼此互报平安、互致问
候，不失为节日里和谐、暖心的盛事。

自然，“线上团圆”是暂时的，是
权宜之计。愿所有在外拼搏的人，来
年能回家，实现“线下团圆”。

同心即是团圆

本报记者龙 楠

“工地这边需要我，等年后疫情形
势好转我就回来。”除夕当天，由于工
作安排，来自山东的韩鲁鹏要在项目
上过年，他是一名挖掘机驾驶员，两年
没回过家的他通过视频与家人联络。

红灯笼高悬，大屏幕播放着新春电
影，桌上满是核桃、蜜橘等年货。日前，
在教七路（东山河-现代大道）及现代大
道跨线桥工程工地上，10余位就地过年
的工友团聚在会议室里，共迎新春。

项目经理谭杜云老家在湖南邵
阳，2018年进入市城投集团下属子公
司市市政集团工作，携家从杭州到台
州快四年了，夫妻俩原计划春节回去
看望父母。眼看多地疫情不稳定，政府

和单位接连发起“就地过年”倡议，谭
杜云第一时间响应。

“来回跑有风险，呆在工地上还有
春节大礼包拿，不回去是更好的选
择。”有相同想法的还有老家在湖北的
孟令服夫妇，“节日期间项目还有一些
扫尾工作，也离不开人。留在工地过年
能为施工建设作贡献，还能挣到工钱，
心里舒坦。”

据了解，为保障节后按时复工，市
市政集团组织人员带着食用油、米、年
货大礼包等春节慰问品走进工地，从
岗位上留人、薪酬上留人、情感上留
人，为留守工地的工友提前送上新春
祝福。如今，“留在台州，过个好年”成
为市政集团所有在建项目工地上工友
的共识。

工地上过“暖心年”

本报记者童 言

1月31日中午，朱海伟开着车从杭州
出发踏上归途，“受近期疫情影响，今年过
年我只好自己开车回温岭，要是坐上杭台
高铁差不多能省下两个小时。”他说。

朱海伟是温岭人，去年11月，他进
入浙江日报全媒体视频影像部工作，从
此开启“杭州-台州”的双城打拼之旅，

“刚换工作时我有过兴奋与激动，但当
‘故乡’变成‘他乡’，很快也有了适应新
环境和新节奏的‘阵痛’”——从台州温
岭到杭州拱墅区，单程约300公里，开车
4个半小时，因为家人都在温岭，每星期
朱海伟就要来个往返。

杭台高铁的开通，拉近了他与家人
团圆的距离，“以前每次坐高铁回家都至
少需要两个多小时，而‘杭台’只要一个

多小时，当我从杭州出发，家里刚开始做
饭，等我到了还能吃上热乎饭，满足感与
幸福感跟着噌噌上涨。”朱海伟笑道，这
是他半个多月以来最实在的感触。

做记者11年以来，朱海伟早已记
不清自己参与过多少条公路、铁路的
报道，但“杭台”的开通仍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1月 8日，朱海伟扛着相机
早早来到台州站体验首发列车，列车
启动后，随着眼前景物的飞速倒退，他
不断按下快门。

借着杭台高铁这股“东风”，朱海伟
的双城生活开启了新篇章，“交通进一
步升级后，我可以经常回家看看，团圆
变得更加便捷；而且杭台之间各项资源
的交融加快了，台州人的生活半径扩
容，杭州的文化、教育等等也变得‘触手
可及’。”朱海伟对未来充满期待。

杭台高铁让团圆更便捷

本报讯（记者章 浩）1月 31日中
午12点左右，50位台州核酸检测机动
队队员顺利完成支援任务，从杭州返
回台州。自 1月 27日出发到支援任务
结束，队员们在4天时间中，累计完成
4万管40万人次的核酸样本检测。

短短4天里，核酸检测队队员们争
分夺秒。1月27日抵达杭州滨江后，部
分队员便于当日下午进入气膜方舱实
验室，开始支援工作。当晚10点，台州核
酸检测机动队和湖州队友一起，接管了
整个气膜方舱实验室的检测工作。

“我们当时分成 4 个小组，要完
成从样本接收、核酸提取到取得检测
结果整个检测工作的全流程。”台州
核酸检测队 1队领队、台州医院中心
实验室主管技师潘飞燕说，那天晚上
队员们从 10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
晨6点。

由 于 前 两 天 的 检 测 任 务 比 较
重，不少队员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每天检测工作结束后，他们还会聚
在一起复盘——如何让检测流程更
科学合理。

“出征的队员都是全市医疗检验
战线的骨干力量，其中有十多位队员
有着丰富的支援经验。所以在面对繁
重的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时，大家很
快就适应了紧张的工作节奏，每个班
次都能准确高效地完成检测工作。”潘
飞燕说，台州队的工作，也因此得到省
卫健委和省内其他队友的好评。

假期来临，队员们纷纷表示，这个
春节要好好陪家人，同时总结这次出
征经历，再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分享给
大家。

驰援杭城4天，累计完成4万管40万人次核酸样本检测

台州“大白”们除夕凯旋

新春来临，台州各地举行
丰富精彩、各具特色的春节
庆祝活动，人们在欢声笑语
中欢度佳节，喜气洋洋过大
年。图为台州日报报业传媒
集团举办的网络春晚现场。
(更多内容请看今日第四版）

本报记者李明锦
本报通讯员徐古忆摄

喜气洋洋过大年
本报记者周丽丽

“担心疫情，今年就在台州过年，
为此我们订了一个民宿。”在路桥做生
意的陆正彬决定虎年春节在台州过，
并且在仙居订了两晚的民宿。“民宿特
地为我们组织了篝火晚会，而且还有
很多活动节目。更让我们开心的是，今
年春节台州或许会下雪，更添景致。”

近几年来，“民宿过年”风潮兴起，
春节带家人去民宿度假，被越来越多
人所喜欢。找一处僻静的山林小院，泡
泡温泉、看看雪；或是住进老宅，和家
人一起烤火聊天，都是不错的选择。

台州括苍山顶，云顶山庄主人陈
平最近有点忙，“春节前后，民宿差不

多都被预订满。”海拔千米的括苍山顶
上能看到绝美日出，再加上春节可能
看到雪景，很多愿意掏钱在山顶过年。

“1月 30日下雪，山下有封道，不然住
宿的人会更多。”陈平说。

神仙居君澜度假酒店营销总监马
海燕介绍，他们特别开通了房车等特
别的民宿项目。

“原本我妻子还有点想回家的，但
是这几日陪她在台州各处玩，她都有
些乐不思蜀了。”陆正彬说，下次可以
的话，他想接家里的老人也来台州一
起过年，一起住住台州的特色民宿。

括苍山上、石塘海边、石梁云松间……
这个春节，气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每
个人的心却不冷。

“民宿过年”风潮兴起

虎年说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