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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礼包、购物券……

外地员工在高唐温馨过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通讯员 赵永斌 杨立元

2月11日，大年三十中午，位
于高唐县的山东维克多利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内，一派其乐融融的
景象。1 0名外省留在高唐过年员
工围坐一团，羊肉涮起来，歌儿
唱 起 来 ， 笑 容 挂 在 每 个 人 的 脸
上。这个桌上，既有公司门卫、
工人、厨师，还有公司董事长。

“老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
大红包，1 0 0 0元呢！当地政府还
发了200元购物券，在高唐过年真
的是棒棒的。”公司行政员工黄
少琴激动地说。

大年三十下午，大家又一起
包 起 了 水 饺 ， 晚 上 则 一 起 看 春
晚，董事长刘绅礼还给就地过年
员工的父母视频拜年。

“山东是礼仪之邦，传统文
化氛围很浓厚，人也比较厚道，
营商环境也不错。我们山西人在
这 里 过 年 感 觉 很 幸 福 ， 很 踏

实。”这家企业的监事长李桂香
说。

“春节后，我们会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休，让员工回老家看
望家人。”该企业行政总监张秀
说。

谈话间，高唐县文联、高唐
县书法家协会的代表张保海、杜
涛给企业送来了刚刚写好的书法
作品，祝愿外省人员在高唐县欢
乐过大年。

今年春节前夕，高唐县疫情
处置指挥部通过公众号发布《致
高唐在外老乡的一封信》，建议
在外老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
量留在当地过年。同时，鼓励企
业为外地务工人员发放“过年红
包”，满足员工的吃住行需求，
通过合理安排生产、合理调休等
措施，切实保障好就地过年人员
的工资等权益，确保就地过年的

员工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2月9日，高唐县清平镇联丰

木业公司外来就地过年职工领到
了高唐县总工会发放的“关爱大
礼包”。

工人赫晓海高兴地说：“我
是黑龙江人，今年选择在高唐过
年。政府送来的留岗红包，让我
真切感受到了‘第二故乡’的温
暖。”

为确保外地职工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新春佳节，高唐县总工会
为全县200位就地过年的职工发放
了 价 值 6 万 余 元 的 “ 关 爱 大 礼
包”，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人
员留在本地安心过年。

固河镇澳健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也积极响应县里的号召，为4名
留下过年的烟台籍、潍坊籍职工
每 人 发 放 一 次 性 春 节 福 利 3 0 0 0

元。
大年三十下午，山东维克多利纸业公司的外省留高唐员工一起包水饺。

虽然想回家，但赵玉水还是决
定就地过年，这已是他连续第二年
在临清过年。

赵玉水是山东枣庄峄城人，在
临清市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多年，前两年他凭借优秀的工作能
力升任三和集团下属祥源热电公司
运行部部长。

临清市三和纺织集团是当地一
家以经营纺纱、织布、印染、供热
等为主的集团化民营企业，2 0 2 0

年6月，该企业入选2019年山东省
出口 1 0 0强企业。“全集团有一
万多名职工，其中非聊城户籍员
工就有1000多人，还有少部分省
外户籍员工。”三和纺织集团副
总经理李召峰说。今冬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国家发出了“就地过
年”倡议，三和纺织集团也很早就
倡导外地员工，特别是省外员工就
地过年，并要求党员要起到带头作
用。

“去年本来可以调休回家过
年，也是因为疫情原因没能回去，
索性就一直坚持在岗位上。”赵玉
水说，祥源热电公司负责临清城区
多个小区的供暖任务，春节期间公
司各部门工作量很大。

“说实话，今年春节本想调休
回家。但临近年关，疫情防控形势
比较复杂，集团又倡导就地过年，
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赵玉水
说，老婆和孩子都在老家，已经和
他们说好了不回家过年的事，“等

春节过后找个合适的时间，调休回
去看看。”对赵玉水不回家，家人
很理解，也很放心。

“我们对选择就地过年的员工
进行物质和荣誉双重奖励，发放一
些过年礼品和防疫物资，并进行相
关慰问活动。”李召峰说，集团为
就地过年的外地员工提供免费食
宿。

“春节假期值班的工作岗位往
往是固定的，为了提高外地员工就
地过年的积极性，我们增加了一些
岗位。凡是春节期间自愿在岗的外
地员工，除了正常工资报酬外，每
天还可额外获得 1 0 0元左右的补
贴，并率先评选集团‘先进劳模’
等荣誉称号。”李召峰说，他们鼓

励员工弹性休假，在春节探亲高峰
期过后，留企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
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合适时间回
家探亲。

“也许资金奖励并不算多，但
荣誉称号对集团员工来说却很重
要，这可是岗位和职务晋升的基
础硬件。”赵玉水说，除了看重
荣誉，作为部门领导的他，身上
的担子也很重，“一个运行部，
一个维修部，这是热力公司最重
要的两个部门，所以我也不能说
走就走，走了还真有点不放心，
冬季供热毕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民生大事。”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姚晓楠 曹 原

“师傅，麻烦来一些莱西特
产。哦，对了，上次我联系过的
‘莱西丝绸’到货了吗？”春节
前，李先生利用午休时间来到莱西
市名优特产展销中心选购年货，打
算寄回老家。

老家江苏的李先生已在莱西工
作多年，以往每年过春节他都会买
些当地特产带回老家跟父母一起过
年，但今年为了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和妻子
孩子留在莱西过年。“心里当然挂
念回老家了，一年没见父母了。但
是想到人员流动聚集可能带来的疫
情风险，在跟父母商议后，我决定
留下来过年，这点父母表示理解和
支持，毕竟亲人的健康平安更重
要。”李先生一边挑选莱西特产，
一边跟笔者聊起来。

“以往都是回老家跟亲朋好友
一起过年，今年我们几个老家在外
地的决定留在莱西，大家相约一起
包饺子过年！”小王在莱西的一家
网络传媒公司做新媒体运营，“这
个春节有很多人选择呆在家里不出
门，这正是我们直播带货的好机
会。”

除了选择在莱西当地过年的人
们，也有一部分在外工作的莱西人
响应号召在工作地过年。春节前，
在莱西市望城街道和河头店镇等
地，当地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们纷纷行
动起来，为子女在外地就地过年
的老人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和精心
准备的慰问品。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 们 与 老 人 们 围 坐 在 一 起 拉 家
常、贴窗花、帮忙卫生大扫除，
让在家过年的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
春意和温暖。

据悉，为了彻底解除群众就地
过年的后顾之忧，莱西市专门制定
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人民群众就
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切
实做好群众就地过年的各项服务保
障工作，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国
有企业人员带头就地过年，鼓励企
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或调
休，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出行，
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周钰翔

为让市民温暖过节，他连续两年“站岗”

离过年还有两个月，王坤就
开始关注机票信息，老家在黑龙
江省虎林市的他，两年前入职济
南一家医学检验公司，之后就作
为公司的驻点助理，被派到了沂
源县，协助县里的一家医院开展
医学检验工作。每年过年，回家
是王坤心里的头等大事。但今年
的疫情形势，让他打消了回老家
过年的念头。

“老家那边情况比较复杂，
我要是回去过年，不知道还能不
能按时赶回来上班。纠结了好
久，还是决定不回去过年了，这
是我26年来第一次不回家过年。
跟爸妈打了招呼，他们也都理
解。我提前给爸妈寄回去了沂源这
边的苹果、核桃、蜂蜜等特产，让
他们尝尝沂蒙山的风味。爸妈给我
寄来了我爱吃的冻梨、酸菜、粉
条，还有大米，过年我用酸菜粉条
炖排骨、炖五花肉，配上香喷喷的
焖米饭，也算是吃到了正宗老家的
味道。”王坤说。

毕业于济南一所医学院校检
验专业的王坤，选择了在熟悉的

济南找工作，让他没想到的是，
公司会再把他派到沂源工作。陌
生的环境，陌生的同事，一度让
他有了打道回府的想法。好在很
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天收发
各种检验用的试剂，忙碌且充

实，他喜欢上了这里。
去年8月，医院新建PCR(基

因扩增)实验室，这是王坤遇到的
新工作。因为要应对县域范围内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他所在的
医院迅速上马了这个检测项目。

从初期的场地规划、设备采购、
工作流程适配，到后来的正常开
展业务，王坤都参与其中：“那
时候真挺累的，经常连续加班加
点。工程建设、设备到位、人员
培训、工作开展，每一步都不能
出差错，每一步都要快速完成，
很考验人。”

春节前回济南公司开会，王
坤报名参加了公司成立的核酸检
测预备队。他说：“我们公司本
身就有PCR实验室和核酸检测能
力。成立这个预备队，是为了在
疫情紧张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我
们能快速地顶上去，不在检验检
测这个环节掉链子。”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是个风险
很高的工作，进入PCR实验室要
求全身穿戴防护服，操作规程也
有严格的要求，甚至每管样品的
开盖都有严格的操作要求。

“ 你 心 里 害 怕 吗 ? ” 记 者
问。“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这时
候就得冲上去。”王坤很平淡地
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峰

26岁小伙第一次没回家过年
响应公司号召，他还报名参加了核酸检测预备队

在医院PCR实验室里，王坤正在进行核酸检测。

留在莱西度新春

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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