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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沉浸在过年的喜悦里，颠
簸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去往中原各地，经
历五花八门，故事各有精彩。有人在这一年夙愿得了，
有人怀揣着技术致富梦回家传经，有人快乐并烦恼着，
有人苦着回家不易却又甜着家人团聚，还有人以坚守岗
位代替回家团圆。

让我们走近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梦
想……

广告设计员小李

快乐的春节 烦恼的相亲

这两天，25 岁小李的心情处在
快乐与烦恼的矛盾中。快乐的是，
马上要回家过年，可以见见自己的
朋友和姐妹；烦恼的是，要被迫应对
父母已经安排好的相亲。眼看离春
节一天天近了，父亲每天一个电话，
内容基本相同：“啥时候回来？”

小李是许昌长葛人，目前在郑
州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广告设计工
作。上班快三年的她尚没有解决个
人问题，这可愁坏了老家的父母。
小李说，父母生活在农村，思想传
统，按照老家风俗，25岁还没找好人
家的姑娘已经快成“老大难”了，今
年春节，父母无论如何非让她回去
相亲不可。

让小李担心的是，自己相亲的
对象，大多都是早早辍学出去打工
的男孩，可能会有一些积蓄，却不一
定会有共同语言。而自己心仪的另
一半，是可以携手走天涯、相伴经风
雨的知己。小李说，自己这两天也
已经做好打算，回老家一边顺从父
母去相亲，一边积极做父母的工
作。另外，2014 年抓紧时间找一个
男朋友，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

教师梁丽

千里路挡不住回家的心

梁丽是固始县的一名准 80 后，
目前在广州一所中学任英语老师，谈
起回家过年，梁丽说，买票很煎熬、路
途很艰辛，广州到家的距离2100多公
里，路上光坐车都要近 24小时，但是
就这也挡不住她回家的决心。

右手拉、左手挎，加起来重量过
百的行李，把瘦弱的梁丽变成了“女
汉子”。“这里面都是给家人带的礼
物，虽然不是很贵的，但是也是我一
片心意。”梁丽笑着说。

火车晚上 8点开，但是梁丽从下
午 5 点，就从学校开始前往火车站，
坐上火车后，通过近 16 个小时的路
程。梁丽到达河南信阳后，立即坐上
回县城的大巴车，近 3 个小时的车
程，梁丽到达家所在的县城时，天已
经黑了，为了早点见到父母，梁丽紧
赶慢赶搭上了最后一班回乡里的公
交。下公交后，还得需要父亲骑着摩
托车来接她。梁丽说：“每次下车都
能第一眼见到慈祥的父亲，这个时候
全然忘记近 24小时路途的颠簸与疲
惫，只有满满的幸福。”回到家中，母
亲早已准备了丰富的晚餐在等着她，
她端起热气腾腾的饭菜的时候，也是
她泪奔的时候，也是她一年中感觉最
幸福的时候。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宋剑丽 文 宋晔 图）马年春
节，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名贵的郁金香。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六，郑州绿博园迎新春室内郁金香展将为您带来
春花烂漫的美好场景。

春节期间，依然有很多农民工朋友留在郑州，继续坚
守在城市建设一线。为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让留郑
农民工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春节，届时，郑州绿博园将组
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正月初一至初七，外来
农民工朋友凭本人身份证和务工单位留守证明，即可到该
景区售票处换取凭证免票入园。

绿博园室内郁金香
春节期间美丽绽放
留守农民工可免费看花展

新春就要到了，连日来，我市一些单位
积极开展慰问活动，送温暖，送礼品，送服
务，送安全，传递节日祝福，让居民过上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微使者”：
助困难群众完成新年心愿

“过年了，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希望能
有点米面油过冬。”嵩山路街道宏鑫花园社
区樊改娣将新年心愿贴在区委的心愿墙
上，隔天二七新城管委会的党员张建华认
领了心愿，就带着米、面、油等慰问品登门
拜访。

“城管给咱商贩送礼，这让我们感到
意外又很温暖。”家住一马路后街 224 号
的王春宝，收到二七区执法局一马路中
队城管队员送来的过节礼品。“送礼行
动”的策划者——一马路中队副队长张
学彬告诉记者，为辖区贫困商贩送上过
节礼品和感谢信，主要是向他们传递温
暖，表达谢意。

大学路街道也开展了“践行微心愿 争
当微使者”活动，街道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
积极认领困难群众微心愿，通过购买、捐赠
等形式，把轮椅、电热毯、洗脚盆、棉衣棉被、

米面油等物资分别送到困难群众家中。同
时，启动各社区“雷锋超市”，开展“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为爱心人士提供捐赠平台，社
区作为中转站，把棉衣棉被、暖气扇、煤球等
各类取暖物资发放给困难群众。

送物品：
慰问金和米面油送到身边

中原区政府认真部署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活动，共购买帮贫扶困物资 11.6万元，其
中大米 120袋、面粉 240袋、油 240箱，发放
慰问金 40.5 万元。中原区总工会还将以

“帮扶送温暖 爱心系万家”为主题，筹集289
万元帮扶资金，入户帮扶 2600余名困难职
工、劳动模范、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人员
等，此次新春走访慰问送温暖共投入资金
341万余元。

管城区民政局、区慈善总会为辖区 87
名“三无”孤寡老人每人发放生活救济金

600 元和价值 400 元的物品，为全区 34 名
孤儿每人发放生活救济金 2000 元。一批
社会爱心人士自发捐款，走进西大街街道
社区，帮扶慰问 100 户社区困难群众。北
京华联服装部联合两家羽绒服企业，帮扶
慰问南关街社区 10 户生活困难的居民。
南关办事处为 234 户贫困家庭发放了物
资。北下街办事处举行“我为党旗添光彩，
扶贫解困一帮一”活动，辖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非公企业党支部共筹集救助金达
10 万元，分别将油米面和 6 万元慰问金送
到了辖区200户贫困人员家中。

送安全：
为老人送去智能手表

“请放心救助，我需要救助！”昨天上
午，在管城区陇海马路办事处陇海东路
第一社区，郑州市金牌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走进老党员唐克金家中，为
老人赠送智能手表。戴了智能手表的老
人摔倒后，只要按下呼救键，救助系统就
会启动，并通过语音提醒路人放心救助，
录像、录音功能同时开启，这就避免了救
助摔倒老人可能遭遇的纠纷，为孤寡、空
巢老人提供定位、一键呼救、日用品配
送、家政、医疗等便民服务。当天上午，
他们共为 10 位年龄在 70 岁以上的老人赠
送了智能手表。

送服务：
水电气暖安全送到家

针对春节期间家庭用火、用电、用气、
燃放烟花爆竹的频率增多，消防隐患随之
加大。二七区福华街街道结合冬季火灾特
点和家庭防火重点，特别制作了一批消防
安全礼包，免费为辖区居民群众派送。管
城区东大街办事处在辖区居民楼院内展出

“轻松学防范，简单保平安”系列版块、条幅
80余块，着重向群众宣传在生活中如何防
盗、防抢及骗子惯用的伎俩、应对方法等，
走访排查网吧、宾馆旅店、KTV、茶社、棋牌
室等其他公共复杂场所 69家、超市 9家、学
校4家。

免挂号费 专家坐诊 免供三餐

郑医集团春节看病优惠多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员 马霖）春节期间，为让节日期间

住院和就诊的患者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所属郑州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郑州颐和医院除正
常应诊外，还推出了免挂号费、专家坐诊、免费提供三餐等六项
惠民举措。

据悉，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所属各医院春节期间不休
息，照常应诊，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期间免挂号费。大年三十
到正月初七免费为住院患者提供一日三餐，做好生活保障。
正月初一至初七，肝功、肾功、血脂、血常规、尿常规检查，颈
部血管、腹部彩超、心电图、CT、核磁检查 8 折优惠。大年三
十至正月十五，郑州人民医院整形科对前来进行重睑、抽脂、
隆鼻手术者，给予 7 折优惠；皮肤科对做血管瘤、太田痣享 8
折优惠/疗程，光子嫩肤享 9 折优惠/疗程，点阵除疤、射频除
皱享 5 折优惠/疗程；郑州颐和医院中韩国际整形中心的所有
检查、治疗项目 7折优惠。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郑州人民医
院体检中心所有体检套餐 7 折优惠，单项检查 8 折优惠；郑州
颐和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所有体检套餐 7 折优惠；郑州市
第九人民医院为女性朋友免费进行妇科检查、电子阴道镜检
查。初一到初七，郑州人民医院普外一病区对来院开展腹壁
疝、甲状腺手术的患者，手术费 8 折优惠；郑州颐和医院口腔
科对来院接受一次性检查、治疗的患者享 8折优惠；康复医学
科所有理疗项目 7折优惠。

市农产品质检中心入选
全国首批风险评估实验站

本报讯（记者 朱华）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农委获悉，农业
部日前公布了首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站名单，郑
州市农委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经过省农业厅择优推荐、
农业部专家评审和综合考核，顺利通过认定。

去年 10 月，为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体系建设，全面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农
业部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规定，在
全国地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省级（含省）以下
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性技术机构中择优认定 150 个符合
条件的检测机构为首批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实验站。经过省农业厅择优推荐、农业部专家评审和综合
考核，郑州市农委农产品质量检测流通中心顺利通过认定。

百米长巨型春联
现身荥阳一景区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成燕 通讯员 王亚鹏）腊月二十
八贴窗花，今日是家家户户贴窗花、春联的日子。可是长
100米、每个字都有近 40平方米的巨幅春联你见到过吗？
记者昨日从荥阳市孤柏渡飞黄旅游区获悉，景区耗时3个
多月雕铸而成的巨幅春联，将在春节期间面向市民开放。

记者在景区看到，在长长的滑沙岛上，巨型春联已经
初步完成，上联为“新年纳余庆”，下联为“佳节号长春”。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对联内容是我国第一副春联，为五代
时期后蜀国君孟昶写就，寓意春意常在，“这副对联每联
长100米，宽8米，每个字占地近40平方米。”另据了解，为
迎接马年到来，所有姓马和属马的市民春节期间去景区
游玩，将享受到门票减30元优惠。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通讯员 陈三建 文/图）为了保障
节日期间市民食品消费安全，以酒类、肉类、一次性纸杯等
节日热销商品为重点，市工商局上街分局昨日对辖区大型
超市和农贸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经检查，未发现明显违
规违法经营行为。

工商突击检查
保障食品安全

新春多重礼 温暖送居民
本报记者 党贺喜 赵文静 孙志刚 王思俊 栾月琳

聚焦 年春节

系列报道之二

地铁员工群体

这个春节他们不回家

这个春节，走亲访友的绿城市民多了一个出行
新方式：地铁。

对于市轨道公司运营分公司1000多名一线员工
而言，这个春节更是别具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努
力很久的地铁终于开通了，还因为要保障地铁在春
节期间的正常运行，他们中许多人第一次不能回老
家陪父母过年了。

这是一个年轻的群体：许多人大学毕业不久，没
有成家，靠自身的专业技能在外打拼，原本每年过年
时节都要回老家陪父母的。

这也是一个能吃苦的群体：有人日复一日在控
制中心监控着整条线路的运行，有人每天驾驶着地
铁列车来回运送乘客，有人在夜晚为地铁列车做整
套保养检修，有人在每天午夜行走在隧道内部查找
隐患……

根据我市 2014年道路水路春运工作应急方案，
郑州地铁春节假期不停运，如遇大客流或恶劣天气，
还会考虑加车或延长运营时间。这也就意味着，上
述这些工种的所有一线人员这个春节都不能回家。
在无数个家庭尽享团圆喜悦时，他们要像平日一样，
为郑州地铁的正常运营坚守岗位。

“北漂族”廖华

最想看看家乡的变化

“蛇年快过完了，这一年，俺全家最高兴的事儿
有三件：一是搬进新房，儿子乐乐上了小学一年级，
期末三门都考了满分；二是我拿到了硕士文凭，期盼
已久的北京户口有望很快拿到；三是老公即将被提
拔升迁。”昨日，郑州“北漂族”廖华兴奋地谈起她的
蛇年乐事。满载蛇年丰硕成果，廖华全家将于腊月
二十九回到老家河南。

十几年前，郑州人廖华与同为河南老乡的恋人
大学毕业后，坚定地选择留京发展，后来两人在北京
组建了爱巢。从租间小屋到在郊区购买第一套住
房，从初出茅庐到成为高级工程师，从“北漂”多年到
终将真正“扎根”京城。廖华和丈夫一路坚实走来，
用勤奋和勇敢演绎着河南人在京打拼的精彩故事。

“我们都好几年没回家了，虽然身在北京，可我
们特别关注河南、郑州发展，每次回家都感到家乡变
化很大。这次春节回家，我们准备先回驻马店孩子
爷爷家住三天，初二再回郑州，这次回河南要多陪陪
父母，多和老同学聚聚，也带孩子感受下全新的郑
州。”虽然多年打拼在外，但一谈起河南老家，廖华依
然“情深意长”。

“小东北”季楠

最好吃的还是家乡菜

不到 20日，季楠就开始在网上抢票了，“9点
放票我 8 点就在电脑前守着，抢了两天没抢到，
装上抢票软件再抢，终于抢到了别人的退票。”记
者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语气中抑制不住的兴奋，“我快到火车站了，我要
回家了。”

家在辽宁沈阳的季楠已经在郑州成家，但是
千里之外的家乡、年迈的父母，一直是他心头的牵
挂。“家里就我一个独子，父母天天念叨我。离家
又远，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能回去一次。去年媳妇
怀孕了，孩子一出生，就没办法回去了，所以今年
我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父母。”从小在东北长大，
季楠回忆起东北的春节就感到无限温馨，记忆中
的春节多是白雪皑皑的，可以肆意的滑雪、泡温
泉，“除夕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堆旁边家长里短的
唠嗑，火塘上吱吱作响的猪蹄，锅里咕嘟咕嘟地炖
着酸菜白肉，外面冰天雪地，屋里温暖如春。家的
感觉，在那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他牵挂的，还
有家乡一起长大的好友，“一听说我要回去，早早
地就约下了我，春节日程都排满了。”

坐了 19个小时的火车，季楠终于到家了，母
亲已经早早做好了小鸡炖蘑菇、酸菜白肉等着
他。“十几个小时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电话里，
季楠笑得很爽朗。

园林设计员小刚

载满“致富经”回家

在郑州做园林设计的小刚今年回老家过春
节，汽车的后备箱里没有吃的喝的，而是拉了满满
的一车书籍：养殖、花卉嫁接、网页制作大全等。

小刚是记者的同乡，出生在豫西南一个国家
级贫困县。因为托他捎些东西，腊月二十六上午，
便早早等在高速口。9:20，见到小刚时，他的后备
箱让记者吓了一跳:四大箱子书。“你以前的后备
箱不都装几箱酒吗？”

小刚笑了笑说：“人得改变呀，咱们那里为什
么穷？因为很多人不懂得用技术来改变命运。家
长们目光短浅，以为让孩子们去南方打工，一个月
挣 2000块钱都高兴坏了，那些流水线的作业，一
辈子都这样，当你的青春没了，你还能拿 2000块
钱吗？但是如果你有了一技之长，你的命运就发
生了质的变化。”

小刚给记者谈起构想：把这些书拉回去，放到
村委会，免费给村民们传阅，针对村民们感兴趣的
技术，他还准备开春后请省里的专家给乡亲们传
授农业科技知识。

记者发现，有一箱书是关于网页制作及网络
知识的。小刚解释说，农村有很多无公害食品，但
因为信息不对称卖不上好价钱，现在一些年轻人
家里都有电脑，可以让一些脑子活络的村民试试
在淘宝上开个店，直接对着终端的消费市场。

张璐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