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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

“丑时春到户，牛岁福临门”。农历牛年春
节一天天临近，年味从街头挂起的一串串红灯
笼中蔓延开来。由于疫情原因，许多人选择留
在重庆过大年。特别的春节，让人感受到别样
的温暖。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忙碌了一整年的
人们都在准备着辞旧迎新，分享新春的喜悦。

春节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节，每个人的生
命之树又要添上一圈新的年轮。开启新的一
年，人们总是满怀憧憬和期待，憧憬诗和远方，
期待遇见更好的自己，祈愿来年收获新的精
彩。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里，牛是无私奉
献、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象征。牛年新春，人
们不只期待美好，更期待行动。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也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起
步之年。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用三种“牛”的精神，为今年的奋斗状态奠
定了基调——“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
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具体到

重庆，前进的征途上，有挑战更有机遇，有压力
更有希望。发扬“三牛”精神，以优良作风争创
一流业绩，才能开好局、迈好步，谱写重庆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篇章。

做孺子牛，就是要永葆为民服务的真情。
鲁迅先生说过：“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
奶”“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民服务是现实而具
体的。当前，重庆在就业、收入、就学、社保、医
保、住房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群众面临不
少实际困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多行便
民务实之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才会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

做拓荒牛，就是要激扬创新发展的豪情。
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抓住
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重庆要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就要善用改革办法、树立开
放视野，优化创新生态，集合创新资源，全力推

进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在推进科技
创新上有新作为新气象，勇闯无人区、敢当探
路者，才能破解困扰发展的各类难题，在别人
没有走过的路上收获最美风景。

做老黄牛，就是要挥洒艰苦奋斗的汗水。
今年的央视网络春晚现场，平均年龄74.5岁的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挽起衣袖，唱起歌
曲《少年》，带给观众满满感动。人们感动的地
方还在于，他们为祖国建设奉献了宝贵的一
生，并因为奉献得到了快乐，生动诠释了“老黄
牛精神”。重庆要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
气象新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
深走实，同样离不开数不清的“老黄牛”勤勤恳
恳、埋头苦干、负重前行。

新春将至，无限的憧憬和期待在窗棂外向
我们招手，美好的未来正在每个人心中萌动。
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凝聚“九牛
爬坡、个个出力”的奋斗合力，披荆斩棘、开拓
创新、坚毅前行，必将干成一番新事业，干出一
片新天地，共同创造属于重庆这座城市的美好
未来。

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

□斯传

牛年春节将至，热热闹闹置办年货，是人
们追寻年味的重头戏。置办年货，浸润着中国
人的特殊情感。年货消费是全年消费的集中
爆发，年货经济亦是消费经济的生动写照。

一到过年，许多重庆人都会到批发市场走
一遭，年货是过年“买买买”的风向标，会让家里
的年味更上一层楼。金海洋市场的对联灯笼、
盘溪批发市场的坚果零食、双福水果市场的全
球水果……重庆年货市场上，呈现出的不仅有浓
浓年味，还有重庆人的购买力。

除了规模越来越大，年货经济每年都有新
亮点。在倡导就地过年以及疫情防控的大背
景下，线上赶大集成为市民办年货的新方式。

自网上年货节启动以来，多个平台成交火爆，
重庆人线上年货购买力，已排进全国前列。消
费新业态的成长与新模式的更迭，凸显了不断
迸发的创新活力。

线上线下的年货市场，销售一片红火。选
择越来越丰富的同时，消费升级趋势也愈发显
著。品质取代价格，成为年货消费的首选因
素。消费需求日益细分，品质要求日益提升，
蕴含着经济增长的新潜力，展现着消费升级的
新图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首，既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点。消费
增长激发出澎湃的商业活力，业已成为重庆经
济重要拉动力。

重庆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到
202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超过

60%。日前发布的2020年消费数据显示，尽管
经历了疫情冲击，但全市社零依旧实现连续9
个月正增长，总额达11787.2亿元，在国内城市
中仅次于上海、北京，“消费第三城”的地位得
以巩固。当下年货市场的火爆，其实正是重庆
消费市场总体形态的集中体现。

多彩的中国年，繁荣的年货经济。年货
经济是大众消费能力的集中释放，是商品服
务供给水平的集中展现，也是管窥重庆经济
的一个窗口。红红火火的年货经济，折射出
重庆市场的消费潜力，令人对重庆经济行稳
致远信心倍增。顺应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
力，紧扣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消费为引
领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重庆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红火年货经济彰显重庆消费潜力

□刘志杰

过年不返乡，用快递向亲人表达祝福；年前买年货，特意囤一些口罩；
没事少串门，聚会在网上；公筷成习惯，回家也要用……在疫情常态化防控
这个大背景下，多地倡导就地过年，2021年的春节，也因此而诞生了不少像

“无接触式拜年”这样的新年俗，带动了防护用品等新年货市场。在这个无
比特殊的春节，不妨多接纳这些健康新年俗，用好习惯守护平安年。

有人觉得，这些新年俗，少了点年味。的确，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年味必然是阖家团圆的味道。无论是一起置办年货，吃团圆饭，还是走街
串巷给七大姑八大姨拜年；无论是参加同学聚会还是去庙会祈福，提到
年，永远是热闹的、团圆的。但特殊年份的新年俗，团圆中却带着距离，主
动采用新年俗的人们，的确有牺牲，有奉献。

但年味难道只有那些一成不变的仪式感吗？提到年，就不得不提这
个节日的由来——过年关过年关，“年”或“夕”在神话传说中是一种怪物，
过年其实就是在“过关”。过去，无论是放鞭炮还是贴对联，都是在祈求新
年平安健康。因此，平安健康才是中国人年味的真正内涵。如今，虽然春
意渐暖，但近几个月来，多地疫情呈现局部爆发和零星散发交织形势，风
险之下，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有绷紧防控的弦，才能过个平安年。
用健康好习惯，定义新年俗，用网络连接牵挂，感受新年味，新的仪式感，
其实也很暖。

平安健康才是年，保持距离是为了更好的团圆。如今，各地都拿出了实
打实的政策，保障就地过年人群的“年味”，很多企业也主动提出过年不打
烊。送年夜饭的外卖骑手、送年货祝福的快递小哥，都是你我新年俗的摆渡
人，守护着一份味蕾和心意，守护难得的年味。你我他，每个普通人，都是疫
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少串门、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餐，保持社交距离，用健
康新年俗养成防护好习惯、引领文明新风尚，才能真正守护全家平安，一起走
过阴霾，在来年更好地团圆。

以健康新年俗
守护平安年

新语新愿

□薛平

英国哲学家休谟这样说：“一切人类努力的
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春节，就是中国人集
中展示幸福生活的时光。

因为要完成“回家过年”和“就地过年”的切
换，今年春节注定会让故乡和异乡成为无数人
思念的两头。

这一次，乡愁成了一张薄薄的核酸检测报
告，我们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头是奋斗者的
小家，那头是有娘在的故乡。

这一次，乡
愁成了一场异乡
与故乡之间的快
递，我们是拼多
多等新电商平台
的网购者，故乡
的年轻人是这些
平台的新农人。

好不容易又一年，等待的人却没能出现，要
想不让明天辜负今天的想念，就只有通过文化
和市场两个渠道，为人们心灵输入温润之水。

毕竟，春节，也是儿童节，也是父亲节，也是
母亲节，也是重阳节。春节，才是中国最大的团
圆节。

要熨帖亲人们之间的相思失落，文化当然
就是打开心灵的重要密码。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很多人都会念及苏轼
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还有白居易说的“大抵
心安即是家”。懂得安放内心，消解乡愁苦闷，
需要诗的牵引，也需要有对远方的理解。

正如张文宏所说，就地过年不是理所当
然。那些留在异乡的人，也是值得致敬的贡献
者。因为疫情防控的时代责任，需要把故乡和
异乡连接起来，建成一张全民防护网。

当然，要让人们理解这样的时代责任，也离
不开最接地气最有力量的文化表达。最近热播
剧《山海情》中，马得福在做整村移民搬迁时，就
这样劝慰：“人不是树，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
人手中，一头在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在哪里，根

就在哪里。”
那么，就地过年，其实也就是在展示，乡愁

就在这样的两头根上，都已经扎得很深，都已经
枝繁叶茂，都在开出各自美丽的风景。

真正的诗与远方，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支
撑。因为有了现代商业技术和平台的加持，他
乡作故乡，才能让幸福的味道隔着千山万水，也
传递得到。

疫情为中国数字经济摁下快进键，也在不
断弥合城乡数字生活鸿沟。为保障大家把年过
好，在这个年关，拼多多“百亿补贴”推出新一轮
加码狂补清单，年货节上线带动购物狂欢。平
台经济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持续推进城乡消
费平权，现在的农村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三通一达，邮政、顺丰、韵达、极兔等也共同
上线“春节不打烊”活动，为消费者提供24小时
不间断的物流服务。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人心不远，山海
有情。这个春节，不论是在异乡过年，还是在
故乡守望，我们都是在一起演绎这个时代的

“山海情”。

乡愁是故乡与异乡美好的“山海情”

漫画/王铎

西南大学辅导员蒋朴

2020是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青年人所展现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令人倍感温暖。在西南大学，
今年寒假有很多选择不回家过年的学生。而我需
要做的，就是为留校学生生活、学习、科研、文化体

育活动等提供有温度的服务，让学生在校如“在家”。
点评：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

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2020年，我们见证了无数青年挺身而出，一线抗疫，给人们带去温暖
和希望。他们用热血和忠诚、使命和担当诠释了青春力量。

组工干部吴晓晓

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疫情、复工、脱贫、洪水
的大战大考，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奋战在第一线，交
出了满意答卷。新的一年来临，作为一名组工干
部，我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让基层党员干部腾出更

多精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点评：新年是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都想以此为契机，寻找一个崭

新的开始，汲取前行的力量。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
的干部，更要在新的一年主动提升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担当起自己
的使命。

外卖骑手李智韬

外卖配送是一个很平凡的岗位，但在疫情特殊
时期，我们又显得那么地重要。通过我们的工作，
尽可能减少市民出行，为每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带去
便利，就像我们的站点文化“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一

起做着一件有情有义的事”。希望疫情早点结束，生活回到正常轨
道。“只要我们还在跑，这个城市就不会停”，2021一起加油！

点评：正是有了这些城市“摆渡人”的奔忙，让年味和情谊得以
及时传递，万家灯火显得更加温暖。牛年春节，将因这些“摆渡人”
的坚守而更暖心。

90后新农人何春梅

我的老家江津区石蟆镇享有“橄榄之乡”的美
誉，大学毕业我从“龙门”跳回“农门”，主要带领乡
亲通过“互联网+”销售橄榄等农副产品。2020
年，我们拿起手机，通过网络，销售红糖、花椒、橄
榄、柑橘等扶贫农产品500多吨。新的一年，我的

愿望是能够解决仓储的问题，帮助更多的农户销售农产品，创造更
多的财富。

点评：一大批像何春梅这样善经营、懂技术的新农人，为农村地
区带来了超乎想象的改变，也生动说明乡村振兴大有可为。期待更
多有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到广袤乡村施展拳脚，让我们的家乡望
得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