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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春节，人们往往会放下工作回家陪
伴家人，然而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许
多年轻人响应号召选择留在工作地过
年。在他们的家乡，时刻牵挂儿女的妈
妈们却没有因此停下忙碌的脚步。2月
2日，记者在怀宁县采访了几位“留守妈
妈”，她们为孩子收拾房屋、制作腊味
……暖心的一幕幕，表达着深切的母
爱。异地过年，也有家的温暖。

当日一大早，平山镇高泽村58岁的
妈妈王银桃来到女儿们的房间，用扫帚
将本就很干净的地面又清扫了一遍，之
后又从衣柜中拿出女儿留在家中的衣
服，按照季节款式重新归类叠好，“不知
道这件衣服大女儿穿可合身了”“这件
羽绒服小女儿很久没穿过了，恐怕都忘
了吧”“等天气好了，我再拿出去晒
晒”……王银桃一边整理一边嘟囔着。

王银桃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深圳
工作，小女儿在厦门，今年因为疫情都
回不了家乡怀宁。“往年这个时候女儿
都会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今年两个小棉
袄都不在身边，家里没了人气，感觉心

里空落落的。”王银桃望着空荡荡的房
间，眼圈有些微微泛红。

2020 年，王银桃家盖了一栋 2 层
楼的新房，虽然女儿一年才回一次家，
但她还是特意为她们准备了一人一间
新卧室。“你看，空调、床、衣柜赶在去
年年底就配好了，可惜，只能等到明年
再用了。”

说话间，王银桃来到阳台，将晒好
的鸭、鱼等腊味收好，准备打包寄给两
个女儿。只见她拿出一个笔记本，本子
的每页都用笔密密麻麻写着各种菜的
做法，如主料、配料怎么放，制作流程是
什么，每一项都面面俱到。“写的都是我
平时烧的孩子爱吃的菜。”王银桃打趣
地说，她要把这本“妈妈菜谱”寄个两个
女儿，好让“祖传厨艺”传承下去。

尽管相隔千里，但挡不住家人之间
的思念。“您平时别太劳累了，叮嘱爸爸
少喝点酒，多锻炼。”视频通话中，大女
儿不厌其烦地说着。“爸爸妈妈，今年过
年和这边几个同样不回家的朋友一起
过，大家一起买菜、做饭、看春晚……”

电话中，小女儿则开心地向父母诉说着
她的过年计划。“希望女儿不要担心家
里。只要她们在外面平安、快乐，我在
家就会很安心。”王银桃说。

不久前，江镇镇联山村59岁的妈妈
刘杰兰将灌好的香肠、熏好的腊肉打包
得严严实实，准备通过快递寄给远在河
北石家庄的儿子。可当得知这份“爱心
快递”暂时无法送达那里时，刘杰兰显
得有些失落。

刘杰兰的儿子今年30岁，在石家庄
经营面点生意，由于疫情原因今年选择
留在当地过年。在一次通话中，儿子无
意中表达了“想吃妈妈灌的香肠。”细心
的刘杰兰留意后，今年特意比往年多灌
了几十斤，“孩子想吃什么，我都会尽力
去准备什么。”刘杰兰笑着说，这些腊味
不仅代表着家乡的味道，也代表着家的
味道，妈妈的味道。邮寄计划搁浅后，
刘杰兰准备等疫情缓解了再坐火车亲
自将这些“迟到”的腊味送到儿子手中。

当天，刘杰兰在家中炸起了肉圆
子，黄灿灿的圆子从油锅中捞起后香
飘满屋，令人垂涎欲滴。刘杰兰撅着
嘴说，“刚出锅的圆子最好吃，外酥里
嫩，如果等年后送到儿子手中，味道就
变差了。”

刘杰兰不熟悉使用智能手机，但微

信视频、查看相册这两个功能她却运用
得异常熟练。“通过视频，即使儿子远
在他乡，也感觉就在身边一样。”刘杰
兰说，她平时最爱在手机里翻看儿子
的照片，且怎么看都不会腻，“照片还
是太少了，等我下次去石家庄，再给他
多拍几张。”

“你们在那边怎么样？冷不冷？今
天吃的什么？”采访中，刘杰兰给儿子拨
通了视频电话，“您不用担心，我们在这
边很好，当地政府也很照顾我们外地
人，给了很多关怀。”刘杰兰的儿子占文
祥在视频中说，“奶奶年纪大了，她身体
还好吧？”“我们在这边包了饺子，也留
了一份给你们。”“对了，您的小孙子很
想您，他在幼儿园学了一首歌，准备过
年唱给您老人家听呢！”刘杰兰听到这，
笑得合不拢嘴。

虽然时刻希望孩子能陪伴在身边，
但刘杰兰对儿子外出务工还是持支持
态度的。“他在大城市做生意尽管辛苦，
但能挣到一些钱，为以后的日子打下基
础。近年来，村里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
富，我们这些‘留守妈妈’也不觉得孤
单。平时我会散散步、跳跳广场舞，尽
量把身体锻炼好，不为孩子增加负担。”
刘杰兰说。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张付明

异地过年 也有“家味道”
收拾房屋、制作腊味……“留守妈妈”做了这些暖心事

腊月二十四，也是我们南方人的
小年，早上8时，天空飘着细雨。在
G347望江至宿松段一级公路项目杨湾
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来自江苏、河
南和贵州等省的四十多名工人刚刚结
束了连续 24 小时的 15 号主墩承台混
凝土浇筑任务。老家在河南的中年汉
子范吉涛，他是负责电气安装的，细
雨已经打湿了他的衣衫，他说：“这
也不是我第一次不回家过年，提前和
父母说了，他们都表示理解支持。我
们项目人，工地在哪，家就在哪。”
贵州的建筑工人伍启奎已经 50 多岁
了，在老家也是儿孙满堂，刚回到工

棚，就和家人在通视频电话，和在家
过年的儿子说：“今年过年就留在安
徽，不走了。现在正是最紧张的建设
时期，政府也号召防疫期间要以大局
为 重 ， 等 项 目 完 工 了 再 回 家 也 一
样！”“00”后苏单是今年刚刚毕业的
大学生，杨湾河特大桥是他参与建设
的第一个项目。今年他也和许多建设
者一样坚守在建设一线，虽然生活
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可他觉得很
值得。“大桥给青年建设者提供了无
限广阔的平台。今年春节，我虽然
不能回家过年,少了阖家团聚的那份
温馨，父母都能够理解的，他们也为

我感到骄傲。
G347安九二期望江至宿松段一级

公路工程项目为国道G347途经安庆市
望江县的最后一段。项目自2019年开
工建设以来备受关注，截至目前，全
线路基、路面工程基本完工，项目的
控制性节点工程华阳河大桥和杨湾河
特大桥正在紧张施工。政府提出“就
地过年”的号召，100余名大桥建设者
积极响应，留守望江就地过年，全速
推进两座大桥的建设进度，早日实现
G347全线通车。

为了保障既要高效施工，也要安
全幸福过年，安徽路桥集团提前一个

多月开始谋划，向全体职工发出了
“原地过年”的倡议，制定加班计划，
物资提前进场。项目公司总经理李健
说，为了让大家在工地上过好年，项
目部储备了充足的米面粮油、鱼蛋肉
禽以及防疫物资。为了让大家过个

“安心年”，我们鼓励职工家属到工地
过年，公司将报销来回差旅费用。同
时“年夜饭”、“看春晚”，家里有的，
我们也样样安排。过年的时候送“红
包”、送春联、送“团年饭”等活动让
在望过年、坚守岗位的职工感受到不
一样的节日精彩。
通讯员 吴根琴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百余名杨湾河特大桥建设者望江过年

春节还未到来，坐落在宿松县破凉
镇先觉村的安徽圣果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职工宿舍，就已挂上了一对大红灯
笼，旁边墙壁上还张贴着一幅写有“祝
就地过年的各界朋友新年快乐”的横
幅，让这里散发出浓浓的年味。

年过五旬的黄小伟，是安徽圣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老职工，
老家在江苏无锡市。因为疫情缘故，
他和4个老乡都放弃回无锡老家过春
节，留在宿松就地过年。

黄小伟说，他父母、老婆和女儿
都在无锡居住，父母已八十了，一家
人都很想他回去过年，但响应政府倡

议“就地过年”，既是为国家疫情防控
大局作贡献，也是为了自身和家乡亲
人身体健康的考虑，所以他决定留在
破凉“就地过年”。在破凉镇“就地过
年”也像家里一样，公司提前为他们
准备了“年货”，当地镇党委政府还派
人送来了对联、大红灯笼，并帮他们
将灯笼挂起来了，看着红红的灯笼，
就有一种在家里过年的感觉。

据了解，破凉镇是宿松县经济发
展重镇，境内共有企事业单位24家、
规上企业11家，有60余名外地工作人
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为响应政府倡议而
选择“就地过年”。为了让留在破凉镇

“就地过年”的外地人员感受到暖心的
年味，破凉镇邀请当地书法家为企业
和“就地过年”人员书写春联，后安
排人员将书写的春联和订购的灯笼送
到每个企业，并帮企业将灯笼挂起
来。同时，安排文化站工作人员组织
当地文艺人士成立了文艺小分队，精
心创作了多个文艺节目，准备在春节
期间深入到当地各个企业，为“就地
过年”人员开展“送文艺大餐”活动。

“真没想到，破凉镇干部会为我们站
里每个职工送来一副对联……”为了做好
疫情防控形势下的铁道运输管理工作，宿
松县破凉火车站有18名外地职工放弃回

老家与家人团聚，都坚守在岗位上。破凉
镇党委政府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工
作人员登门看望慰问坚守在一线的职工，
并为每个职工送来了一副春联。

破凉镇党委书记王硕华表示，异地
人员在破凉镇的辛勤付出，是确保破凉
镇正常运转和经济快速发展不可或缺
的动力，让他们在“就地过年”时尽量感
受到如在家般的温暖，是破凉镇党委政
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将通过开展

“送对联、送灯笼、送红礼包、送文艺大
餐”等活动，让每一个“就地过年”人员
在这里感受到家的年味。

通讯员 孙春旺 齐长康

宿松：“就地过年”处处都是满满的爱
本报讯 迎江区周密制定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筹资工
作实施方案，加强工作调度，细
化工作措施，截至目前，迎江区
城 乡 居 民 医 保 参 保 人 数 为
105815人，参保率达到100%，参
保率位居全市首位。

迎江区高度重视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多次组
织乡街、村（社区）医保业务经办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明确工作职
责和任务，有效指导各征缴单位
有序推进参保缴费工作。强化
一线调度，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
的态度，该区医保局通过开展医
保“三走进、三服务”活动，结合

第七次人口普查、医保电子凭证
推广激活应用等项工作，走村入
户做好政策宣传，深入了解并调
度各征缴单位参保缴费工作落
实情况，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工作
推进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力求
做到应保尽保。强化政策宣传，
通过设立宣传站点、印发并张贴
宣传材料、单元长（联防长）微信
群推送、制作H5宣传内容等方
式，大力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参保缴费政策，让辖区广大居民
群众充分认识到医保参保缴费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力促进医
保参保缴费工作落实落细。

（通讯员 杨磊 钱莉莉）

迎江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达到100%

本报讯 “我理解您的心情，
儿子结婚办喜宴，亲戚朋友聚一
聚，沾沾喜气，这不仅是我们这里
的习俗，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
年留传下来的传统。但您要知
道，当前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所有事件必须要特殊对待才行，
为了大家的平安，我们只能请您
老人家谅解，取消或缓办令郎的
新婚喜宴。我代表居委会感谢您
和全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深
深祝贺令郎、儿媳新婚快乐、白头
偕老。”近日，怀宁县雷埠乡李店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刘会高对大塘
组即将为儿子、儿媳办新婚喜宴
的村民陈五宁说。

“刘书记，你们都来我们家这

样说了，我若再坚持要为儿媳办酒
宴就是不自觉了，我相信党和政
府、服从大局，听书记的，特殊时期
婚宴就不办了。”听了刘会高书记
的一番话，陈五宁当即表态说。

近期以来，雷埠乡通过党员
干部、村民组长、志愿者进村入
户发放宣传资料，利用宣传车、
电子屏、微信平台等方式开展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把疫情防控的
声音传遍全乡的每一个角落。
截至目前，共劝导近百户群众
红、白喜事喜宴缓办或不办，暂
停棋牌室、麻将馆等娱乐场所，
切实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
人，确保疫情防控无死角。
（通讯员 檀志扬 陈凤宽）

怀宁雷埠乡
“听书记的，特殊时期婚宴就不办了”

本报讯 新修的柏油马路、
明亮的路灯、半人高的护栏……
在宿松县孚玉镇，治理后的向阳
河风景如画，夜晚降临，周围的
居民都来到河边散步休闲。生
活环境大幅提升，让向阳河周围
的居民赞不绝口。孚玉镇高效
推动向阳河治理工程、振兴大道
南延伸工程、松兹排涝站工程等
重点工程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以前的时候，城区所有的
生活污水都汇集在这条河里。
水体发臭，夏天蚊虫特别多，周
围也漆黑一片，我们住在这条河
边的人也十分苦恼。”孚玉镇联
盟社区柳湾组居民柳忠华说，相
比较从前，治理后的向阳河“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水体不
臭了，两边路也修好了，绿化、路
灯、垃圾桶都配齐了，这条河周
围干干净净的，以前大家都不愿
意住这儿，现在因环境变好，连
房子都升值了。”联盟社区党总
支书记吴毓说。

向阳河综合治理工程是宿
松县打赢蓝天碧水保卫战，提升
城市品位，增强市民幸福感和获
得感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工程全长约 2.9 千米，治理
范围涉及孚玉镇大河、工农、联

盟等3个社区。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河道治理、控源截污、生态修
复、绿化亮化等。

周国平是孚玉镇大河社区
居民，由于大河社区地处宿松县
城郊，这里的居民还有一些菜
地。周国平家曾是社区的贫困
户，以卖菜为生。“虽然我们社区
距离老城区只有十几分钟的车
程，但是在振兴大道南延伸工程
没建设好之前，像我们这样去城
里卖菜的都要绕远路半个多小
时才能到城里。”周国平说，振兴
大道南延伸工程建设好之后，仅
需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老城区，时
间缩短了一半，大大地便利了周
围居民的出行。“现在家里生活
好了，靠我卖菜一年有七八万元
的收入，还有在镇上的公益性岗
位工作，一年也有四五万元的收
入。像振兴大道南延伸工程这
样的民心工程我们老百姓打心
眼里高兴和支持。”

振兴大道南延伸工程是宿松
县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4.74亿
元，全长4.835公里，该路正式通车
以后，过境车辆可直接出城，有效
地缓解了宿松县城区交通压力。

（通讯员 孙春旺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宿松县孚玉镇

高效推动重点工程建设

2月6日，怀宁县平山镇平山社区
村民刘同兴在编制花篮送给左邻右
舍。为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怀宁县各地举办编花
篮、玩游戏、送春联等系列迎新活
动，城乡洋溢着浓浓的新年氛围。

通讯员 檀志扬 杨兰兰 摄

编花篮，迎新年

本报讯 为进一步筑牢疫情
防控“安全墙”，确保全镇人民度
过幸福团圆的新春佳节，大观
区海口镇妇联广泛动员10个村
居巾帼志愿者，深入细致地开
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针对流动人口多、流出地域
广、返回时间不间断、回家人员流
动性大的特点，各个村居按照网格
化管理的模式，组织巾帼志愿者走
村入户，拉网式的摸底登记、发放

《明白纸》、通知核酸检测、告知居
家隔离防范措施等，自2021年元月
份以来，巾帼志愿者们“红马甲”忙
碌的身影，经常穿梭在村头巷尾，她
们或与村民面对面进行疫情防控常
识讲解、或核实流出地回家前测检
报告、或送达检测通知……点点滴
滴的志愿服务温暖了“游子”的心，
筑牢了疫情防控的“安全墙”。

（通讯员 汪小凤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大观区海口镇

巾帼齐助力 筑牢“防控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