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烙在心底的“安全年”

彻底告别困住几代人的“水窝子”，黄河滩区70岁的刘春明搬进村台新家

村台上第一个春节，甜香四溢

家乡的高质量发展

振奋人心

□ 本 报 记 者 陈晓婉
本报通讯员 崔鹏森 宋金秀

信使的日历里是没有“春节”的。
大年初二，微山县南阳古镇的邮递员

王少朋像往常一样背起邮包，踏上那条他
已经走了14年的“湖上邮路”。

今年因为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王少
朋的邮包沉了许多——— 不少外出务工的
南阳湖区儿女没有回乡过年，他们的心意
变成一个个包裹，回到渔村，回到湖畔人
家。“今年，我不只是信使，还是传递爱的
使者。”王少朋说。

早上不到8点，南阳邮政支局投递部，
王少朋已开始数报纸、分信件、装包裹，忙
而不乱。南阳古镇四面环水，因湖而兴，但
进出多靠船只，有诸多不便。南阳邮政支
局设立了3条邮路为偏远小岛居民提供邮
政服务，最远的距离南阳岛有15公里路
程。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王少朋都要

驾驶一艘小船为沿线7个村庄的村民送去
报刊、包裹。

“湖上邮路”最特殊的地方在于需要
频繁更换交通工具，王少朋需要“水陆两
栖”作业。每天一早，他首先要把当天投递
的包裹、报纸统一装进三轮车带到码头，
再将包裹、报纸倒换到船上。船靠岸后再
换上三轮车投递，等岸上的3个村庄投递
完之后，再换成船投递湖中心区域沿途的
其他4个村庄。

投递一班需要走60多公里，其中水路
45公里，光是在湖面上的时间就要五六个
小时。“最早是手动船，现在换成了带发动
机的船，已经快很多了。”王少朋笑着说，

“以前投完邮件就到下午三四点了，午饭
吃的都是自己带的干粮，现在下午两点就
能投递完，我也能回到支局吃口热乎饭。”

湖上的村民一看王少朋来了，老远便
打招呼：“少朋新年好啊，我寄点特产。”

“孩子这两天从网上买了点年货寄过来，

少朋你帮我留心着点。”
最远的村庄是王苏白村，需要行驶一

个多小时。“现在南阳古镇很多村民都在
城里买了房子，居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
了，但只要有一户人家在，我的服务就不
能少。”王少朋说，现在村里的老人孩子居
多，有的老人习惯看报纸，他得准点儿给
老人送过去。

最近气温回升，但乘船行驶在湖面
上，依旧感受到阵阵寒意，记者体验送件
几小时已经冻麻了腿脚。而王少朋说，这
已经算得上是舒服的天气了。冬天寒风刺
骨，夏天铁皮船热得像蒸笼。“最怕冬天，
湖面上结冰之后，不仅要忍受寒冷，还要
破冰。”王少朋说，不过，村民的一声问候、
一杯热水，就能让他感受到温暖。

“前段时间微山湖特大桥开通，老百
姓出行不用只依靠船了。交通更方便了，
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
好。”王少朋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信使的日历里没有“春节”，王少朋背起邮包，再次踏上那条走了14年的“湖上邮路”———

南阳湖畔，爱的包裹正在回家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2月12日大年初一，山东师范大学千
佛山校区的丁香园餐厅补办了一场特别
的“年夜饭”，主角是因为疫情没能回家过
年的学生们。本来计划安排在除夕晚上，
结果学生被辅导员接到家里过年了，所以
这一个年，学生们吃了两顿年夜饭。

丁香园教职工餐厅最大的包间被灯
笼、福字、对联布置得年味十足。满满一桌
子可口的饭菜，老师专门从家里赶过来，
陪学生们过大年。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年。”山东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琳璐说，她家在河
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是新冠肺炎疫情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她所在的村里有一例确
诊病例。“家里本来就不想让我回去。最开
始打算在校外租房子过寒假，房租差不多
一个月得1000块钱。没想到学校专门给安
排了一个房间，带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
水，还有空调暖气。爸妈可高兴了！”不光
有免费的公寓住，她还领到了800元补贴。

刚上大一的王小哲来自河北邢台的
南宫市，放寒假时当地还属于高风险地
区。1月24日放假离校当天，辅导员开车把
她从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接回市区

的千佛山校区，住进了条件更好的公寓。
在放假之前，学校全面摸排一遍，全

校3 . 6万多名学生来自中高风险地区需要
留校的4名。这4名留校学生的吃饭问题由
教职工餐厅解决。从除夕到正月初六，留
校学生的一日三餐免费供应。

学校原计划组织留校学生一块包饺
子过年，争取让大家感觉留校和在家一个
样。结果除夕当天，辅导员史飞征求学生
们意见后，开车去学校接她们到自己家过
年。这样一来，学校准备的那顿“年夜饭”
就推迟到了大年初一中午。张琳璐说，“真
是幸福，过了一个年，吃了两顿年夜饭。”

一个春节，两顿年夜饭

除夕当天，山东师范大学辅导员将
留校学生接到家过年。（□赵国陆 报道）

邮递员王少朋驾船为南阳湖区居
民投递邮包。（□陈晓婉 报道）

□ 本报记者 王健

2月13日，大年初二上午，记者拨通了山东菏泽老乡、中
国侨商联合会监事长、德迈国际产业集团董事长施乾平的电
话。忙碌了一年的他，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正在北京与亲
朋好友聚会。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大年初三，德迈集团便从北京、上
海紧急调派几十位高管和工程师来到济南，全力投入口罩和口
罩机的研发和生产。七天七夜的时间，这个团队顺利完成口罩机
的图纸设计，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现实。到了3月份，
德迈口罩机月产量达到500台，口罩日产量达到500万片。

“不管面对任何困难，也不会动摇我们侨商回馈家乡的
心。”施乾平说。

早在2015年，施乾平便怀着一腔热忱，回到老家投资。2017
年开工的德迈国际信息产业园是他在山东的首个大项目，致力
于打造中国首个“工业打印机小镇”。“产业园分三期建设，目前
一期已经投用，二期今年春节后投用。”施乾平介绍。作为我国
最早从事工业数码喷墨打印设备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专业性高
新技术企业，其旗下的金恒丰科技集团也于2020年9月搬迁至济
南市槐荫区，目前正计划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成立“工业打印研
究院”，开展工业打印机前沿技术开发研究。

“家乡的高质量发展振奋人心，投资家乡的这几年，我最
大的感受是山东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投资者的信心也越来
越足了。”施乾平说，通过刚刚闭幕的山东省两会，他看到了
山东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的坚定信心，看到
了山东敢于争先、勇于突破的崭新气象。

新的一年，新的作为。作为在山东扎根发展的侨商，施乾平
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踏踏
实实把企业办好，加大自主创
新力度，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
强大的创新主体，加大投资力
度，加快融入齐鲁大地。”

□ 本报记者 于新悦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思量再三，我还是选择回老家
过年。

今年的春节，亲人邻里之间拜年的情意更深厚，因为疫
情，庚子春节没能登门拜年、亲戚聚会，对许多一年才能见上
一面的人来说，此次与他们相见已时隔两年。

沉浸在与亲人朋友相逢重聚的喜悦之余，我发现，很多细
节都显现出公众的习惯和观念在变化——— “安全”和“健康”
更加深入人心。问候形式变了，登门拜年必戴口罩，握手寒暄
改作拱手作揖；消毒液成为家庭必备；老人们对身在外地过年
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理解，表示“疫情防控最要紧”。

舌尖上的安全更是如此。春节前几天的超市被网友称为
“最有年味的地方”，我家门口的超市也不例外，尤其是生鲜
蔬菜区，总是挤满了采购年货的乡里乡亲。大家对海鲜、冷冻
食品的选购慎之又慎，要看产地、看日期，如果是进口食品，
还要看核酸检测证书。年后与亲戚聚餐，公筷公勺也成了大部
分家庭餐桌上的“必备品”。

作为这场战“疫”的记录者，一年来，我见证了疫情防控
政策的不断细化调整、防疫措施的落地见效。从院感防控到基
层网格化管理，从高风险人群管控到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
从公勺公筷倡议到分餐制省级地方标准……过年的所见所闻，
与疫情防控报道的许多节点一一对应，深感新春“安全年”的
深入人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久久为功。

疫情之下，这个春节依旧年味十足。年夜饭饭桌上，家人
述说起一年来的个人收获，深感万家灯火、其乐融融的背后，
是无数坚守在岗位上的劳动者的“保驾护航”，也是每一个平
凡人一年来的辛勤付出。疫情防控与新春佳节交织在一起，
“安全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自觉当好“第一责任人”，确
保过好健康安全祥和的中国年，这也正契合了辛丑牛年。牛是
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今年这个
特殊的春节充分展现。

走过“极不平凡”，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新征程。“回
家过年”像一个加油站，
对于工作在外地的我来
说，接下来的奋斗将更有
力量。

守护万家灯火
牛年春节前夕，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员工在济南百花洲片

区，开展线路巡视检查。

□记者 陈巨慧 通讯员 张治林 报道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蒋鑫
本报通讯员 房 正

凉拌藕片、凉调银耳、炸春卷、炸
虾仁……餐桌上已经摆了15个菜。

宽敞整洁的餐厅里，摆着满满的一
箩筐高馍馍、菜馍馍，炸鸡、炸鱼在盆
子里堆得冒尖。

厨房里两口灶火势正旺，一口锅炖，
一口锅炒，香气扑鼻。孩子们高兴地在客
厅里跑来跑去，大人们嗑着瓜子聊天。

站在二楼阳台上望去，村台上家家
户户门口，红灯笼在风中摇曳生姿。

农历大年初二临近中午，鄄城县旧城
镇三合村村台，刘春明一家暖意融融。

“这是俺一家人在村台新家过的第一
个春节。大年初一不到五点就起来了，放
烟花、吃水饺、到乡亲们家里拜年，甭提有
多高兴了！”70岁的刘春明说，“这是我头
一次过上‘舒心年’。”

70年来头一次，来之不易。黄河在
北，大堤在南。刘春明的老家——— 旧城

镇王庄村，就在这“前后受阻”的黄河
滩上。数十年来，这里的村民和水患、
贫穷为伴。“1996年之前，五年里就有
三年闹洪灾。”刘春明说，用小推车拉
土，把地基垫高防洪，是每年冬天的
“必备项目”。

王庄村的老宅简陋、狭窄，不大的院
落里建有五间房屋。过年时全家11口人来
了，根本住不下。吃饭时就把桌子摆在院
子里。黄河滩风沙多，在院子里吃着饭，菜
上就蒙上一层土，吃着牙碜。

“幸亏两个儿子结婚后一直在外地
打工，否则根本住不下。一到过年，既
盼着一家团聚，又为一家人的住宿发
愁。”想起以往的种种难处，善谈的刘
春明一度哽咽。

2020年9月，经过三年规划建设的大邢
庄、七街、安庄、三合村四个村台正式达到
入住条件。至此，包括刘春明在内的17894
名群众，走出滩区进社区，彻底告别了困
住几代人的“水窝子”，安居梦圆。

新家有“三好”：一是村台高，不怕水

淹；二是房子宽敞暖和，住着舒心；三是孙
子孙女就近上学，不走远路。

“一家人高兴，年货备得就足！”
年前腊月二十七一大早，刘春明骑着电
动三轮车就出了门，到附近的葛庄大集
上购置年货。不到一个小时，现宰的
鸡、鱼，挂着水珠的青菜，五颜六色的
零食点心和各种调味料……大大小小的
袋子堆满了他的小车。

当天，他的二儿子从苏州回来，这
让他和老伴十分开心。“今年春节大儿
子工作需要留在单位值班，但二儿子回
来了，俺一样开心，现在终于不用愁住
的了。”刘春明边说边仰头打量自家这
栋144㎡的两层新楼，忍不住笑出了声。

刘春明分到了两套144㎡的新房和一
套72㎡的老年房。拿到新房钥匙的他，
第一个搬上了村台。“新房两个孩子一
人一套，宽敞得很。”

与刘春明家一路之隔的苏冬云家，飘
出了阵阵肉香。十几块巴掌大的肉块，焯
水后再挂满糖水，放进热油中炸。紧随着

一阵噼里啪啦声，香味四溢。
走进苏冬云家，客厅墙上一幅醒目的

牡丹花开，栩栩如生。“这个冬天不太冷。”
说起今年在新家的第一个春节，苏冬云的
女儿刘雪倩感触最深，“以前在老家，就算
屋里开着空调，身上也得裹着羽绒服。新
家外墙加装了厚厚的保温层，室内还给安
装了暖气片，再加上空调，最冷的那几天，
屋里也有十几度。”

同村台的苏丽英家，她和亲戚们正
唠嗑盘点着收入，笑语盈盈。

早先，苏丽英在南京一家安全气囊
工厂打工，每月收入3000多元，除去日
常花销，能攒下的钱不多。去年9月份，
她搬到三合村村台后，便在离家一路之
隔的扶贫车间里做起了编织地毯的工
作，一个月下来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

“现在不但住上了两层小楼，还能
在家门口就业。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够
陪孩子。”苏丽英说，孩子在村台上小
学，上学两人一起出门，放学一起回
家，“这样的日子，千金不换！”

□通讯员 吉喆 报道
2月13日，市民在枣庄市鲁南书城阅

读。春节期间，全省文化场所有序开
放，许多市民走进书店或图书馆阅读，
在书香中度过新春假期。

春日好时光

正是读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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