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1 日，大年三十，中国邮政五里墩投递运营部，江苏徐州籍的快递员刘元
元将快递搬运上车。 春节假期，很多快递小哥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全力保障春节
期间防疫物资和群众生活物资供给畅通。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这里过年和在家一样”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杨竹青

写春联、贴对联 、包饺子 、制作藏
族美食……除夕当天， 走进铜陵市五
中校园， 远远就能听见操场上传来的
音乐声。 今年春节，铜陵市五中的 200
多名西藏生和 2 名藏语老师留在了铜
陵， 在该校教职工的陪伴下体验汉族
文化，享受汉藏美食，过一个开心年。

“在西藏，每到重要节日大家都会
隆重地穿上自己最华丽的民族服装在
一起跳舞。 今年的春节和藏历新年重
合，虽然没能回家乡，但这里热闹的氛
围一点也不少。 ”藏语老师达瓦扎西告
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在异地过年，学
校安排非常周到， 大家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过一个欢快别样的新年。

在写春联的现场 ， 大家相互切
磋 、热闹非凡 ，达瓦扎西也被欢快的
氛围感染 ， 用藏语写下了 “新年快

乐”。 另一边，食堂准备的包饺子食材
已经拿上桌子 ，藏族学生们早已按捺
不住，都想比试比试谁包的饺子更好
看。 “写春联、贴对联、包饺子，帮助我
们更深入地了解汉族传统文化的魅
力，今年过年很特别也很开心。 ”学生
拉姆措吉说。

高一年级学生边央第一次远离家
乡过年，但忙碌的她快乐而充实，“开始
担心自己会想家，但是这几天学校贴心
地为我们组织了各项活动，还准备了丰
盛的汉藏美食， 这里过年和在家一样，
温暖又温馨。 ”

铜陵市五中已经连续多年组织陪
伴西藏生一起过春节活动，相比往年，
今年藏族师生人数更多、 活动更加丰
富、校园更加热闹也更有年味。 “我们
进行了精心准备， 让异地过年的藏族
师生能过一个健康祥和快乐的春节 ，
让他们感觉到这里是他们的第二故
乡。 ”铜陵市五中校长沐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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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过年年味浓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2 月 11 日除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东区学生食堂里热热闹闹，留校学生相
继来到这里领取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
的年夜饭。

“呵，花样真不少，真是沉甸甸的！ ”
生命科学院博士生矫德峰和同学一起拿
到这份大红色年夜饭礼盒后， 惊喜地发
现里面不仅有“四菜一汤”套餐，还有饺
子、橘子、点心、饮料和福袋。 “我是吉林
人，今年受疫情影响第一次留校过年。这
顿特殊的年夜饭让我们有家的感觉，太
暖了！ ”矫德峰说。

受疫情影响， 今年高校留校学生普
遍比往年要多一些。 据中科大学工部介
绍， 该校预计留校学生将超过 2000 人。
这些留校学生除了可以享受免费的年夜
饭大礼包，还可以从大年初一到初三，在
该校东区学生食堂、西区学生食堂、西苑
餐厅、南区学生食堂免费就餐。

考虑到防疫要求，今年中科大专属
年夜饭改用盒饭形式装盛。 但是，形式

简约并不代表内容简约，这“四菜一汤”
的设计可不简单 ，样样都有讲究 ：红烧
狮子头， 是中华民族经典的春节菜肴，

象征团团圆圆 ；西红柿炒蛋 ，是全国各
地接受度都很高的菜肴， 可甜可盐，人
见人爱；麻辣口水鸡，年轻人口味偏重，

所以特意安排了这道让味蕾跳动的菜；
清炒莴笋 ，荤素搭配有营养 ，颜色翠绿
颜值高 ，点亮套餐的视觉吸引力 ；西湖
牛肉羹 ，浓稠滑嫩 ，比普通的汤更有利
于保温。

年夜饭大礼包里的点心伴手礼格外
有中科大特色： 学校后勤部门把校图书
馆年度借阅度最高的 4 本书 《天体物理
概论》《量子力学导论》《数学分析教程》
《无机化学》做成了包装礼盒，里面分别
藏着 4 种不同口味的烘焙点心。据介绍，
这套中科大礼盒只在特殊的节日才制
作，因为产量少，一直“一盒难求”，一度
成为“网红”。但是今年春节，每位留校的
学生都免费随机获得一盒。 红红火火过
大年，窗花、福字不能少。 学校专门在福
袋里装上了印有中科大元素的 5 种窗
花、福字。

“食堂的叔叔阿姨辛苦了！祝大家新
年快乐！ ”“希望今年顺利毕业， 国泰民
康！ ”在食堂入口处的心愿墙上，来领取
年夜饭的学生们纷纷写上了自己的心
愿，祝福祖国，祝福未来！

2月 11日，中科大留校学生来到东区学生食堂领取定制版年夜饭。今年该校留校学
生超过 2000人，每人可以领取一份“四菜一汤”的盒饭和礼物。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社区倾情送温暖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2 月 11 日，除夕之夜，家家都弥漫
着饭菜的香味。 84 岁独居老人汪亚明
只准备了四个菜，今年她一个人过年。

汪亚明家住无为市无城镇， 今年
春节， 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们响应政
府号召，都取消了回家过年的行程。

有铃声响起，汪亚明放下手中的筷
子，接通了儿子张辉拨来的视频电话。

“阿妈，儿子给您拜年啦！ 新年快
乐！ 家里都挺好的吗？ ”

“什么都好，你们寄来的坚果和糕
点我收到了。前几天社区的小罗和志愿
者们又来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贴
了窗花，挂了小灯笼，喜庆着呢！ ”汪亚
明拿着手机到处转，让儿子通过视频看
看小罗和志愿者们准备的过年“礼物”。

汪亚明口中的小罗是无城镇文景
社区党委副书记罗萍， 同时也是一名
社区网格员，从 2019 年底便开始照顾
汪亚明老人的生活。 “汪亚明老人比较
特殊，既空巢也独居，而且高龄 ，社区
一直比较关注。 今年提倡就地过年，老
人子女回不来， 所以我们更要让她过

得开心。 ”罗萍告诉记者。
“虽然今年没能和孩子们一起过

年，但小罗把我当亲奶奶一样对待，住
在这个社区里我的心暖暖的。 ”汪亚明
老人止不住地夸赞。

“今年由于疫情防控，一些空巢老
人的子女不能回家。 作为党员干部和
社区工作者， 为有需要的老人送温暖
是我的份内事。 帮老人家解决生活上
的困难，多营造些过节气氛，让留守老
人舒心，在外的亲人安心。 ”罗萍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多地已采
取一系列举措帮扶留守老人、 空巢老
人， 阜南县开展送去一声节日问候、进
行一次登门拜年、 发放一副春节对联、
普及一次防疫政策、 赠送一份健康礼
包、 开展一次云上家访等 “六个一”活
动，安庆市怀宁县月山镇组建乡邻互助
小组满足村里老年人春节期间所有衣
食住行需求……新春佳节需要亲情和
温暖，对于子女在外就地过年的留守老
人，各地政府都给予关心和关注。

“虽然孩子没回家，但党和政府、社
区替孩子们把心意都送到了，我的心里
满满当当的。 ”汪亚明老人笑着说。

坚守岗位护平安
■ 本报通讯员 吴晓燕 潘磊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2 月 11 日，大年三十，阖家团圆之
际，在池州市主城区，一群着藏青蓝制服
的公安特警，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守护着
万家平安。

早上 7 点左右，天空中还飘着细雨，
池州特警支队的胡俊华和同事们已奔赴
池州火车站，开始一天的巡逻执勤。胡俊
华在特警支队工作 12 年，几乎每年除夕
或初一都在一线， 年迈的父母为了与儿
子团聚，今年特意从外地赶回池州，但胡
俊华还是主动申请了大年三十的班。“为
了保障社会的安定， 不能在家陪同父母
妻儿过年，但我觉得很值得。 ”

对于“双警家庭”来说，越是逢年过
节，他们越要值守岗位。 大年三十，池州特

警芮姗姗和丈夫沈龙龙又错过团圆的机
会。 沈龙龙在池州市公安局贵池公安分局
值班，芮姗姗在特警支队值班。 芮姗姗说：
“早已经习惯这样的大年夜了， 既然热爱
这份事业，就该为之奋斗终身。 今年，我将
继续和同事们一起守护群众的平安。 ”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就
是保障社会治安稳定， 春节坚守岗位不
打烊。”在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
民警吴晓冬眼里，使命重于一切。新婚燕
尔的吴晓冬放弃与妻子和家人的团圆时
刻，坚守在岗位上，和同事们开展巡逻，
全力保障春节期间治安秩序稳定。

据了解， 池州特警在春节假期 24 小
时坚守岗位，全员在岗在位。 巡逻车组不
分昼夜对人员密集场所、案件易发区域进
行高强度巡逻， 在池州火车站和超市、闹
市区等重点地段加强徒步武装巡逻，对各
类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排查、早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