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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才

新春佳节，人们说得最多的是
“新年快乐”“新春快乐”，微信、短信
拜年少不了这两句，寄寓并传递着美
好的愿望。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本无所谓节
日，时间像流水，“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不急不缓，但现在几乎天天是
节日，有些还不止一个。这些节日，
有传统的，有现代的，都是人为设

定。一个日子被冠以某个节，也不能
被缩短或延长，但节日的功能超乎
寻常，人们借节抒情，汇聚快乐，让
生活有了起伏，不再平淡、乏味。春
节，就是国人最具喜感的传统节日，
没有之一。

本质上，快乐是个人的生活体
验，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人毕竟
是群居的。通常，个体间交流开心的
事，会催生快乐的乘数效应，就像不
快和烦忧需要分担，而成倍减少。节

日，就是为分享快乐“搭台”。
疫情背景下，为了他人和自己

的安全，“不聚集”，包括聚餐也限
规模，不提倡。这新春佳节的快乐
会不会打折？毋庸讳言，无论城乡，
节日的欢乐气氛会变淡些。变幻莫
测、持续肆虐的病毒，在悄悄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让渡一些
节日的群聚之乐，值得。大而言之，
这是为全社会抓好疫情防控，长保
安宁作贡献；小而言之，这是为护

佑自我平安，一种很容易做到的生
活节制。

但内在的喜乐仍然充盈。新春
佳节，盘点过去一年靠不懈奋斗、破
难攻坚取得的业绩和成就，由此带
来的欣悦，隽永而绵长，这是走进新
的春天、迈向新的征程的力量和信
心之源。还记得这个场景吧，1 月 8
日杭台高铁通车之际，几位参与建
设的外地工人，举起手机，笑逐颜
开，与驶进车站的首趟列车合影，并
发给远方的亲人，分享“四年付出，
就为此刻”的喜悦。这份奋斗者的快
乐，长驻他们的心底，也感染着、激
励着每一个人。

长安宁 多喜乐

本报记者郭天宇

“就地过年也是幸福感满满。”大
年初一，家住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的
徐龙带着全家，体验了一把一江山大
道的城市新速度。

往常春节，徐龙一家都会自驾出
台州游玩，今年春节，疫情的阴霾仍
未消散，他们决定就地过年。

台州市市民广场成了徐龙一

家的“春节游”目的地。“仅仅 20 分
钟就到了。”徐龙说，原本从家出发
到椒江城区，起码要半小时，交通
高峰期路上还很堵。“走一江山大
道，一路没有红绿灯，车道又宽，路
况还好。”这条城市快速路的通车，
着实让市民感受到城市建设的加
速度。

一江山大道自东经聚海大道、疏
港大道、中心大道、台州大道，西至内

环东路与绿心东路相接，横跨路桥
区、椒江区、台州湾新区，总投资
47.26亿元，线路全长 22.3公里，按双
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通车
后，市民从内环线到沿海高速台州东
出入口仅需10分钟。

关于一江山大道的道路命名还
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江山大道最初
是由一位地名命名爱好者提供，路名
灵感正来自于台州一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一江山战役”。工程建设期
间，因为比较符合台州现代化建设背
景，所以使用当时的备选名之一“现
代大道”，项目通车后将重新使用“一
江山大道”命名该条道路，打造以一
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一江山岛红色
旅游基地、一江山大道为亮点的台州
特有的一江山文化。

“ 一 直 觉 得 台 州 湾 新 区 挺 远
的，一江山大道的通车把距离一下
子拉近了。大年初一和家人一起，
白天去了台州湾湿地公园，晚上回
家包饺子。”椒江区葭沚街道陈柯
蓁说。

体验一江山大道新速度

本报记者周子凝

正月初一，小雨。作为耀达百货
椒江店的商场经理，周波娜和往常一
样，提前 20分钟到达商场。当天，商
场特地为所有员工和导购准备了一
份开年礼物——喜糖和红包。活动结
束后，周波娜又有条不紊地安排起当
日的各项事宜。

“你好，你的行程卡里带星号，
请出示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并签署健康承诺书。”在该商场大
门口，周波娜和保安颜师傅在查码
时发现一位顾客行程卡带星号，马
上提醒。

颜师傅是陕西人，今年是第二年
在台州过年。“一方面是响应政府号
召，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国内疫情散
发，留在台州比较放心。”颜师傅说，
虽然商场人流增多，但市民们都十分

配合防疫工作。
“各楼层注意一下，看一下顾客

有没有正确佩戴好口罩，如果没有，
温馨提醒一下。”站在入口右侧的周
波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口袋里掏
出对讲机提醒。

放下对讲机后，她会在商场里转
一圈。“商城在岁末年初迎来了人流
小高峰。加上今天受天气影响，市民
们更乐意在商场逛一逛，这对我们
的防疫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周波娜说，为此，商场严格执行各项
疫情防控要求，每天安排 3 名值班
经理场内巡逻，商场进出“小门”安
排了 2名保安把守。此外，商场开市
前，会安排保洁人员在场内做好环
境消杀和卫生保洁工作。同时，假期
内，商场没有安排促销活动，且每个
楼层空间较大，不会造成人员聚集
等情况。

防疫不放松 市民安心逛

本报记者王恩兴

2月1日，大年初一，傍晚五点，华
灯初上，虽然细雨蒙蒙，但是路桥区十
里长街仍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打卡。

“一直在外面做生意，还没来过
改造之后的老街，今天一看果然是旧
貌换新颜。”在外经商的市民章利军
带着老人和小孩来游玩。

河西长街入口布置国潮灯笼长

廊、邮亭庙前设置虎年大吉灯笼墙供
游客拍照“打卡”……为了迎接春节
的到来，路桥区策划了“宋韵长街·遇
见十里”系列活动，在 20处地方布置
了美陈，并推出游船演绎、“千年十里
传佳音”等精彩活动。

中盛城市广场也在春节期间
“不打烊”，除了在除夕当晚不营业
外，在春节长假期间，该商场都将
开门营业。“这里的商圈啥都有，吃

饭、娱乐、购物等一应俱全。”市民
罗雯和朋友在中盛城市广场吃完
晚饭后，选择去十里长街的咖啡馆
坐一坐。

目前，路桥区谋划“一圈一片
十 点 多 态 ”空 间 布 局 ，全 力 打 造

“路桥之夜”夜间经济品牌，在为
市民带来更丰富多彩的夜间生活
体验的同时，使其成为城市经济
新增长点。南官中盛和世纪星光

作为该区省级试点的夜间经济地
标，正在逐步完善各项设施。前不
久，路桥区入选首批“浙江夜间经
济样板城市”。

数据显示，路桥区夜间经济品牌
结构日趋合理，其中国际一流品牌占
21%，国内知名品牌占 47%。记者了
解到，十里长街高品质步行街已成功
招引上海三联书店、成都贰麻酒馆、
无问西东、青木堂等一批优质业态。

数字化赋能，夜经济加速。在推
进夜间经济的过程中，路桥积极培育
智慧商圈，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与商圈
场所公共服务有机融合。

越夜越精彩 老街活力涌

本报记者陈 赛

新春佳节第一天，天空飘着雨，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节日的喜庆，不少
市民选择走出家门，结伴到台州植物
园游玩。

在台州植物园入口处，门口挂上
了一盏盏大红灯笼，边上还有可爱
的卡通老虎图案，传递着浓浓的春

节氛围。亮码、测温、检票，进入台州
植物园后，有些市民选择乘坐观光
车游览，也有不少市民选择撑着伞
雨中漫步。

78岁的何玉妹和 77岁的李祖远
是街坊邻里，更是几十年的好友。两
人趁着春节结伴前来。何玉妹说，“这
十几年来，基本上每个春节我们俩都
会一起去椒江各个新开的地方逛逛，

看看椒江的发展，很有意义。”
“爸，你慢点，往我这边来点，

小心淋湿了。”在珍稀植物园区域，
来自三甲的徐先生正陪着 80 多岁
的老父亲赏梅。徐先生告诉记者，
平时做生意一年忙到头，难得春节
有时间可以陪陪老父亲。“我爸很
喜欢梅花，但因为年纪大了，平时
就很少出门，这几天就想着带他来

看看梅花。”徐先生边说边帮父亲
与梅花合了张影。

植物园内，各条道路两边都挂着
红灯笼，还有不少萌虎画像，增添不
少新春吉祥的气氛。

何杰与王微微是一对 95后小情
侣。“原先我们想出远门旅行的，但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只能就近找地方玩
了。”王微微说。

迷人的景致和幸福的生活不一
定在远方。有亲朋好友的相伴，在家
门口游玩，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满满
幸福感。

台州植物园里的幸福景

虎年说欢乐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盛鸥鸥

“新年快乐，爸爸我们想你了。”1
月31日，除夕，无法与家人团聚的王
斌，给自己准备了水饺当年夜饭。与
家人视频通话时，孩子们的连声问
候，让埋在心底的思念、遗憾、亏欠之
情一下子涌出，湿润了眼眶。

王斌是台州港引航站的一名引
航员。除夕前一天，他完成了自己本
轮专班的全部引航任务，但他还不能
与家人团聚。受疫情影响，我市外轮
专班引航员实行“7+7+7”轮转方案，
即7天一线引航、7天集中封闭管理、
7天居家健康观测。“白袍”加身，他
们是“海上逆行者”，坚守在台州港水
上防疫的最前线。

穿好防护服，背起装备包，登上外
轮驾驶台，根据风向、水流、航道、泊位
等做出引航指令，保障外轮安全到港、

安全离港……王斌的作息，也基本随
着潮汐转，只要有任务，随时出发。

“这两天潮水比较早，我们起得
也早。”1月30日凌晨5时起床，直到
当天下午4时30分，基本没有休息过
的王斌，完成了两艘次的大麦屿港区
外轮进出港引航任务。

平均一次引航任务，用时三四个
小时，期间因为穿着防护服，王斌不
能喝水、进食，不能如厕，在严格按照
操作流程完成消杀后，引航工作才算
真正结束。“错过饭点也是常有的事，
事后只能随便对付一下。”

“独自过年蛮孤单，但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生产生活保
驾护航，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
系。”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也让王斌少
了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引航工作
中。“单位给了我们很多的关怀，还送
来节日慰问品。”

“海上逆行者”的别样春节

本报记者施 炜

“这款21寸的抽屉式收纳款，收
纳 20件毛衣完全没问题！”“初一开
播，王炸福利，这款就是我们的开年
第一炸，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

2月 1日上午 10时，星优家居旗
下品牌的抖音直播间，主播、副播、运
营三人组成的直播小团队在卧室主
题的沉浸式直播场景下配合默契，卖
力吆喝，炒热了直播间的气氛。

看着后台数据不断变化，在场外
实时监控的林新建松了口气，“按这
样的状态播下去，这场应该没什么大
问题了。”

作为星优家居抖音运营经理，
林新建这七天春节假期工作安排
得满满当当。他带领的两组直播团
队，轮流上岗，每天开播 4 小时，承
包了这个假期。而他每天都会到岗
把控，制定当日直播策略，下播后
复盘总结。

“直播很容易陷入套路化、格式
化，在抖音这种娱乐化、兴趣化的直
播平台，是非常危险的，必须把每场
直播都当成一场全新战斗。”林新建
说，因为平台机制，如有一场出现失
误，会直接影响日后的直播效果，必
须上心，“而且春节的流量并不会减
少，规律开播，能持续涨粉。”

今年，几乎所有电商平台都推出
了“春节不打烊”活动。除顺丰、邮政，
其他快递公司也只是减少了揽件量，
并没有完全停运。

“基本不影响小件包裹收发，我
们在直播选品上，将主推产品换成小
件，能够做到48小时正常发出，大件
则推迟到正月初七。”林新建说，由于
疫情，出游等线下活动受制，人们刷
抖音、看直播、买买买，对商家则是一
个很好的机会。

而除了直播间活跃的三人组，场
外的客服人员、工厂的仓管人员，都
坚守岗位。

春节不打烊 直播带货忙

本报讯（记者颜 静）“请先申报
并出示台州防疫码，再刷身份证通
行。”1月 29日，铁路温岭站，在身穿

“红马甲”志愿者的引导下，旅客们
有序排队进站。

2022 年春运，防疫依旧是关键
词。记者从铁路温岭站获悉，春节
期间，该站客流量逐步攀升。为保
障旅客安全出行，铁路温岭站防
疫、保畅“两手抓”，多措并举守护
回家路。

当天下午 4 点多，北京始发的
G197次列车到达温岭站，出站旅客
们陆续进入回字形通道排队等待。
现场开放6个窗口，工作人员忙中有
序，为旅客做好出站登记、查验。同
时，安排免费核酸检测，5组检测人
员两两搭配，严把疫情输入关。

温岭市铁路新区事业发展中心
站场管理科科长毛俊建介绍，1月17

日以来，铁路温岭站日均上下行列
车增至 80多趟，日均进出站客流量
近万人次。其中前期出站旅客占多
数，近几日进站旅客相比更多。

“前面几天，核酸检测人数保持
在日均 1000左右。1月 26日，杭州新
增确诊病例后，根据上级防疫要求，
到站后需做核酸检测的旅客数量激
增。1 月 27 日，4500 多位下车旅客
中，一半当场做了检测。”毛俊建
说，当下正值防疫非常时期，铁路温
岭站紧盯公共安全门，绷紧防疫安
全弦，全力守护平安年。

据悉，春运期间，铁路温岭站在
做好日常公共区域定时消杀和员工
健康状况监测同时，还专门组建队
伍做好疫情防控引导、分散、巡查等
工作，督促旅客自觉遵守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运
力保障工作。

温岭——

铁路防疫保畅“两手抓”

新春夜幕下的台州，火树
银花、流光溢彩。漫步在街道
上，到处都是灯的世界、光的海
洋，整个城市被装点得喜气洋
洋、年味浓浓。图为大年初一晚
上的市府大道，往来的市民，带
着新春的好心情，悠闲地散步、
拍照。 本报记者李明锦摄

火树银花闹新春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本报讯（记者徐 平）“北京冬奥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想让孩子也来
体验一回冰雪运动的乐趣，感受感受
特殊的年味。”2月 1日上午，天台山雪
乐园内，来自椒江的陈璐一家三口饶
有兴致地体验着冰雪运动的乐趣。

位于石梁山区的天台山雪乐园，是
浙江省最“年轻”的雪场。雪乐园内外，

“为冬奥助力喝彩”卡通小品、冬奥文化
墙分外醒目，散发着浓浓的冬奥气息。

一进入雪区，眼前就呈现了一个
以白色为主体的七彩世界。在这个粉
雕玉砌的冰雪世界中，植入有国家级

非遗项目“刘阮遇仙”文化元素，更有
蔚为大观的诗路巨型壁画。

百米长的滑道上，几十名大大小小
的游客踩着雪撬，小心翼翼地滑行，不时
有新手因未控制好速度，就势坐到雪地
上，惹得同伴哈哈大笑。间或有几个“高
手”姿势优美，从高处滑着弧线倏忽而
下。陈女士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小涛，在教
练的指导下，也玩得有模有样。

“我们雪场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造雪技术，雪质跟真雪没什么区别，这与
不少地方通过碎冰技术来造雪还是有很
大的不同。”雪乐园负责人介绍，作为目前

华东地区单体投资最大的室内冰雪乐园，
目前客流量比较大，可以说是热“雪”沸
腾，考虑疫情防控，我们严格控制客流。

有着独特气候资源优势的石梁镇，以
“冰雪嘉年华”等活动吸引了各方关注，镇里
加大项目招引力度，完成签约落地项目3个，
其中5亿元以上2个，招商引资达10.5亿元。

眼下，石梁镇在原有华顶雾凇、石
梁冰瀑等资源基础上，做好“四季皆可
戏雪”文章，推进冰雪运动大众化，发
展群众冰雪体育运动。该镇镇长蒋挺
表示，将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让
山区共富之路走得更宽广。

“冷资源”成了“热经济”

天台：冰雪健身迎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