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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冬，是几个孩子最忙
的时候。每年他们都忙到大年
三十下午，如果不关门歇业，
还可能停不下来。每年过年，

我都特别心疼孩子们，忙得脚
不 沾 地 ， 还 得 走 亲 戚 ， 不 容
易。

我家是老沧州人，亲戚多，
兄弟姐妹们在外地的也多，北
京、天津、邯郸，还有的在国
外。几年前，在北京的三哥提
议大家利用微信的方式拜年，

这样，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通
过网络见上面。几年来，每到
大年初一，我们都准时打开手
机，和各地的亲戚们来场“云
团聚”。大家互相问候，晒晒
年夜饭，问问初一早晨吃了多
少饺子，挺好。

2020 年一入冬，三哥又提

议 开 通 腾 讯 会 议 ， 说 这 样 拜
年，人再多也能看清彼此，效
果更好。说实话，我还不懂什
么是腾讯会议，三哥是这方面
的专家，听他的没错。我告诉
孩子们，今年过年，咱哪儿也
不 去 ， 就 在 沧 州 。 过 年 这 几
天，你们也不用往我这跑，一
年到头太累了，好好歇歇。有
啥事，咱们“云”上见！网上
不是有句话，云拜年是最时尚
的拜年吗？咱们也时尚一回！

愿寒冬早过去，
人人皆平安，万事都
如 意 ， 新 年 胜 旧
年！

——晓春
人生最大的奢侈

品是健康、自由和亲
情。新的一年，希望
自己和家人早睡早
起，锻炼身体。把颓
废从生活中剥离，用
快走和长跑激活每个
阳光灿烂的清晨。

——爱上运动
不回老家，留沧

过年，有大把的时
间。买了不少书，希
望这个假期别光看手
机，也能好好看看
书，滋养一下自己的
灵魂。

——老金
与 家 人 宅 在 家

里，就要享受这种宅
生活。安心做好每顿
饭，享受和家人共处
的幸福时光。

——叶子
每年春节前，我

们几个同学都会去老
师家拜年，今年因为
疫情原因去不了了。
谢谢《沧州日报》的
这个活动，请带去我
们对沧州职业技术学
院耿老师的祝福！

——王东
业余时间，我喜

欢写作，也在报纸上
发表了很多作品，新
的一年，希望我能写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争取完成自己的小说
首秀。

——周晓峰
过年回不了家，

给老人寄回了一些特
别的年礼。除了吃的
喝的，老人最开心的
应该是孙子的照片。
我们都期盼着父母健
健 康 康 ， 平 平 安
安！

——快乐的小
鱼

我们单位在遥远
的内蒙古大草原上，
过年值班，回不了家
了。有人牵挂的路程
不叫漂泊，有人关心
的夜晚不会寂寞。新
年新起点，愿家中的
父母、长辈、家乡的
朋友、姐妹牛年牛气
冲天！

——王砚菊
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的家乡更美好，
我们的大运河更漂
亮！希望有生之年，
能看到运河通航！

——摆渡人

新年新年新愿新愿
替您替您表白表白

因为疫情，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注定特别。
今年倡导就地过年，很多人其实早就做好了就地过年的准备。在沧工作的外

地人不回去了，老家沧州、漂泊在外的本地人也选择留在当地。记者采访了一些
市民，听他们唠唠就地过年的感受。同时，我们在网上征集了一些网友的祝福
语，替他们把问候带给亲人。

就地过年就地过年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暖在身边暖在身边

“梅花迎春分外地俏，亲人相见屏
幕问声好。祝福话语电波里聊，不回家
里家也热闹。”近日，一首原创歌曲
《就在这里过大年》火了。作者用音乐
的形式投入抗疫，慰问所有不能回家的
值守者，慰问所有不能团圆的亲人，用
歌声烘托节日气氛，用歌声祈愿人民安
康幸福。

歌曲《就在这里过大年》由我市资
深音乐人李叔芮创作并演唱，曲风活泼
欢快，蕴涵浓浓的节日气氛，歌词朴实
无华，含蓄委婉，意味深长。李叔芮的
歌声细腻温暖，声腔自然流畅，饱含深
情。语言如邻家姐妹般素朴。她们剪着
窗花，挂着红灯，对着幸福的日子娓娓
诉说，也表达着对远方亲人的理解期
盼，这幅生动的生活场景，散发着温暖
的家常气息，这气息，正是生生不息的
人间至爱。

歌曲 MV 制作精良，画面流畅连
贯，故事性强，情节紧凑，情景交融，

深情点感人肺腑恰到好处，让人一听难
忘，热泪盈眶，很好地诠释了歌曲内涵。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
万家团圆的日子，在外工作的儿女晚辈
想回家过年，留守的老人孩子盼望远行
人回来团圆，但为了大家庭的稳定安
康，大家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体
现了我们党坚强的领导以及大国担当，
也彰显了人民群众顾全大局、勇于奉献
的责任意识。

就在居住地过大年，就在岗位过大
年，就在这里过大年，让电波传递亲人
的问候，让春风送上暖暖的祝愿，让我
们期待美好的春天。

讲述人：施银兰
地址：明珠商贸城

2016年，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
能”工作的进行，我离开了奋斗 20多年
的北京，和先生一起落户沧州。再回首，
我从未后悔当初的决定。

临近春节，明珠商贸城早市商铺人流
日渐减少，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已经准备开
启“假期”模式。我的两个档口依旧忙碌
不已。给衣服拍照、接单处理货物、联系
工厂、打包发货给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我
今年 57 岁了，仍然乐此不疲。安居沧
州，让我感到久违的稳定和安逸。

我是温州人。来沧州之前，我们夫妇
从事服装生意已近 30 年。上世纪 90 年
代，我来到羊毛衫起源地上海创业，捞到
人生第一桶金。可收入增加的背后是高昂
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因素。后来，我被迫
离开，出走西安，之后和丈夫来到北京大
红门商贸城。在那里，我们夫妇二人一干
就是 20多年，不但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品
牌，还经营着几个档口，全国各地的批发
商络绎不绝。

2016年，我们要离开北京了。搬家
之前，我考察过天津、廊坊、沧州等地，
唯独沧州最合心意——不仅省租金，还能
建厂房，物流也方便快捷。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服装
生意不仅没有受到搬迁的影响，销量一直
稳定如初。沧州人热情好客和便捷的物流
很快打动我，我们决定在沧州买房定居。
两个孙子在上海路小学上学，我们经营着
服装生意，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不管在家乡，还是在北京，我都没享
受过地暖带来的热意。在这里生活，我不
再害怕冬天的寒冷，每天回到家里都是暖
意融融的。漂泊半生，从一个城市搬到另
一个城市，从南方到北方，多想安定下来
有个家。来到沧州，我有了安稳感。

今年，要留在沧州，感受这里的年味
儿。我也想告诉远方的亲人，在这里生活
得很好。在此，也送上对家乡亲人和朋友
的新春祝福。

讲述人：丁盼盼
地址：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风湿一科

因为疫情支援和防控
的需要，我们科抽调了不
少人，现在医院任务紧，
每天都忙忙碌碌的。除了
日常工作，疫情防控的任
务也很重，根本没意识到
年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是衡水人。去年
大年初二，我瞒着妈妈
去支援武汉，胜利完成
任务回到沧州后，才告
诉妈妈，心里总觉得歉
疚 。 去 年 过 年 没 陪 妈
妈，本来我计划今年一
定 克 服 困 难 回 老 家 过
年，谁知疫情再起，回
家过年的计划肯定泡汤
了。早想跟妈妈解释，
一直忙，没顾上。昨天妈
妈打来电话，先是问我是
不是又去支援了？听我说
一直在单位后，又问我：

“今年是不是又回不来
了？”妈妈一句话，让我
眼睛顿时湿润了。我可爱
又可敬的妈妈，虽然不在
一座城市，你却永远理解
女儿，理解女儿的工作和
职责。

即将到来的辛丑年，
肯定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多年来，这是我们医护人
员的常态生活。为了患者
的健康，忠于自己的职
责，我们必须这么做。在
这里我特别想祝福爸爸、
妈妈以及老家的亲人们，
新年快乐、健康平安！今
年的守望，是为了明年更
好的相聚！

讲述人:宋啸林
地址:贵州遵义

我是遵义医科大学的一名大四学
生，目前正在附属医院实习。今年春
节我要在遵义度过。长这么大，这还
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地过年。想家
是肯定的，但是特殊时期，特殊经
历，也算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和成长吧。

2020年疫情初起时，看到那么
多医学界的前辈们，星夜兼程奔赴最
危险的地方，我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常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会不会
也像他们一样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
答案是肯定的。

我学的是康复专业，经过这一段
时间的实习，我深刻领悟到康复对于
那些正在经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意
味着什么。好的服务态度，可以让他
们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好的专业技
能，可以让他们有质量地生活。医
生，这个职业真的很伟大。

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很忙很累，有
时还很脏，比在学校上课紧张多了。
每天下班后，回到宿舍都累得分分秒
秒就能入睡，有时连手机都懒得看。
累是累，但每当得到患者的认可时，
我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也越来越热
爱这身白大褂。

这几天，离年越来越近，我妈就
有点煽情，老是问我到时候会不会想
家。于是我就开玩笑说，只要红包到
位，啥都不叫事儿！

玩笑归玩笑，只是不想让他们太
牵挂。这两天，我们几个外地的同学
说好了，既然回不了家，那就在医院
多值值班，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
那些能回家的同事们，在家多待两
天，多享受一下家的团圆。于我们来
说，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其实回不回家，我都知道，家人
的爱都在。我也祝爸爸妈妈、姥姥姥
爷、奶奶和亲人们身体健康、牛年顺
利。

讲述人：刘化一
地址：沧县北白塔村

还没进腊月，我就告诉儿
女：今年过年，谁也不用回老
家，咱们都在原地各自过年。
在石家庄的女儿没啥意见，在
沧州工作的儿子说，沧州和老
家也没多远……不过，最终还
是被我说服了。

让我说，就地过年说不定
还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年
对每个中国人意义不同寻常，
但是，最近几年，拜年有点变
味了。很多亲戚小辈儿们一年
也不来一回，过年了，开一辆
车，后备箱里塞满各种盒子。
到谁家，把盒子一放，说上两
三句话，抬脚就走。过年过的
不是盒子，过的是情味、团圆
和亲情。有情味，哪里都是
年。

这些年，我都是在沧州
市区和儿子一家过的年。离
开家乡很久了，也很久没在老
家过年了。2020年，我在原址
重建了老宅。房是新房，却有
200多年的历史，祖辈先人在
这里生活过。今年过年，肯定
在这里。儿子工作忙，大年三
十才放假，春节还要值班。我
早早就告诉他，不要往回赶，
你们一家三口在市区就地过年
就好。

儿子、女儿主要是担心
我和老伴儿过年孤单，我告
诉他们，等疫情彻底过去
了，咱们随时都能聚。别看
只有我和老伴儿两个人，我
们的日子过得安静而有规
律。墙上挂的是我写的新年
祝愿：时来、疾减、国泰、
民康。祝福祖国，祝福人
民，就是祝福我们自己。

歌声送祝福歌声送祝福 ““倡倡””响中国年响中国年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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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沧州

吾心安处是故乡

“云”上见 最时尚团圆

留下来

为人们守护健康

有情味

哪里过都是年

在遵义

遥祝家乡和亲人

温州人施银兰在沧过年温州人施银兰在沧过年

讲述人：王少华
地址：运河区朝阳北区

今年春节，因疫情未消除
倡导就地过年。“不回家过年
的您，有哪些话想对亲人说，
请留言，我们替您表白”。沧
州日报渤海周刊“替您表白”
公益活动，温馨感人。

我也说说我家的故事。去
年 7 月 1 日，孙女在北京降
生，起名京禾，字尚儿，乳名
小葫芦。我们老两口七十岁升
级当爷爷奶奶了。本想今年在
北京好好过个团团圆圆的“添
丁年”。可疫情影响，不能去
京过年了。儿子儿媳纷纷寄来
年货。儿子寄来一本摄影画册
和一副对联。一本《外国摄影
师镜头中的中国》画册，120
余位外国摄影师，从上百万张
照片中选出近 370 张代表作
品，跨越 70年。可谓时间记
忆，海量细节。知父莫如子，
对搞摄影的我来说，儿子送我
的是一份春节大礼。还送来一
副喜情脉脉的对联：“上联：
千金送喜精神抖擞；下联：万
象更新和顺致祥；横批：福禄
满堂”。将孙女“京禾”名字
的谐音也镶嵌在联里。好像一
下子拉近了北京和沧州的距
离，简直太贴心。儿媳更是有
心，寄来一份“戏出东方——
大过中国年”的文创大礼盒，
连吃带玩，将精美食品与非遗
皮影戏通过设计将年俗融为一
体。新颖别致，匠心独具。孩
子们这一份份年礼，我们看在
眼里，乐在心头，喜气难掩。
我告诉孩子们：“大年初一，
别忘了给我们咔嚓一张抱着孙
女的全家福！”这正是：年不
聚，情更浓。

年不聚

亲情也浓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