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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市民过上欢乐祥和的春节，邮城
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放弃休息，为市民提供
出行、食宿、娱乐等各种服务。日前，记者走进
奋战在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当中，倾听他们的
故事。

物业人舍小家为大家

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平平安安回家团聚
才是最幸福的。节日期间，全市3000余名物
业从业人员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守护并
扮靓市民的家园。

凌金元是御景园小区的保安队长，年初
一上白班的他，本该 6点半到岗，可头天晚
上老凌就开始担心了，夜里家家户户燃放烟
花爆竹，小区的地上肯定满是鞭炮屑。为了让
业主拜年的时候能走上干净的道路，大年初
一，老凌 5点半不到就来到小区，并喊来其
他的保安和保洁人员一起打扫卫生。老凌和
同伴打扫的时候，就连飞进花坛中的炮仗也
不放过。一直到上午10点半，他们清理了满
满十桶燃放过的烟花爆竹，身上的衣服也都
湿透了。“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要负起
责任。”凌金元说，看到业主们满意的笑容以
及热情的招呼，他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党员周天宏是御景园小区的另一位保
安，除夕夜他在小区值班。大年初一，凌金元
来换班后，周天宏就赶回家休息了，中午吃了
个午饭，他又匆匆赶到小区，帮忙巡逻。“大年
初一，人们都会烧斗香,我们要做的是来回查
看斗香焚烧的进度，绝不能发生火灾事故。”

业主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物业认真尽责，
自然会受到拥护。御景园项目经理李传明告
诉记者，小区里百分之四十的业主都是主动
来交物业费的。以往过年的时候，甚至还有业
主给物业人员包红包、送烟酒表示谢意。

公交人将幸福准时送达站点

春节期间，一辆辆公交车欢快地穿行在
马路上，接送着每一名回家探亲、访友、拜年
的市民和外地乘客。春节期间市区的 10条

城市公交线路、9条农公班车
依然开行，公交驾驶员们默默
奉献，车辆准时到达站台，让市
民的幸福不晚点。

杨兴华是1路公交车驾驶
员，大年初一这天，1路车早上
依旧6点半发车。家住车逻的
他每天早上四点二十就起床
了，他要先花 1个小时的时间
从家骑车赶到东墩的公交停车
场，再花40分钟将公交车开到位于车逻的 1
路车始发站。晚上下班，杨兴华回到家已经8
点多了。春节期间，乘公交车出行的市民也多
了起来。“过年期间，人们出行都要乘车，感觉
自己被需要，工作起来也有干劲。虽然没有陪
伴家里人，但是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让我
很感动。”

服务员饱满热情迎客来

小潘是世贸广场某中餐厅的服务员，今
年春节，她觉得整个人忙得都要飞起来了，中
午十点半就陆续有人前来叫餐，十一点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位置了。小潘说，餐厅中午
和晚上都要翻到 2到 3轮的台子，她和其他
服务员忙着给客人们端菜、收拾桌子，忙前忙
后，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吃完饭，市民通常会选择去电影院看场
电影。如今，人们看电影选座买票都是在手机
上搞定，到放映时间了再到电影院的取票机
上拿票。小徐是市某影城的检票员，她说，春
节期间下午场和夜晚场电影几乎场场满座，
有时候还没到电影放映时间，有的观众就等
不及上前咨询，她总是耐心地解答。

除了吃饭翻台子、电影一票难求外，住宿
也是一房难求。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无论
大小宾馆，入住率都很高。卢阿姨是文游路上
某假日酒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负责日常客房
的卫生清洁。她告诉记者，从大年初二开始，
酒店客房部的 105间房几乎每晚都客满，她
和其他 4位服务员都忙不过来，酒店经理也
加入一起打扫。 金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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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乐游，鸡年年味别样浓
春节，是全国人民一年当中最隆重、最热

闹的传统节日，似乎用任何词语都表达不了
人们过年的喜悦之情。回首鸡年春节七天长
假，记者发现，随着邮城市民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升，健康过年理念和消费方式也在不断升
级，2017年的春节不仅欢乐祥和，而且年味
别样浓。

担心吃饭排不上队，中饭、晚饭连着吃

春节期间，去饭店聚餐成了很多市民过
节的主题，亲朋好友去饭店敞开肚皮享受美
食，既告别了洗锅洗碗的烦恼，又不失过年的
喜庆氛围。虽然大多数小型餐饮店停业，但大
中型餐饮企业抓住节日消费旺季，纷纷推出
不同档次、不同品味的菜肴。

2月 1日中午 12时许，记者在世贸四楼
看到，不论是中餐厅、茶餐厅、火锅还是西餐，
不仅店内坐满了人，就连店外都挤满了排队
等候的人。“大过年的出来吃顿饭真是不容
易，还好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就过来排队了，
不然再等一个小时也不一定能吃上饭呢。”市
民方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排队等候时跟餐厅
的工作人员闲聊，工作人员告诉她，前一天有
一些市民在该餐厅吃完中饭后，因为担心晚
饭还要排队，干脆坐在店里不走了，继续点
菜，一直吃到了晚上。

为了减少麻烦，很多中餐厅开启了套餐模

式，按照菜品质量分为600元、700元、800元
每桌等不同价格。记者在盐河路一家餐厅看
到，一楼及二楼的包厢已爆满，大厅里也坐满
了人。“我们的包厢年前都已经预订完了，剩下
的大厅里的位置也都是提前一两天预订的。”
该餐厅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期间该餐厅平均
每天的接客量在3000人左右，比去年增长了
40%。

除了正餐，小吃同样受追捧。2日下午，记
者在商品街上看到，烤羊肉串、烤面筋、臭干子
等摊位旁边围满了人，有的人在等候，有的人
早已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吃了起来。在一家卖
鸡排的小吃店门前，更是排起了长队。记者在
该店铺门前看到，前来购买鸡排的客人，最少
都是买两份，最多的甚至买了十几份。“今天街
上热闹，我们一大家子都出来逛了，加上小孩
子有六个人，因为担心不够吃，我给每人都买
了一份。”市民王阿姨笑着说。

“过年就图这个热闹劲”

在世贸一楼，最拥挤的地方莫过于小火
车始发点、旋转木马、天线宝宝等儿童娱乐
点。“前两天孩子就嚷嚷着要坐小火车，可是
人太多了，挤都挤不上去，这不今天好不容易
坐上了，可把孩子乐坏了。”市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往年过年，他们都是去乡下过的，一是
为了多陪陪父母，二是方便去乡下的亲戚家

拜年。可是今年过年，他转变了观念，把父母
都接到了高邮。“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就想
趁放假带着父母和孩子在高邮城里好好吃吃
玩玩。别看去哪都要排队，但父母却丝毫没有
怨言，用他们的话说，‘过年图的就是这样的
热闹劲’。”

在世贸四楼的电影院门口，齐先生和女儿
将刚买好的电影票递到了一位老人手上。“我父
亲以前在村里给人家放过电影，但是他这一辈
子却从没进过电影院，今年过年女儿提出想看
电影《熊出没之奇幻空间》，这不我把父亲也带
来了，想让他感受一下现在科技的发达，看看
21世纪的电影院是什么样子的。”说着，齐先生
搀扶着老人走进了电影院。

春节出游，景点就在家门口

春节期间，邮城的许多市民除了想和家
人聚聚外，还想出去旅游。可是七天假期虽然
时间上比较宽裕，但除去挨家挨户拜年的时
间，真正能出去游玩的时间并不多。针对这一
情况，很多市民选择邮城本地的景区，在家门
口过一把旅游的瘾，体验别样的年味。2月 2
日，记者在盂城驿、文游台、镇国寺、清水潭旅
游度假区等景点看到，往来游客络绎不绝，一
派热闹景象。

2月 2日上午，记者在清水潭旅游度假
区看到，景区门口的停车位上停满了车辆，景

区内人流涌动，为原本静谧的风景增添了活
力。“今年春节，我们准备带孩子去上海迪士
尼玩的，可是一想到可能会堵在高速上，我们
就果断放弃了。再说了，这两年咱们高邮的旅
游业发展得特别好，家门口就有很多好玩的
景点，今年就不到外面去受罪了。”市民谭先
生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听说他要到清水潭
玩，也都跟着来了。男士们围在湖边垂钓，女
士们带着孩子们在娱乐区域玩耍，各得其乐。

按照春节的传统习俗，正月初五是民间
破五求财日，主要是送穷，迎财神，开市贸
易。当天上午，记者在镇国寺看到，来这里烧
香的人很多，不仅有本市的居民、回乡过年
的打工人员，还有很多来自外地的信众。据
统计，初一、初五镇国寺每天进庙人数达两
万人左右。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春节旅游逐
渐成为一种时尚的过年方式。春节期间，邮城
的景点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地游客，也吸引
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据了解，春节期
间，盂城驿、文游台、镇国寺、抗战最后一役纪
念馆、清水潭旅游度假区、高邮湖芦苇荡等封
闭式景点累计接待游客8.6万人次，盂城驿景
区及文游台景区平均每天接待游客两千余人
次，其他景区接待游客也近千人次。仅初一、
初二两天，上海就有 30多辆旅游大巴载着游
客来高邮过节旅游，邮城旅游呈现一片繁荣
景象。 王小敏

重回空巢落差大 双亲难舍留守儿
春节假期临近结束，大多数回乡过节

的人不得不离开父母、孩子，开始新一年
的打拼，一时间热热闹闹的家里忽然又变
得冷冷清清，这种团圆过后的孤独,对于
品尝了欢聚的老人和子女们来说,更显苦
涩。

春节过后“空巢老人”落差大

家住琵琶社区的卞奶奶今年 67岁，
老伴五年前去世后，她就一个人住在高
邮。今年春节，在重庆工作的儿子儿媳回
来过年。为了这个年，卞奶奶整整忙了一
个月，又是打扫又是买年货，虽然累，但每
天都是笑呵呵的。不过，从大年初四开始，
卞奶奶的心情就开始低落，儿子去参加同
学聚会，她都要连着打好几个电话，催儿
子早点回家。初六，儿子一家回重庆去了，
家中又剩下卞奶奶一个人，突然的冷清让
卞奶奶感到相当不适。“感觉生活一下子
没了动力和盼头，一个人也不想做饭，只
好把电视机声音开到最大，让家里不那么
冷清。”

薛大妈和老伴住在武安社区，两个女儿
都在外地工作。薛大妈平时生活很规律，早
上锻炼锻炼身体，买菜做饭，闲暇时间与朋
友一起跳跳广场舞。过年期间，薛大妈的两
个女儿都回来了，加上外孙外孙女，吃年夜
饭时满满当当地坐了一大桌，边吃边闹，好
不热闹。可是，这样的热闹随着春节假期的
结束也临近尾声。“过年那两天,家里好多
人,还有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声音。可他们走
了以后,声音没有了,感觉房子都冷了。”薛
大妈说,“真是不适应啊。”

“其实，类似卞奶奶、薛大妈这样的心
情低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老人对子女的
依赖更多体现在心理上，过节期间举家团
圆，老人心情愉悦，而节后重回‘空巢期’，
前后的反差容易让老人在心理上产生落
差。”相关专家表示，子女离开之前，跟老人
多谈心，多交流，多沟通，有一个心理上的
铺垫和缓冲的阶段。子女离家后，要多和老
人进行语言沟通，打电话、视频等都是很好
的沟通方式。

采访中，不少市民都表示，遭遇这种
情况，自己会及时调整心情，转移注意
力，多出去走走。市民莫爷爷这两天正
在做旅游攻略，他说，正好趁着女儿女
婿回来过年商量一下，看看去哪玩比较
有意思。“过年期间主要以走亲访友为
主，过了初五就打算和老伴两个人出去

旅游，打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玩四五天
再回来。”

“返城大军”难舍“留守”稚儿

这几天对于小钟来说有些难挨，从年前
就迫不及待期盼回高邮过年，到返宁工作，
二周的假期，却犹如短短几个小时。

小钟是“90后”，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
和丈夫一起打拼。小两口由于工作性质，需
要经常加班，两个人动辄十天半个月见不着
面。小钟说，自从女儿出生后，她就没带在身
边，而是把孩子放在高邮的父母身边，让老
两口帮着带孩子。每年只有春节期间才能一
家团圆。

记者联系上小钟时，小钟和丈夫正陪
着四岁的女儿享受着难得的团聚时光。“去
年我老公春节期间在国外出差一直没回
来，女儿一直哭着闹着要爸爸陪她坐旋转
木马。今年我们俩都向公司请了两周年假，
打算回来好好陪陪女儿。”小钟说，有一回,
我妈抱着她来车站送我们走,小手一直拉
着我不肯放,哇哇大哭,我真的受不了了!就
像现在,看我老公已经在买回程的车票,我
就尽量不去看,不去想,能在家多待一会儿
也好。”小钟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打算趁
着年轻多赚点钱，让孩子有更好的物质生
活。自己和丈夫正在南京看房，打算买个位
置较好的学区房，等过几年孩子上小学了
再接到身边。

“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我很想念他
们！”家住开发区的 5岁留守儿童彤彤用充
满稚气的声音告诉记者。彤彤的爷爷说，儿
子儿媳一直在深圳打工，彤彤从一岁起便
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春节假期，彤彤父母
回乡过年，彤彤高兴极了。父母给彤彤买回
很多新衣服、新玩具。彤彤爷爷告诉记者，
彤彤父母工资都不高，工作也不稳定，若把
孩子接到深圳生活也不方便。过完年，彤彤
父母就返回深圳了。自从父母走后，孩子这
几天都不怎么说话，不愿意好好吃饭，还常
常无故发脾气，物质条件再好也比不上父
母的陪伴。

“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调整，首先要让
孩子了解父母外出工作的初衷和苦心，接受
与父母分离的现状，知道父母虽然不在身
边，但会一直关心、关注自己。”相关专家表
示，留守儿童要培养自己与人交流的能力，
多交好友，多通过电话、QQ等方式与父母
保持联系。

翟甜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