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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但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成为这个春节假期许多人将要面对的现实。不能与亲人团聚过年，难免会有一些失

落，但选择留下的理由和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愿意拉长思念，只为了把疫情防控得更好。

今天，本报“就地过年，暖在身边”栏目推出几位留渝过年的外省人士。他们有的是驻村第一书记，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个体老板，有的是

快递小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他们时，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在渝过年的理解和期盼。他们的一言一行，传递出一个让人感动的心

声：疫情防控，我愿作出自己的贡献；留在重庆，照样过个温馨快乐年。

留渝过年，照样温馨快乐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程瑞

“春节假期我打算继续到博物
馆讲解文物，传递知识。”2月6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讲解志愿者金
科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金科的老家在浙江台州，目前
是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政治老

师。从2008年来渝上大学算起，他
已在渝求学、工作12年。往年，他
都是回浙江或爱人老家甘肃团年，
今年响应号召就地过年。他说，从
事志愿者工作3年来，他感受到浓浓
的温情，“因为博物馆里也有家一般
的温暖。”

时间回到2017年底。当年12
月初，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开
播。在第一期节目中，故宫志愿讲解
员张甡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把“清
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的17种釉彩及
烧制方法介绍得清清楚楚。坐在电
视机前的金科看得津津有味：“原来
博物馆也需要讲解志愿者啊。”

2018年，金科在朋友圈看到三
峡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后立马
报了名，经过培训、考核，如愿成为
一名志愿者，讲解历代瓷器厅。

“南宋龙泉窑青瓷玉壶春瓶”釉
面焕发玉石般光泽、“明德化窑何朝
宗款白瓷观音坐像”釉面温润如凝
脂……金科在准备讲解稿时，一次次
被瓷器所蕴含的文化和承载的故事

所感动。“我的第一场讲解结束后结束后，，志
愿者‘回甜甜’从专业角度提了提了一些
意见，还借了瓷器书籍给我，让我长
了见识。”金科说，博物馆志愿者团结
友爱、互相学习的氛围很好。馆里还
为志愿者修建了温馨、舒适的休息
间，提供免费工作餐和车位，他期待
这个春节假期可以和志愿者朋友们
相聚一起，畅谈文物知识。

博物馆内，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观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金
科做志愿者的成就感就来自于那些
渴望走近历史文化的目光。一场讲
解，金科根据受众年龄、知识层次不
同，讲解40至90分钟。为了满足观
众需求，他还不断充实自己，光瓷器
方面的书籍就买了十多本，现在已经
可以讲解历代瓷器和历代钱币两个
展厅，“做志愿者，激励着我学习更多
知识，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春节期间除了服务观众，金科还
打算准备汉代雕塑厅的讲解。此外，
他还计划和爱人、儿子一道参观三峡
博物馆举办的新春文化系列展。

志愿者金科：

“博物馆里也有家一般的温暖”

□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2 月 7 日，重庆大学煤矿灾害
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深
部煤岩工程多功能物理模拟试验
系统等各种仪器设备都在运转。
一批加工成形的煤岩试样，正“排
队”等待检测。

在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
然气的开发中，通常采用水力压裂

的方式增加渗透率，但比较耗费水
资源。重庆大学科研团队独辟蹊
径，采用二氧化碳气体进行压裂，不
仅节约水资源，还可以封存二氧化
碳，很环保。该重点实验室共14个
团队，200余人的科研教师队伍，
90%的成员来自大江南北。这个春
节，大家都响应号召留在重庆过年，
抓紧搞科研。

7日下午，当重庆日报记者走
进其中的高压水射流实验室时，
来自四川成都的博士邓凯正一遍
遍地将处理好的煤样放进仪器里，
进行超临界二氧化碳渗透率试
验。“我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才完
成约1/3的实验数据。”邓凯说，即
使采取同样的围压、轴向力和温度
等条件，同一个实验方案也需要
重复进行 3 次以上，从而得到科
学的数据。

在煤岩热流固耦合CT实验系
统实验室，老家在河南信阳的副教
授汤积仁正在用CT对经过处理的
煤岩试件进行分析。“就像医院里给
病人做CT分析一样，我们会用CT
给压裂后的煤岩体做检测，观察里

面裂纹的变化。”汤积仁介绍。记者
看见，CT成像里，煤块里的各种裂
纹清晰可见，科研人员由此可以得
到致裂实验效果的各种数据来对比
分析。

老家在江苏徐州的葛兆龙教
授介绍，2014年开始，团队开始承
担国家973计划“超临界CO2强化
页岩气高效开发基础”项目，目前
该项目已结题，“团队正在思考将
超临界二氧化碳压裂技术从陆相
页岩气开发拓展到海相页岩气开
发。”

实验室里的几名科研人员告
诉记者，以前几乎每年春节都会
回老家看看。“父母都在老家，他
们会和岳父母每半年轮流来重庆
帮带小孩。”葛兆龙告诉记者，今
年政府号召就地过年，“大家都没
走，就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搞科研、
写计划、作总结，时间排得满满
的。”

“父母也都很理解我们。”采访
结束时，几位科研人员表示，“待春
暖花开时，再回老家给父母汇报过
去一年的收获。”

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成员：

“春暖花开再回家给父母汇报去年的收获”

□本报记者 栗园园

“郭书记，听说你今年过年不回
老家，那过年到我屋头来吃饭嘛！”2
月5日，武隆区火炉镇筏子村风洞堡
组的脆桃基地里，十余个村民正在
技术员指导下忙着给桃树刷白、修
枝整形。看到第一书记郭守顺来
了，村民余云斌马上给他打招呼。

这已不是郭守顺第一次收到村民
的邀约了。自从在上月的村民大会上，
他表示自己将带头响应就地过年的号
召，今年春节不回青海老家后，村民们
的热情时常让他感到心头暖暖的。

郭守顺在武隆工作已有16个
年头，每年春节返乡，是他雷打不动
的事情。“我母亲已经71岁了，但这
些年我陪她的时间实在太少。”郭守
顺说，因新冠肺炎疫情，去年春节他
刚到家没两天就火速启程返岗，没
来得及在母亲跟前尽孝。今年又无
法返乡，他心中充满愧疚，但想到有
姐姐在母亲身边照顾，又稍稍安心
了些。

将心比心。筏子村有200多个
外出务工的村民，目前有1/3都没有
表现出返乡意愿，那他们家中的老
人怎么过节？年货都备好了吗？这
些事牵动着郭守顺的心。

这段时间，在忙碌的村（社区）
“两委”换届、“两不愁三保障”排查、
防疫宣传、脆桃冬管工作中，郭守顺
和村干部们见缝插针地对村民过年
情况进行询问、关心。

“前两天我们去了田茂文家，得
知他的娃儿决定不回来过年了。在
屋里转了转，发现他家里没剩下什么
蔬菜。”郭守顺说，他们很快从当地的
蔬菜基地购买了一些菜品给老人送
去，一同送去的还有大米和食用油。

根据郭守顺目前掌握的情况，
村里像田茂文这样仅老人留在家中
过年的有20多户。担心这些老人
在家过年太冷清，村里决定把这些
家庭组织起来“搭伙”过年。

“考虑到人员不能大量聚集的问
题，我们计划按照9个党小组划分，
就近将两到三户人家凑成一桌热闹

热闹。”郭守顺介绍，最近村民们已纷
纷备好自家的腊肉、土鸡、蔬菜等食
材，只等到时一起下厨，办一桌丰盛的
年夜饭。

谈到自己年夜饭的着落，郭守
顺笑了：“大家盛情难却，我到时也
带着爱人去村民家搭个伙，感受一
下别样的农家年夜饭。”

第一书记郭守顺：

“去村民家搭个伙，感受一下农家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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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菊梅

2月6日早上，观音桥建新东
路一间办公室里，李智韬等30多
名饿了么骑手像往常一样，列队、
站好、报数、喊口号。这样的例行
晨会，并未因春节临近而松懈。

“今年我们有20多个人留下
来加班，比往年翻了一倍。”老家在
江西九江的李智韬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

李智韬每天的工作就是到观
音桥商圈内的商家取餐，然后送至
消费者指定的地点，工作半径以观
音桥商圈为核心，覆盖周围3公里
左右。随着春节临近，他的订单越
来越多，“订单量与去年比增多了，
客单价与上月比提升了。”李智韬
说，“许多订单所涉物品的重量也
比之前增加了不少，比如以前消费
者一次买一桶油居多，现在一次买
两桶油的不少。”

订单多，收入就高。李智韬以
重量补贴为例介绍，单个订单若超
过1千克，超过部分就会按照每千

克0.5元的标准进行补贴。
另外，和去年过年相比，今年的奖

励也更多。记者在李智韬所在的站点
办公室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写着：2月
4日—2月10日，出勤7天并累计完成
112单，就可以拿到840元奖励金额；
2月15日—2月21日，出勤7天并累
计完成70单，就可以拿到1020元奖
励金额；2月22日—2月28日，出勤7
天并累计完成 120 单，就可以拿到
480元奖励金额。

“我现在一天要跑40多单，很容
易达到这些奖励标准。”李智韬算了一
笔账，春节如果不回家过年，各种激励
措施叠加，自己可以额外获得超万元
奖励，比去年多出50%，“春节业务多，
留在重庆过年划得来。”

李智韬说，他在外卖行业干了3
年多，刚到重庆时遇到很多困难，比
如不会说重庆话，给顾客送餐时听不
懂方言而难以沟通。同时，重庆地形
复杂，找路十分麻烦。好在科技的进
步，让这个外地人在重庆工作越来越
顺利。比如，针对地形复杂难题，饿
了么后台由智能派单改为人工和智

能派单同时使用，大大减少了走错
路的几率。另外，随着在渝工作时
间越来越长，李智韬也越来越熟悉
重庆话了。

“我现在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李智韬说，以后会经常把家人接来
重庆玩，今年过年会跟家人开开视
频、聊聊天，节后补休时再回家陪
孩子。

骑手李智韬：

“春节业务多，留在重庆过年划得来”

□本报记者 周尤

揉面粉、擀面皮、拌肉馅……在
2月5日举行的台商迎春联谊活动
上，已经在渝工作5年的台胞张育洲
包起饺子来，一套动作十分娴熟。当
天，他和其他在渝台青、台商、台属等
一起，通过包饺子、写春联、贴“福”字
等传统方式叙亲情、迎新年。

往年，张育洲都是与家人在台湾
过年，今年是他第一次在重庆过年。

“今年不一样，疫情还没有结束，
不能让之前抗疫的努力白费。我们

在渝台胞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
虽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但可以打电
话、用视频问候。”张育洲说，重庆大
街上各种迎春灯饰，营造出浓浓的年
味，很有过年的氛围。听说重庆春节
期间有灯会等各种节目，他也很期待
体验一下在大陆过年的感觉。

只要有温情，他乡也能变家
乡。对不少在渝台胞来说，重庆已
是他们的另一个家乡。台胞臧鸣远
来渝18年，已不记得在大陆过了多
少个春节。臧鸣远从小在台湾眷
村长大，包水饺、做年糕、守岁、迎
财神……谈起眷村过年习俗，臧鸣
远滔滔不绝。他说，虽然身在大陆，
但是过年的习俗却和在眷村一样，
追求平安、幸福的愿望也都一样。“从
前，身边的台湾朋友春节期间大部分
都选择回台与家人团聚，近两年不
少人则选择把家人接到重庆来过

年。”臧鸣远说，“两岸本是一家
人，在哪里过年都是家。”

市委台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迎春联谊、团年宴等活动，是市
委台办在严格贯彻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基础上，统筹开展多形式的
走访慰问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之
一。今年受疫情影响，有近九成在
渝台胞选择留在重庆过年，全市对
台工作系统对此高度重视，自今年
1月初开始，相继分区域组织开展
了30余场迎春联谊、座谈会活动，
走访慰问台胞台属800余人。

台胞臧鸣远：

“两岸本是一家人，哪里过年都是家”

□本报记者 杨铌紫

“老公，3687取鞋。”
“好的。一双白色运动鞋，一双

黑色皮鞋，请拿好。”
“谢谢，王哥王姐还不回去过年

啊？”
“今年不回去了，就在重庆。”
2月7日，在九龙坡区渝州路一

家名叫“金碧擦鞋”的店里，一位顾
客刚走进门，老板娘王波不问姓名
和电话号码，便直接报出顾客的会
员码，“开了十多年的店，老顾客一
来，我就晓得他要拿什么。”

今年34岁的王波和爱人王国
强都是吉林人，2008年夫妻俩从老
家来到重庆开了这家店。王国强
说，创业之初投了十多万元，两年过
后就回本了。

这家夫妻店面积不大，除了夫
妻俩还有两名员工，十来个平方米
的店里，各式擦鞋、修鞋工具应有尽
有，靠墙的柜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
处理好的鞋子。

店门口也打理得十分干净整洁。
旁边商店的老板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王国强是这一排临街商铺的清洁组
长，专门负责监督、提醒大家做好自
家门前的卫生。要是看到人行道有垃
圾，他也会上前打扫，非常负责。

听到夸奖，这个东北人憨憨地笑
了起来。“我非常喜欢重庆，重庆人也
很耿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
肯定要用心维护它。”王国强回忆，刚

来重庆那会儿，有一次坐出租车把钱
包和身份证落在了车上，当他联系上
司机后，司机专程开车把遗失的物品
送到他手上，让他十分感动。

在重庆十多年，夫妻俩把门店
经营得有声有色，重庆话也说得十
分顺溜。现在每年能有10万元的
收入，买了车买了房还生了娃，彻底
扎根在了重庆。

眼看着马上要过年了，夫妻俩
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准备营业到2
月10日再放假。

“老家的父母都盼着我们带孩
子回去团圆，但今年情况特殊，在重
庆过年也一样。”王波说，年货置办
得差不多了，除夕夜一家三口就在
家包饺子，再弄几道东北菜。

谈到过年期间的打算，王国强
表示，都安排得满满的。初一到铜
梁看铜梁龙表演，顺便尝尝当地小
吃；初二、初三去丰都鬼城玩，这是
儿子最想去的地方；初四去逛逛洪
崖洞、磁器口，看看本地人是怎样过
新年的；初五在家休整一天，初六开
门迎客。

店老板王国强：

“重庆是我第二故乡，我要用心维护它”

编
者
按

郭守顺（右）到村民家走访并送
上春联。 （受访者供图）

2月6日，建新东路观音桥商圈，
李智韬接到派单电话。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王国强（左）和王波在重庆买了
车买了房生了娃，彻底扎根重庆了。

记者 杨铌紫 摄/视觉重庆

在渝台胞通过包饺子等方式共
叙亲情，喜迎春节。

（市委台办供图）

2月7日，重庆大学科研人员在
深部煤岩工程多功能物理模拟试验
系统工作。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金科在为观众讲解历代钱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