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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我自己生日快乐，也愿我们所有
人明年都身体健康、事事顺遂、升职加
薪！”2月11日除夕之夜，在北京从事AI
工作的营口女孩小金 （化名） 和朋友们
相聚在朝阳区的出租屋里，一起度过了
2021年的春节和她的生日。

按照往年惯例，这个时候，小金早
已回到家乡，和亲人们一起过年。但看
到就地过年倡议书后，她改变了主意，
退掉了好不容易买到的车票。她身边的
很多朋友也都选择了留在北京过年。

“过年对我来说，就是提着行李箱、
拎着给家人买的礼物，奔波在各个车站
之间。虽然每次都抱怨回家太麻烦，但
在我心里，这些都是‘甜蜜的负担’。”
小金说，“不能回家过年，最想念的当然
还是爸爸妈妈。今年不能陪在他们身
边，我就把送给他们的礼物都快递回去
了。他们每收到一样，就像小孩子一
样，发视频过来和我一起拆。知道我要

我们的春节

“初三和妈妈来看书，初四科技馆待
一天，初五和妈妈还书借书，又看了一
上 午 书 。” 正 月 初 五 （16 日） 11 时 37
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内，红旗小学一
年级的李圆圆和妈妈各自捧着一本书津
津有味地看着。李圆圆妈妈告诉记者，
这个春节几天都“泡”在图书馆，算是
过了一个“文化年”。

为响应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更
是为满足滨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春节
期间，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所属市图书
馆、市博物馆、西炮台遗址陈列馆、市科
技馆、市雷锋文化纪念馆、市红十字运动
发源地营口纪念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全
部开放，让市民过一个真正的“文化年”。

据市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大年初
三开始，馆内借书、还书、看书、自习的人
多起来，虽不如平时，但进出馆的人流没断
过。“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过年孩子也
有时间了，开车带我来这里，静心看看书，
挺好。”第一次来图书馆的律秀艳阿姨准备
办一张图书卡，把书带回去继续看。

第五初级中学初二学生刘敬轩独自坐
在窗边看书。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喜欢

做理科题，也常跑图书馆来看看书，享受
一个人的静谧。第四自习室内，有认真伏
案阅读的，也有背考试做题的，还有辅导
还孩子写作业的。“图书馆静一些，孩子更
能专心点儿。”一位正在给孩子讲题的家长
表示，春节期间，家中来往的亲戚较多，
图书馆安静，更适合沉下心来学习。

一楼展厅内，启文小学学生朱紫涵拉
着妈妈，看了两遍《欢天喜地过大年》迎
新春民俗文化特色展，意犹未尽，还要再
看一次。妈妈本想带孩子到图书馆还书，
没想到刚进来就被年俗展览吸引了。

“雷锋叔叔得了那么多奖章，戴在身上
多好看！”市雷锋文化纪念馆内，红旗小学
一年级学生邵逸格拿着小本照着橱窗里的
奖章画，不时给弟弟讲雷锋的故事。

图书大厦内最受欢迎的当属科技馆。
VR科普机、地震模拟台、趣味转盘……让
市民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春节期间，市民不仅可以到各场馆过
年，还可以参加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推出
的阅读喜乐会、文化讲座、展览等线上活
动，共度精彩“牛”年。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写春联、赏花
灯、看皮影……春
节期间，我市部分
商家推出各种文化
活动，为市民们带
来内容丰富、形式
多 元 的 文 化 盛 会 。
正月初二，万达广
场内，不少市民坐
在辽南盖州皮影艺
术团搭设的荧幕前
观看皮影戏，充分
感悟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夜幕
下，辽河老街人头
攒动，各式各样的
花灯，营造出璀璨
靓丽、火树银花的
童话王国，一派热
闹喜庆景象。

本报记者 孙文茹

要过年了，大石桥市水源镇群力村
驻村书记周彤每到一户，都会与未返乡
农民工及其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生活的
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我
们安心就地过年，村领导给我们送来了
生活用品和年货礼包，真是太感谢
了！”外地农民工崔鹏感动万分。

春节前夕，老边街道办事处鸿福社

区书记丁俊与同事来到社区老党员家
中，为他们贴春联，让他们感受到过年
的喜庆气氛。

“社区部分老党员单独居住且腿脚
不便，所以我们开展了春节关爱活动，
不仅为他们贴春联，还陪他们聊天谈
心，聆听心声诉求，大家欢欢喜喜迎新
春。”丁俊说。

正月初二 （13日），站前区慈善总
会辽河支队爱心人士来到抗美援朝支前
民工徐大爷家，把社会的关爱送到老人
心坎上。 本报记者 孙文茹 文/摄

“您慢走啊，提前祝您过
个 好 年 ！” 腊 月 二 十 八 （9
日） 下 午 ， 高 端 的 理 发 店
里，顾客接连不断，他正忙
碌地一一修剪头发。出于疫
情防控需要，今年他决定，
留在营口过年，“微信上给父
母拜个年，也算团聚。”

大年三十 （11 日） 晚 8
点，中国石油渤海加油站，
一 套 严 实 的 蓝 工 装 包 裹 全
身，周羽穿梭于各个加油机
之间，熟练地为车辆加油。
周羽说：“春节期间，正是加
油站最忙的时候，特别需要
人 手 。 我 跟 几 名 员 工 约 好
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
站里吃年夜饭。”

“今年国家倡导‘就地过
年’，作为90后的我得紧紧跟
上。”营口兰旗机场地面服务
部的赵偲琪是吉林人，来营已
两年的她，因为工作的特殊
性，常常不能回老家过节。今
年更是响应号召，假期里继续
坚守防线。“这么做不仅为了
自己好、更是为了家人好、社
会好。”她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同事们还在一起包饺子、
吃饺子，“在机场这个大家庭
里，我同样感受到了温暖和十
足的年味儿。”

正月初三 （14日） 清晨，
大地银装素裹，市区普降大
雪。为维护道路秩序，确保安
全畅通，营口公安交警在低温
降雪天气下上岗，将背影留给
家 人 ， 把 平 安 送 给 路 人 。

本报记者 孙文茹 文/摄

暖心礼包

图书馆里过春节
书香充盈年味浓

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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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友竹

坚守岗位

我的生日
和朋友们一起过年，妈妈还一直嘱咐
我，除夕晚上做几道东北菜，给朋友们
尝尝。”

大年三十一大早，小金和朋友们就
忙活起来。大家挤在灶前，抢着洗菜、
切菜，做饭好像变成了一件特别有趣的
事儿。“我这些朋友来自天南海北，吉林
的、广西的、河南的、天津的……每人
做一道家乡菜，就能摆满整整一桌啦！”

热腾腾的锡纸牛肉、色泽诱人的糖
醋排骨、鲜亮可口的秋葵味增汤、讲究
刀工的熘鱼片、广西特色的五米饭……
菜一端上桌子，就被一抢而空。朋友们
还给小金带来了生日蛋糕，庆祝这个特
别的生日。

“过年就像给和我一样的在外打工人
颁发精神上的年终奖一样，期待已久，也
是心灵慰藉。今年和朋友们围在一起长大
一岁的感觉真好，这个春节也远没有想象
的那么孤单。”爽朗的小金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