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4 日,重庆市北碚区书法家协会开展“新春
送祝福”活动，书法志愿者们义务为居民写春联，将祝
福送到居民身旁。 新华社发 秦廷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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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乡还是留城，依然是个问题———

往年忙着往家赶 此心安处是吾乡

编者按

回乡过年热闹，留城过年自在；回乡
过年破费，留城过年冷清；回乡过年传统
年味浓，留城过年也有新乐子；回乡过年
阖家团圆是老传统需要传承， 留城过年
不给春运添堵是新趋势得适应……每年
此时， 返乡过年还是留城过年都成为异
地务工者难以决断的问题。

本报记者在多个城市采访发现，大
城市“空城”现象已经在逐渐缓解，务工
者年龄越来越以 80 后、90 后为主，更适
应城市生活的他们，城市归属感萌芽，更
愿意避开春节人潮，选择拥抱新的生活，
留城过年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春节， 仍然是一个富含文化意义的
节日，人们对节日有着仪式的期待，培养
了留人过年土壤的城市， 也要为这土壤
增添生长力的元素。 如何给同为建设者
的外来工城市春节增添“烟火味”，考验
着城市的温情。

深 圳

本报通讯员 刘亚萍 本报记者 陈华

1 月 12 日，23 岁的吴剑早早地通过电话告知
家人，今年除夕，不能陪他们一起过年了。

“想回家是肯定的啊。 ”整理完刚刚卸下来的
快递物件，吴剑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憨厚的笑容
写满脸庞。

吴剑是安徽顺丰速运合肥蜀山区金寨路营业
点的快递员工， 从事仓管员兼快递员工作已有 1
年半的时间，他的老家在安庆市怀宁县。

快递工作实行 365 天工作制， 今年他和同事
轮班，这是他第一次不能回家和亲人一起过除夕。
“父母和老婆都没说什么抱怨的话，但他们肯定希

望我回家。 ”吴剑说。
作为一名快递员， 吴剑每天的工作是装卸快

递物件，核查分拣之后进行派送。 “要保证经我手
的快递不能出现一点失误。 ”

适逢年底，收发快递量大幅增加，高峰期达到
每天 5000 件，工作量也是平时的几倍。 这几天，吴
剑和他的同事都要加班加点干活。 早上还没到 8
点，吴剑就赶到营业点，将快递件从运输车上卸下
来，同时将需要寄送出去的快递装上车，一个个地
分拣核查， 最后将卸下来的快递装到电动车后面
的铁箱子里，挨个送出去，平均每天送到客户手里
有 100 余票。

“年底客户都很着急，总是收到催促电话，我
要第一时间赶过去。 ”跨上电瓶车，一路开过去，车

子前面虽有挡风玻璃，但是风从两边吹到腿肚上，
吴剑穿着厚厚的外套依然觉得冷。 中午回来扒上
几口饭，又匆忙开始工作。 “有时候和同事轮班，上
晚班要到晚上 9 点多才结束。 ”

“大多数客户对我们的工作很理解，偶尔也会
遇到少数脾气不太好的，这个时候，就要保持冷静
和耐心，好好讲话。 ”从事快递工作以来，吴剑也有
觉得累的时候。

老家有父母妻子，60 多岁的奶奶，宝宝才 7 个
月大。 “前几天给孩子买了玩具和奶粉、还有年货
寄回老家了，还给妻子寄了点钱，叮嘱妻子过年给
爸妈买身衣服。 ”虽然不能回家，吴剑却早早给家
里寄回了过年礼物。

“年前三四天，快递会积压很多，但很多客户

不一定在合肥，所以我要一个个提前打电话联系，
看看是否需要送过去。 ”而对于客户不在合肥的，
吴剑就要妥善保管好快件。

“客户有需要的，除夕夜都要赶过去。 ”吴剑说。
从事快递员工作以来， 吴剑从未发生过一次失

误，而他也有自己的工作标准。 “要提供最快最好的
服务。 ”

每个月 3000 多元的工资， 加上计件提成，过
年还有补助，吴剑觉得自己的收入还行。 今年，他
还攒钱买了一辆车。

就快过春节了， 吴剑和他的同事都要在营业
点值班，他已想好了，打算和同事们一起吃个年夜
饭。 “想攒钱在合肥买套房子，把爸妈妻子接过来
一起住，过年就能团聚了。 ”吴剑笑着说。

留城快递员：“客户需要，除夕夜也得赶过去”合 肥

本报记者 刘旭

“今年春节我们不回老家了，把女儿接到沈阳
一起过年。 ”来沈阳打工 8 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董春梅说。春节将至，年味儿越来越浓了。据《工人
日报》记者在外来务工人员中采访发现，留在沈阳
过年成了一种新趋势。

据了解，沈阳共有外来务工人员 67 万人。 以
往大部分的打工者选择返回家乡过年，春节期间，
在沈阳的人数骤减。 然而，近几年，由于体验异乡
新年、迫于工作压力、适应了城市生活等原因，越

来越多的打工者选择留城过年。
“8 年了还没瞧瞧故宫和大帅府长啥样，上小

学的女儿也想看看。 今年先给孩子买身新衣服，再
带孩子在沈阳城里逛个遍！ ”董春梅兴奋地说。 她
觉得，在沈阳生活多年，还没怎么体验过“沈阳人”
的生活。 春节，她想留在沈阳，好好体验一把，带孩
子出来也长长见识。 听说每年沈阳北市场都有大
规模庙会，剪纸、微雕、皮影，还有各色小吃；在棋
盘山还有冰雕展。 她特别期待，恨不得现在就把女
儿接过来。

怕来年工作不好找， 孙安德今年选择一个人
在沈阳过年。 这几天，看着商场上挂起红灯笼，来

来往往的人们开始置办年货， 孙安德内心有些挣
扎。 两年前，他经人介绍在沈阳市皇姑区一个小区
当保安。 由于单位人手不够，过年要有人值班，孙
安德回家过年，物业公司就会找人替他，年后回来
可能就没有岗位了。 再加上过年有加班工资和红
包，他就选择了留下来。

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 一些打工者回乡过年
的热情并不高。 李伟豪在一家理发店当理发师，这
两年他都没回乡过年。 和他一样，店里不回乡过年
的还有 3 个小伙子。 “出来打工 6 年，在沈阳形成
了自己的一个亲密圈子，回家反倒没有这些情谊，
和大部分亲戚没有太多感情，同学、好友也分散在

各地。 ”李伟豪说。
今年，他和几个朋友准备去浑河边上放烟花，

看场电影、去 KTV 唱歌、再去饭店吃顿火锅。 他
说，在沈阳过年有通宵的霓虹灯、冲天的烟花，热
闹多了。

42 岁的育儿嫂杨姝一周后去接婆婆，33 岁的
电工孙俊辉接来了放寒假的儿子，28 岁的销售经
理刘洋接来了父母……这些外来务工者都选择将
家人接到沈阳过年。 记者采访发现，常年在沈阳打
工者的配偶、子女都在身边，对工作的城市有了感
情，生活基础设施也比家乡好，他们希望在城市扎
根，适应在城市里过年。

打工 8年没看过故宫，今年体会“城里人的年”沈 阳

本报记者 李丰 本报通讯员 李安心

1 月 15 日 23 时，中建四局三公司遵义奥体中
心项目部的农民工宿舍内还亮着灯。 临近新年，项
目部的大部分农民工都陆续返乡了， 而项目部的
管理层每个人都还在留守工地。

“老张，你仔细看看，我觉得这个螺丝的数目
对不上，我们再仔细核实一下。 要保证还没走的农
民工们不能少拿一分工钱。 ”在安装部办公室，项
目经理付晋刚正在和劳务公司经理张勇进行项目
核算，核算的结果就是老张手下 80 多名农民工一
年工钱的依据。 两个人在数目上产生了分歧，一致

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库房清点数目。
24 时， 付晋刚把老张送走， 疲惫地打了个哈

欠，“还不能睡，还要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好，农民工
走了，管理的工作压力更大了。 ”说完，他从抽屉里
掏出一袋咖啡，熟练地撕开， 泡上，双眼继续紧盯
着一张张数据表。 房间里的同事们也在电脑前各
忙各的，贵州冬天的寒夜难熬，几个人在屋里开着
暖炉，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敲击键盘声。

今年 31 岁的付晋刚参加工作 8 年，他跟着项
目部走过大江南北， 这几年来他有一个直观的感
受，农民工回家越来越方便，而项目部的管理人员
回家的反而越来越少了。 “跟着我们一起施工的农
民工几乎每年都能按时回家，买不到车票，公司还

会协调政府和工会帮助他们买票。 ”他说。
次日凌晨 1 时，付晋刚的手机响起，一家劳务

公司的经理告诉他， 明天又预计有 200名搞安装的
农民工要离开工地返回湖北老家。“看样子原定在下
个月 15日开工的计划要变了。 ”付晋刚拿起工作计
划，重重地用红色圆珠笔在上面做了修改。 改完后，
他咕嘟一口，将咖啡喝了个干净。

这已经是付晋刚连续 3 天熬夜了。
白天大家都在赶工期，没时间搞结算，而农民

工又急着在年前回家， 付晋刚决定在年关前每天
加班 5 小时来完成工作。 这天夜里， 他回到宿舍
后，已是 3 时多，临近的农民工宿舍，早已万籁俱
寂，人们安然入睡。

1 月 16 日，早晨 7 时，付晋刚接到了老张的电
话，两个人来到一间堆满器材的库房内点数，3个小
时后，数据出来了。下午 13 时，老张手下的 80 多名
农民工领到了工钱。 农民工班组长秦中心今年领
到了 11 万元的工资，他笑着告诉记者，领到这笔
款后，他定了 3 年的“小目标”就要实现了：“我想
给家里修栋房子，预计要花 30 多万元，已经攒了
两年多的钱了。谢谢项目部啦，结算这么快！ ”他已
经订好了去重庆的汽车票，然后转火车回武汉。

下午 14 时，长途大巴车来工地上接秦中心和
老乡们返乡。 付晋刚则返回寝室安心地睡了一觉，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他还要经常性地这样加班。
“看着农民工们能满意回家，值了！ ”他说。

为了让农民工拿上工钱回家,他们熬夜坚守
遵 义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章慧芬 邹伟锋

不久前， 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郑天宝在岗
位例行巡查时， 发现配变电站所的地面出现了一条宽约两
指的裂缝，细查发现变压器在挤压之下已变形。

郑天宝立即将发现的隐患拍照上传到企业 “隐患排查
微信群”。 当天，企业停工整改。 他也因排查隐患有功获得
400 元奖励。

发现设备超温超压、发现管线有泄漏、发现装置区有异
味……自 2014 年 5 月开始，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总工会联
合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连续开展全区“10 万职工岗位
隐患排查大行动”，许多安全事故隐患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十百千万”工程查身边隐患

2016 年 4 月 29 日， 镇海区总工会联合相关部门再次
启动“10 万职工岗位事故隐患排查大行动”，并将重点放在
“十百千万”工程，即：装备制造、建筑、物流、化工等十大行
业，以辖区内百家重点骨干企业为引领，努力推动 1000 个
企业班组争创安全生产标准化岗位达标示范班组， 组织 1
万名职工争做“安康杯”志愿者，发动 10 万名职工围绕本职
岗位查隐患、保安全。

活动持续到 2016 年 12 月底， 通过各级工会组织职工
立足本职岗位， 进行拉网式大排查， 为企业安全生产查短
板、补短板，全面查找本单位生产工艺系统、基础设施、技术
装备、作业环境、应急救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区各级工会共组织开展安全培训
1300 余场次，各级工会干部督导“查隐患”活动 50 余人次，
1376 家企业工会、94986 名职工参与、查找、梳理出各类建
议 25616 条， 采纳职工建议 24031 条， 企业整改隐患率达
93.8%，收集隐患整改优秀案例 100 余项，有效遏制了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每天“揪”出 3～5项隐患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是镇海一家台商独资生
产与销售锻压机械及其组件的企业，重型机械多，但员工安
全意识曾经比较淡薄。 2014 年 4 月，区总工会将该公司作
为开展“职工岗位事故隐患排查大行动”的试点。

电线乱接乱拉、车辆不按规定停放、装配工作区发现烟
蒂……日前，记者从该公司《事故隐患整改通知单》上看到，
每天职工都能“揪”出 3～5 项隐患，经过整改，所有隐患都
已排除。

据了解， 自开展职工岗位隐患排查活动以来， 该公司
620 余名职工已在岗位上“揪”出千余项隐患。

公司工会主席何世灿介绍说， 与 3 年前平均每周都有
事故相比，如今公司已成为全区安全生产标杆企业，这得益
于职工参与“揪”隐患。

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区）之一的镇海，在职职
工约 14 万人。如今，职工拿着手机“随手拍隐患”，在企业建
立的隐患排查微信群、QQ 群上传发现的隐患，形成了“人
人讲安全、个个查隐患”的良好氛围。

“3个 100”激励职工排查隐患

为配合 2016 年 “10 万职工岗位事故隐患排查大行
动”，镇海区总工会拿出 20 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奖励 100 个
典型隐患整改案例、100 个查隐患能手、100 家优秀组织单
位。 目前，“3 个 100”正在评选中。

在隐患排查活动结束后， 区总将总结优秀做法和先进
典型并进行表彰。 “3 个 100”的设立，一方面增强了企业职
工参与隐患排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探索“群防、群控、
群治”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和隐患排查治理的新举措。

宁波浙铁江宁化工有限公司安环部经理何天余说，为
激励员工积极排查身边隐患， 企业安环部按隐患大小实施
奖励，发现一般隐患奖励金额在 50 元至 500 元之间，若发
现重大隐患，最高可奖励 3000 元。

镇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高炳华表示，
活动让职工直接参与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提高职工劳动
保护意识，真正做到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形成
了“人人都是安全员”，全员参与安全生产管理的良好氛围。

宁波镇海区总连续开展的 “10 万职工
岗位隐患排查大行动”活动，将安全事故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1 月 12 日午夜，北京站广场，一位旅客匆匆赶往火车站。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春节“空城”不再，工会为职工增添“年味儿”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吃饺子啰！ ”1 月 12 日 18 时许，随着一盘盘
新鲜出锅的饺子端上桌，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和鑫
源工会大食堂里一片欢声笑语，300 余名保税区
来深建设者与福田区领导一起享受饺子宴，共迎
鸡年新春。

饭堂里，不少来深建设者还未来得及脱下工
作服，刚下班就赶来了。 他们来自不同省份，包着
形状不同的饺子，相同的是，他们脸上挂着的灿
烂笑容和此刻感动的心。 “聚在这里的来深建设
者，有不少是选择留深过年的，能提前和大家一
起包饺子、吃饺子真是开心。 ”在一家科技公司当

工会副主席的刘秋玲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近几年
留深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了。

春节的深圳，不再是“空城”。
为让春节没有返乡的来深建设者能在深圳过上

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福田区总工会、福保街道
办事处共同主办了饺子宴， 区领导与职工一起包饺
子、吃饺子。此外，还为留深过年的职工准备了 1万份
饺子券。 刘秋玲说：“不少公司员工觉得在深圳过年，
可以参加的活动很多。 去年，深圳市总工会就为留深
务工人员准备了锦绣中华的门票，带着孩子去知名景
区玩，是很难得的体验。 ”

留深过年，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 知乎网友王
愉欣发帖约留深过年的知友一起玩。年夜饭如果有 6人
以上她可以组织，年初一《三打白骨精》上映了，大伙儿

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年初二去梧桐山或者杨梅坑耍一
天。

知乎网友子木来深 4 年， 有两年是在深圳过的
年。 “主要是春运期间实在不想挤，而且现在越来越
多人选择留在深圳过年，这边气候温润，很舒服。 ”

33岁的刘秋玲来深圳已经 16年了，已经在深圳成
家、定居。对她来说，深圳就是家。“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
活。在深圳工作、成家、生活，我觉得深圳就是我的家。我
很喜欢深圳，空气好，办事也便利。 ”

“今年准备带小孩去珠海或广州长隆玩儿，也会
去香港转转，还可能开车去野生动物园。 ”刘秋玲高
兴地谈起今年春节的出游计划。 刘秋玲所在公司有
5000 多名员工，由于过年公司不停产，机器 24 小时
运转， 所以回家过年的员工不超过 1000 人。 “这几

年，深圳完全没有‘空城’的感觉。 ”
“今年刚生了宝宝，还在坐月子，不回老家

过年了。 ”万珍珍一边为婴儿换尿布，一边告诉
记者，“坐火车回去要 12 个小时， 带着两个孩
子，很辛苦。 ”

虽然来深圳已经 10年了，但还是觉得在深圳
过年没有“年味儿”。 在万珍珍看来，留在深圳过年
的或者是家太远，或者是在深圳买了房子，家人都
过来了。“虽然丈夫、两个孩子、婆婆都在深圳，万珍
珍还是觉得回老家才有过年的感觉。

但今年,万珍珍还是希望家人在深圳有个愉快
的春节，她参加了深圳市总工会举办的“深圳工会·
温暖过春节”活动。 “希望能申请到一张欢乐谷的
门票，让丈夫带着女儿去玩儿。 ”她笑着说道。

每天“揪”出隐患三五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