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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沒錢，回家過

年」是中華民族的一種文

化習俗，而在疫情防控面

臨重大考驗的當下，「就

地過年」成為一種現實需要。北京市早在2020年

12月 25日疫情防控發布會上便提出非必要不出

京，非不要不出境的建議，呼籲市民在京過年，是

全國第一個提出了「就地過年」倡議的城市。連日

來，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了多位在京過年的外鄉

人，他們均表達了對春節不能回家團聚的遺憾，同

時也稱「就地過年」是出於對生命安全的一種考

慮，是每個公民應有的責任與擔當，況且家鄉是

家，北京也是家，我們絕不給國家添麻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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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6歲的杜建軍在北京做保安員已
有三年，他的家在河北邯鄲，距離北京
不遠，高鐵回家僅兩小時，但他很少在
節假日回家。「保安就是要24小時保護
社區安全，我請假離崗了，別的兄弟就
更辛苦。幹一行愛一行嘛，既然選擇了
這份工作，就要捨得，我還很年輕，年
輕人也要有一份責任感。」

笑臉迎人 暖心助人
前幾日杜建軍工作的大興區出現確診

病例，全區社區啟動疾控應急預案，每
天除了站執勤崗，還要對進入小區的居
民測量體溫、對外來人員進行詳細登
記，查驗健康寶，工作更多更累了，但
他依然每天笑瞇瞇的。「今年春節我更
不能回家了，河北老家也有疫情，來回
路上存在風險，最重要的是現在大興出
現疫情，我們工作更需要人，這種關鍵

時刻別說單位不放假，我自己也絕不能
給國家添麻煩。」
只要是杜建軍執勤，他都筆直地站着，

熱情地和來往居民打招呼，看到行動不便
的老人和提重物的居民他都主動上前幫
忙，有年幼的孩子單獨出門也會仔細詢問
一番，小區業主都特別喜歡這個年輕的保
安小哥，「有些人覺得保安這個職業不那
麼光鮮，但我自己不這麼認為，每個職業
都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只要上了這班崗，
就要把它做到最好。每次上班12小時，
有點累，看到業主給我的笑臉，孩子們主
動送來糖果，心裏還是挺甜的。」
除夕夜和春節，杜建軍都排了夜班上

崗。「希望新的一年疫情趕緊結束，大
家的生活都能恢復正常。我還想跟我們
小區的業主朋友說：大家儘管在家開心
地過年，這道門崗我一定替您守好
了。」杜建軍說。

王士博夫婦2009年從山東來到北京從事起
快遞行業，一做便是十多年。他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快遞員的工作十分辛苦，基本全年無
休，僅能在年假幾天回老家團聚。今年，王士
博卻決定響應國家號召，留京過年。
說起快遞員的辛酸經歷，王士博坦言工作量

越來越大，但與日益增長的物價相比，工資待
遇卻沒有明顯提高，「2009年，我們騎着電瓶
車每天送四五十件，每件四五元（人民幣，下
同），月賺四千元左右。現在每天要送兩三百
件，每件一元多，每月加上獎金刨去罰款，只
能拿到六七千元。」王士博歎了口氣，「之前
每天10點起床晚上7點下班，現在為了多派幾
單，每天5點半便去倉庫分揀快件，一直派送
到晚上11點。」王士博說，全年無休、風雨
無阻的配送工作辛苦不已，「最怕自己生病，
有次發高燒特別難受，可第二天早晨看到那麼
多快遞還放在那裏，我硬是爬起來繼續送。」
當然，也有不少讓快遞小哥們感動的暖心瞬

間。王士博的妻子敬宏欣說，「小區裏有位50

多歲的阿姨，看我送件辛苦，隔三差五就給我
送吃的，前陣子天氣變冷，阿姨還特意給我織
了一件毛衣，我真的特別感動。」敬宏欣說，
即使是顧客口中一句「感謝」也能令我們十分
欣慰。
今年春節，是王士博夫婦第一次在異地過

年。「在我們老家，過年團圓是大事，父母很
希望我們回去，尤其家中還有百歲老人等着兒
孫歸來。但我們夫妻再三考慮過，為了大家的
安全，還是決定留京。」

奔波不易 能幫就幫
43歲的郭瑞華大姐2017年在北京竹木廠小區開

起了快遞網點，最開始一兩年，站點每天收取兩
百多個快件，現在每天至少五六百件。她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快遞站點的工作十分繁重，早上
一大早到件，接着便要掃描、卸貨、分貨、中
轉、派送，每天不到六點便開門，一直忙到晚上
後半夜。
偶爾遇上發急件的顧客，無論什麼時間，只要

打郭瑞華手機，她隨時都收。有一次，小區裏一
個小夥子凌晨兩點打通她手機，說馬上要去趕飛
機，問能否發個急件，郭瑞華二話不說讓他送了
過去，並在最早的一班車給他發走。「大家在外
奔波都不容易，能幫就幫。」
「站點的所有工作由我們一家三口完成，由於

工作量巨大，通常我們會給收件人發短信，請他
們來取，遇到不方便取件、或遲遲未來取件的
人，我們就會送貨上門。」郭瑞華說。
每年臘月二十左右，郭瑞華一家人都會回到山

西老家與家人團聚，今年他們決定就地過節。
「父母也理解，讓我們在北京好好工作，保重身
體，不要記掛他們。」

春節不停業 保證送到手
過年離不開年貨，許多市民關心春節期間是

否還能收到快遞。北京市近日提出：春節期間
全市物流不會斷。對此，郭瑞華表示，春節期
間我們的站點將正常營業，「只要是大家的需
要，春節期間也保證把快遞送到客戶手中。」

2016年，德國留學歸來的任
建新來到北京發展，任建新說，
公司主要業務是做跨境旅遊，歐洲的
公商務培訓和遊學、留學等，自己留學
的經歷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來京後幾年的工
作、生活都比較順利，每年春節都可以回山西
老家與家人團聚。
任建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19年底他買好了回

鄉的車票，但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身為醫護人員的
妻子勸他留京過節。「當時我不想退票，我認為回老家沒關
係，哪有這麼巧病毒剛好傳染給我呢？」但妻子再三勸說，任
建新最終還是退了票，留京過年。
新年過去，疫情卻越發嚴重，旅遊業完全停擺，公司所有員工都居

家等候復工消息。「四五月時，國內疫情雖然控制住了，但歐洲疫情越來
越嚴重，我們主要業務都集中在歐洲地區，業務徹底沒了。」任建新說。
無奈之下，領導們也開始了自救之路，從跨境旅遊轉做跨境電商，把國外的

產品運到國內銷售，把國內的產品運到歐洲銷售。「雖短期內解決不了大問題，但
希望通過大家的努力能夠克服困難，迎來戰勝疫情的那一天。」任建新說。

兩年未回鄉 願新年一切都好
「過去一年每個星期都與父母通四五次

電話，每次一個多小時，以緩解對家鄉的
思念。」到目前為止，任建新已居家辦公
整整一年時間。春節又臨近，今年他早早
決定留京過年，為了迎接新年的到來，還
特意買了對聯、窗花、糕點和糖果。
「新聞上說北京2月6號起可以買煙花，

到時候買上幾串鞭炮放放，聽說放煙花能
驅病毒。一年來太多的感慨、焦慮與茫
然，希望隨着新年的到來都能隨風而
去。」他說。

舞蹈專
業出身的張曉

軍2018年於河北
傳媒學院畢業後，加

入到歌舞團全國各地演
出。2019年底，他選擇去北

京發展時，卻遇上了來勢洶洶的
新冠疫情。剛被西城區某舞蹈培訓

中心聘用的張曉軍，還未報到便被「離
職」。
2020年初，疫情持續蔓延，各行各業均面

臨復工困境，線下培訓行業尤甚。2020年4月各
行各業陸續復工，但線下培訓行業絲毫沒有復工的跡

象，張曉軍心急如焚，「我到處投簡歷，北京能查到的
舞蹈機構幾乎投了個遍，但都沒什麼結果。」
日子一天天過去，面對北京高額的房租，張曉軍只能邊找別

的工作，邊等舞蹈培訓機構的復工消息。他坦言，從去年5月份開
始，做過主播，跑過快遞，也做過電銷，「其間公司多次告訴我可以復

工，每次有點風吹草動，我便立馬離職趕過去，但每次都是空歡喜一場，
復工從6月中旬，拖到7月中旬，最後拖到8月中旬才正式開課。」

「待業太久 很珍惜上班的日子」
最終，張曉軍於8月底在通州一家舞蹈培訓機構入職，正式拾起了老本
行。「待業太久了，很珍惜上班的日子，每天我都最早來最晚走，盡心
教孩子們跳舞，耐心回答家長們的問題。」張曉軍笑着說，由於自
己工作態度認真，開會時還特意被公司點名表揚。可惜好景不
長，今年1月，北京又出現零星、散發疫情，沒過幾天張曉
軍又接到停課通知，一年裏只有4個月正常上班。

「今年將響應國家號召，留京過年。老家河北的疫
情也比較嚴重，還是減少出行，不給國家添亂。」
他同時告訴記者，通過之前從事的各種不同工
作來看，疫情之下各行各業都很艱難，希望
疫情早日結束，大家都能恢復正常的工
作生活。

保安小哥：「開心過年，這道門崗我一定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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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頓偉麗從蘭州來到北京發展，最初幾年從事電器銷
售行業，2015年12月成為大興區亦城茗苑社區的社工，今年
已是她為社區居民服務的第六個年頭。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自2019年底她的工作便跟防疫相關。

電話流調 打到手抖
去年春節，頓偉麗就沒能回老家過年。社區自2020年1月
18日就開始包樓入戶排查人員，登記備案離返京人員情況。臘
月29武漢封城，大年三十疫情防控戰便在全國打響，初一早
上所有社工全部返崗，從早晨開始，頓偉麗便給小區居民挨家
挨戶打電話，調查人員流動情況。
「大年初一打電話極具挑戰，首先得跟居民拜年、聊天，然
後才開始調查，否則會顯得很不禮貌。也確實有不願配合的居
民，大過節問人家發沒發燒人家覺得不吉利。我們每個社工負
責400多戶居民，從早晨到半夜，打電話打到手抖。」她說。
年後，外地人陸續返京隔離，頓偉麗每天為他們買菜、送快
遞、收垃圾，做好各種服務。疫情期間物資緊缺，她還通過各
種途徑自費購買口罩、手套、酒精等防疫物資，每天為樓道消
毒灑掃，並定期為有需要的居民分發口罩和消毒液。

日檢查上千戶防疫工作
2020年3月北京陸續復工復產，防疫工作卻毫不鬆懈。頓偉
麗與另外兩名社工被派到鋒創科技園，每天負責檢查園區內745
戶公寓和300多家企業的防疫工作。7月起又轉到另一所商務樓
宇，負責1,000多戶商戶、業主的防疫工作。
近期，北京又出現零星、散發疫情，頓偉麗又重回社區負責
防疫工作。與此同時，還與
其他社工共同向居民們宣傳
留京就地過年。「我們為小
區每家每戶送去春聯和福
字，並在小區的花園裏、樓
道裏掛一些裝飾，營造過年
氣氛，就是想告訴大家，家
鄉也是家，北京也是家，呼
籲居民留京過年。」

●杜建軍正在門崗執勤。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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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新已居家辦
公一年多。
受訪者供圖

●快遞小哥王士博（右）為客人
送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攝

●郭瑞華稱春節期間正常營業，保證把快遞送到收件
人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攝

●任建新（左一）2016年帶團在德國奎德林堡旅遊。
受訪者供圖

●外地人陸續返京隔離，頓偉麗
（右）做好對接工作。 受訪者供圖

● 從事舞蹈
培訓行業的張
曉軍被迫停工8

個月，但他依
然每天堅持練
舞。受訪者供圖

快遞員：日拚18小時 一句「感謝」也能令我們欣慰

社工人員：
防疫不鬆懈 挨家送春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