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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鲁哲之

大红、朱红、嫣红、深红、水红、橘红，四处摆放
的各式各样的红色鲜花，弥漫成一片红色的海
洋。除夕这天上午，记者和往年一样前来逛宏帆
望海花市，今年花市一个显著特征，是扑面而来令
人应接不暇的“红”。

“老板，北美冬青好多钱一盆？”
“580元。”
“这么贵？元旦前才500多一点。”
“这几天价格天天涨，还没货了，我就这30多

盆了，你再不下叉，下午就会卖完哟！”
1月21日临近中午，记者在走访中偶遇来

自涪陵的朱妙莉，几乎没有讨价还价，她一口气
买了6盆花。她告诉记者，涪陵的红色北美冬
青一盆价格在620至650元，而且还没货，她到
宏帆望海花市附近办事，顺便买一批花回去送
客户。

记者在望海花市走了一圈，发现消费者扎堆
的地方，大多卖的是红色的花。比如红色的红掌、
红色的银柳、红色澳洲蜡梅等。据了解，往年受青
睐的像兰花、杜鹃、蝴蝶兰等这类紫色、绿色、粉色
颜色丰富的花，今年却少人问津。

“花市里的红色鲜花都很紧俏，我进了七八百
盆红色北美冬青，现在就只剩100多盆。”望海花
市最大的植物经营户昱成花卉老板说。

红色鲜花卖得好，可不是望海花市独有的现
象。江北区秋之花语鲜花店店长黄秋梅说，最近
10多天，她卖了120多株红色红掌、90余束红色
银柳、80多盆红色北美冬青。大学城花卉市场一
家鲜花店经营者透露，她进了60多盆红色北美冬
青、80多株红色红掌，四五天就卖完了。“从元旦
开始，红色的鲜花都卖得好，其中红色冬青、银柳、
红掌、吉利红等鲜花最受青睐。”

线上，花儿也是别样红。叮咚买菜重庆公司
相关负责人透露，从元旦到1月17日，购买寓意
吉祥的红色鲜花订单就开始飙升，红色银柳、红色
澳洲蜡梅、红色北美冬青等都颇受消费者的欢迎，
预计今年春节销量同比去年会增长一倍左右。

重庆人为啥突然喜欢上了红色鲜花？
朱妙莉说，红色北美冬青有像小灯笼一样的

红色果实，非常喜庆，摆几盆“红灯笼”在家，就像
大红灯笼高高挂，仪式感满满。

市民刘一诚逛完花市选购了20株红掌。他
说，红掌花就像一支红色艳丽的蜡烛，或红或黄的
花蕊就如同一团明焰，寓意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他想借花来表达这样的新年愿望。

记者随机采访的不少消费者都表示，喜庆的
红色鲜花，既增添浓浓年味，还有祝福和好运的意
思。

寓意美好的鲜花，既帮助老百姓致富，又增添
新春喜庆氛围，目前全国鲜花产业规模已突破了
2000亿元。去年9月13日，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
《2022全国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2021
年花卉零售市场销售额2205.0亿元，比2020年
上涨17.5%。

鲜花消费
“别样红”

1月22日凌晨，当付子荣驾驶着轨
道6号线最后一列车，行驶至蔡家站，时
钟已经指向了4点15分。这也是重庆轨
道交通有史以来，最晚的一次延时运营。

当晚，“新时代 新征程 新重庆”
光影无人机焰火表演，为山城市民送上
最美的新春祝福。市民纷纷前往长嘉
汇、朝天门、江北嘴等区域，一起欣赏火
树银花、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尽情感受
久违的过年的味道。

表演结束后，大家开始陆续回家，
重庆轨道交通也迎来了兔年新春的第
一次“考验”。按照原计划，重庆轨道集
团将发车时间延长至 22日凌晨 1点。
但由于返程乘客众多，重庆轨道集团线
网管控中心0时左右便发出紧急应急提
示——“人没散完，轨道不收车”，提示
轨道1、2、3、6、环等5条线路，再继续延
后收班时间。

“你先睡，今年又没能陪你过年了
哦！”0点30分，江涛给妻子发去一条微
信后，便驾驶着3号线列车，从龙头寺站
出发，驶向九公里站。自2012年参加工
作以来，江涛已在岗位上度过11个春
节。今年，他又是驾驶着列车跨新春。

站台上和列车里的乘客，有的正兴奋
地聊着刚刚看的演出，有的在给家人朋友
打祝福电话。没能在家吃上团年饭，也没
能陪家人一起看焰火表演，江涛一个人在
驾驶室里，眼前的隧道时明时暗。

“工作需要我们值守，虽然此刻没办
法在家与亲人团聚，但可以把每位乘客
都送回家、让他们去过年，这是我们的责
任，也非常有意义。”江涛说道。

凌晨2点过，在轨道环线弹子石站，
大量市民还在涌入轨道站。在进站口，
为避免拥堵保障安全，值班民警和工作
人员手拉手，分批渐次放人进站。

“不要挤，不要急。大家放心，再晚
都要把你们送回家。”

工作人员的喊话，让大家心里暖暖
的，都自觉排队等候进站。

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春第
一天的“不眠夜”，近6000名轨道交通员
工坚守在岗位。直至凌晨4点15分，重
庆轨道交通除夕延时运营才宣告结束。
而此时，环线的第一班列车，也已出库开
始新一天的运营。

许多网友也纷纷为重庆点赞：
“重庆从来都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人情味体现在各种细节上。”
“大重庆威武霸气。”
“我心目中温暖城市，最强是重庆。”
“好爱好爱我们的大重庆。”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董进

●1月21日除夕，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明
朗在市公安局总指挥部值守调度安保工作。

（记者 周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2日
1时57分，市妇幼保健院分娩中心迎
来首个可爱的“兔年宝宝”降生。据统
计，从1月 22日 0:00至 17:00，共有
46名“兔年宝宝”在分娩中心组团报
到。

“恭喜哟，宝宝好漂亮”“恭喜升级，
兔年大吉”……在医院分娩中心，“兔年
宝宝”们陆续出生，让所有人都很开心。

每一个新生命的背后都有医护
人员新年的坚守。当天值守的分娩

中心护士长魏琳娜说：“在辞旧迎新
的时刻，在产房这样特殊的科室，托
起新生命、新希望，是一件特别有意
义的事情。”

在值班空隙，她与值班的同事们拍
了一张“全家福”，这也是分娩中心每年
的迎新仪式，面对镜头，大家都不约而
同地露出了笑脸。

据悉，春节期间该分娩中心每日共
有30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2名应急
人员24小时待命。

“兔年宝宝”组团来报到
市妇幼保健院22日有40多名宝宝降生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春节期
间，石柱县桥头镇向广大市民发出“一
起到桥头去过年”的请帖，邀请大家品
土家美食、赏非遗文化、听土家迎客歌、
跳土家摆手舞，共度新春佳节。

作为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
按照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这一年来
桥头镇迎来许多变化。

通过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4A级旅
游景区项目、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修复
与保护项目、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
项目的实施，环湖自行车道、环湖垂钓
写生平台、环湖停车场和厕所等全面启
动建设，旅游设施进一步提档升级。

随着冇名堂旧时光民宿、糖果工厂
民宿、长沙大学生写生公寓等开门迎
客，以及喜马拉雅野奢露营基地、瓦屋

主题邮局、陶艺工坊等文旅项目全面建
成，住宿接待能力大大提升、游玩项目
更加丰富。

此外，通过招商引资，陶然居楼外
楼高山莼菜基地、重庆餐饮商会辣椒直
供基地、吴小平高山葡萄基地相继落户
桥头，镇里还即将打造涵盖3000亩辣
椒、300亩莼菜、5000亩油菜和水稻的
三色经济示范基地，全国第一的“重庆
菜原辅材料示范基地”。

发展的活力，激发了桥头人干事创
业的热情，2022年，千年桥头公司和七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从2021年的
107万元增长到510万元。“发展的成果
看得见、摸得着，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一
起来分享我们的喜悦，‘人到桥头自然
值’！”桥头镇相关负责人说。

石柱桥头镇邀你去过年
品土家美食、赏非遗文化、听土家迎客歌、跳土家摆手舞

重庆轨道列车初一凌晨4点才收班

“大家放心，再晚都要把你们送回家”

2023年春节消费“新”观察之二

政务简报

1月22日除夕夜，武警重庆总队官兵在长嘉汇广场执勤，守护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通讯员 唐志勇 摄/视觉重庆1月22日凌晨，轨道交通继续运营，送观看“新时代 新征程 新重庆”光影无人机焰火表演的市民回家。 （轨道集团供图）

1月18日晚，石柱县桥头镇举办的篝火晚会上，土家儿女和游客一起玩烟花庆新年。
李小华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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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绚丽光影，梦幻烟花，开启兔年山城
第一晚的浪漫。为了让大家过一个浪漫
欢喜的春节，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付出。

轨道交通延时运营到凌晨4点，只为
保证市民都能回家；航道工近在咫尺却
无暇欣赏璀璨烟花，只为保证活动现场
有序安全；环卫工坚守在岗，只为保持城

市美的“容颜”……
有这么一群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选择坚守岗位，在忙碌中度过佳节，换取
无数人假日的放心、安心和舒心，装点出
一个喜庆、平安、美好的春节。

坚守什么？守住平凡岗位，守住
万家灯火。无论是奋战一线的铁路工
作者，还是来回奔波的外卖骑手，无论
是日夜执勤的公安民警，还是救死扶

伤的“白衣天使”……千千万万的普通
人，用奉献诠释责任，用奋斗标注担
当，换来你我出行便利，换来社会平稳
有序。我们眼前的美好，凝聚着无数
奋斗者的汗水。

封桥看夜景，重庆是宠游客的；封江
放烟花，重庆是宠市民的……透过假期这
个“窗口”，也让我们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有网友说：“过年，不仅仅是亲人团

聚，还在于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年
味。这样的年味，带来温暖，带来力量。
烟火向星辰，征程在前方。新时代，新征
程，新重庆。这场光影无人机焰火表演
开启了新一年的美好。”

每一个人的奋斗，托起城市的高效
运转，刻录下属于重庆人的春节奋斗图
景，让我们以最坚实的步伐开启新的一
年，迈向新的征程。

眼前的美好，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短评

大年初一，市妇幼保健院，“兔年宝宝”组团报到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