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广州市工信局 2月初的
数据，2020年广州汽车产量实现
295.21万辆，继续居全国第一，广
州成为全国三大汽车生产基地之
一。作为广州最大的自主品牌，
广汽乘用车旗下广汽传祺1月生
产 汽 车 31339 辆 ，同 比 增 长
21.1%；销量达 34400 辆，同比增
长 5.2% 。 这 也 是 广 汽 传 祺 自
2020年9月以来连续第五个月销
量突破3万辆水平。

春节前夕，记者深入广汽乘
用车的整车制造车间，对话一线
人员，了解工厂春节运作与安全
生产的点滴。

坚守安全生产不放松

作为一个现代工厂，广汽乘
用车整车制造车间没有了人们想
象中的巨大噪音和难闻气味。记
者到访车间时，在岗工人正有条
不紊地在流水线上工作。

记者了解到，焊装是整车制造
中的关键步骤，属于工作强度大，
压力大，责任极重的环节。“分毫不
差、精益求精都只是最低标准。”整
车制造二部焊装科科长尹浩鹏表
示，焊装管理关系到车身的精度和
强度，如果精度高，后工序安装就
比较均匀，工艺整体性就会好。反
之，没有守好这个环节，后续误差
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不良
品，给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在安全生产方面，广汽乘用
车整车制造车间主要关注两个方
面，一是设备安全，一个是人员安
全。设备的导入遵循“三同时”原
则，需要经过安全检证才能投入
运行，并且都具有“止呼待”功
能。另外，员工进入车间要穿戴
防割手套、劳保鞋等。为了确保
安全生产，每个班组都设置了手
机柜，上班时工人需要将手机放

在手机柜。由于落实安全生产措
施，广汽乘用车整车制造车间连
续多年没有出现轻伤重伤问题。

强化防疫措施不动摇

防疫是今年工厂生产工作的
重中之重。一直以来，广汽乘用车
整车制造车间都严格执行防疫措
施，如分批到饭堂吃饭，员工之间
工作吃饭保持足够距离等。春节
期间，每天都有科级人员现场值班
巡查，确保做好设备保养和新产品
调试项目等工作，为春节后2月21
日的全面开工做足准备。

针对假期返乡工作人员，广
汽乘用车整车制造车间还制定相
关制度，全面掌握员工每日的行
程定位，百分百确保员工不去到
中高风险地区。据悉，今年广汽
乘用车整车制造车间焊装科大部
分员工留粤过年。

据介绍，广汽乘用车的M8、
M6两款MPV比较热销，在年前
两三个月就一直保持着加班加点
的生产节奏。但由于焊装车间设
备多，192台机器人同时工作，需
要通过开展全员自主保全活动，
使设备不带病作业。设备的维保
和新产品的调试都只能放在中夜
班进行，以此保证生产不中断。

“工作必须细致，绝对不能有
任何麻痹，尤其是节日前后。”尹
浩鹏表示，为确保每日的产量达
成率百分之百，不管是自动设
备还是人工设备都要保证运行
的稳定性，每个人都要参与
进行预防维保。比如，机器
人控制柜的风扇寿命是
5年，风扇不运行机器人
也就瘫了，所以平时要
做好风扇除尘等
预 防 保
全工作。

眼周布满皱纹、个头不算高，皮
肤黝黑、稀疏黑发中露着几缕白丝，
说着一口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
……这是梁满坤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今年 1月，记者偶然获悉，广州
市番禺区沙湾街道办新洲村大量
花农种植的年桔滞销。翌日，记者
驱车赶到新洲村实地走访，正好遇
上在村民委员会忙碌的村干部梁
满坤。

“梁干部，我家地里的年桔有人
要了吗？”

“我们的兰花再不出货就彻底滞
销了！”

“我们签了 8 年种植年桔的合
同，今年这个情况，明年我们还要继
续种吗？”

1月15日，记者跟随梁满坤来到
新洲村年桔种植基地时，不时有村
民走上前，向他询问各种销售问题，
花农们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了梁
满坤和村干部身上。

眼前，新洲村年桔年花种植基地
满眼金黄，丰收的田地里溢出了年
味。但此时的“盛景”在梁满坤看来，
很是发愁。“去年此时，年桔、兰花已
经卖出 80%-90%了，但是今年一月
中旬，卖出的年桔不到10%，价格也

不高，比去年销售价格低了大约
30%。”梁满坤叹了叹气，眼神中写满
了焦虑和无奈。“现在每天吃也吃不
好，睡也睡不着，眼看春节就要到了，
田里的年桔年花却无人问津……”

去年同期车水马龙的田间马路，
如今冷冷清清，除了给年桔年花施肥
浇水的花农以外，几乎看不到外人。

“新洲村是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认证的‘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盆栽
花卉专业村，村里的花农有 90户左
右，年桔有 1000 多亩，兰花大约有
200多亩，品相和质量都非常好。”梁
满坤说，面对今年的销售困局，他和
村干部们一直努力寻找解决之道。
他们一方面发动本地商会会员前来
采购，另一方面鼓励花农学习开网
上花店，同时与番禺区政府联系在
区里设置临时摆摊点。

“在我们快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希望抓住了我们。”1 月 23 日，当记
者再一次来到新洲村实地探访时，
景象与一周前俨然不同。不少拉年
桔年花的货车来来往往，其中一辆
货车拉了整整50盆大年桔。梁满坤
开心地说：“你们上次对新洲村年桔
销售困难的报道发出后，引发了很
多人关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帮我

们解决了困难。”
为解决年桔年花滞销、物流运输

等问题，番禺区农业农村局、番禺区
融媒体中心主动与羊城晚报对接，在
线上向广大市民公布番禺区年花年
桔销售地图，在线下于辖内 16个街
道设置多个临时摆摊点。与此同
时，广州市商务局也加入到助力年
花销售的队伍中，为花农们介绍电商
平台实操、运营方法以及带货直播；
广州公交集团长运冷链服务公司为
年桔年花的运输提供服务，将广州市
内各个花卉园艺基地的产品送至各
花店销售点或者各团购小区。

2月 1日，羊城晚报记者再度来
到新洲村，梁满坤依旧戴着那顶深
蓝色的帽子，身穿红色短袖衫，笑呵
呵地望着记者的镜头：“你看，这些
都是来拉货的大车，我们又看到了
往年春节热闹的样子。大家都说，
今年一定能过个好年！”

今天除夕，新洲村花农已渡过滞
销难关，“过个好年”不再是一句口
号或心愿，梁满坤和村干部的努力
无不诉说着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责
任感，而这份责任感必定贯穿着新
洲村的过去和现在，在未来开出绚
丽灿烂的花儿。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道：大湾区天地广阔，粤
港澳亲如一家。随着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来到内地，
相互间往来更加密切。今年更是有不少在广东求学、
创业的港澳青年就地过年。10 日，由广东海外联谊
会、广州海外联谊会主办的“湾区过大年 粤犇粤精彩
——2021 港澳青年琶醍新春嘉年华”在广州琶醍启
动，来自相关机构的代表及港澳青年约70人参加了启
动仪式。此次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2月26日元宵节。

首次留在广东过年的香港青年梁竞霆，是暨南大学
法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他表示，今年无法回香港和家
人一起过年，恰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学校里完成课业
相关论文。“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体系不同，但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香港律师到内地执业。
我希望毕业后有机会进香港律师在内地开的律所。这
就意味着我要学习得更多，探索得更多。”梁竞霆说，他
的新年愿望是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现在从澳门来广州非常快，我开车一个多小时就
到了。”澳门夹子音乐创办人黎翰澄表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给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业空间，“我们创业除
了获得澳门政府的支持外，在珠海也体验到了‘一站
式’的业务办理服务。我觉得未来可以把这种服务进
一步提升，以吸引更多的港澳青年来到这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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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摄影报道：“今年不能回家
团圆，心里有点焦虑，好在养老院里开展了一系列娱乐
活动，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可以开心一点。”近日，记者
走访广州市各大养老机构了解到，受疫情影响，养老机
构在春节期间采取封闭管理，为了缓解老年人思家团
圆之情，各养老机构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赏春
花、写对联、挂灯笼、联欢晚会等。

老年人是感染新冠肺炎的高风险群体。作为老年
人，特别是体弱多病老年人的集聚之地，养老机构的防
疫措施十分严格。去年春节期间，养老机构实施封闭
管理措施，老年人尽量留在养老机构过年。今年1月
15日至 3月 8日春节前后，广州大多数养老院继续实
行封闭管理，取消了在院长者的所有外出活动，并且禁
止家属探望长者。

实行长时间封闭管理，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心理失
衡、情绪失调，因而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怀和心理疏导显
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疏导长者们的心理压力，养老
机构倡导“封院不封心”，开展歌唱班、快乐运动会，剪
纸班、手工制作年花等各类新春娱乐活动。近期还开展
了写对联、贴窗花、新春联欢会、制作传统食品等活动。

虽然封闭管理，但过年传统不能少。招商高利泽
广州番禺国际康复颐养中心，把传统花市搬进了颐养
中心，长者们足不出户就能逛花街（见上图）。

养老机构还充分挖掘长者们的爱好特长，推动长者
间互动交流。在每天下午，泰康之家·粤园台球室热闹非
凡。“起初俱乐部只有十来人，现在发展到三十余人，长辈
们平均年龄80多岁”。粤园活动部经理叶金松介绍，春
节期间，将通过各种活动，保证他们开开心心过年。

“其实在这里过年很好很开心。回家只有自己静
悄悄的，养老院大家在一起很热闹。”在南医百慈康养
中心住了6年的李先生说。

陪着长者在养老院过年，工作人员的压力也不
小。招商高利泽广州番禺国际康复颐养中心洪永红康
复师说，陪老人家话家常，唱歌跳舞，让他们动起来乐
起来，可以缓解他们的不良情绪。

“院内的长者都十分和蔼，耿奶奶会经常嘱咐我们过
年不要吃太多零食，要多吃水果多运动；熊奶奶经常语重
心长地说我们太瘦了，一定要多吃饭。我觉得，在这里照
顾他们，并不是我的工作，更像是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一
样，开心且满足。”保利天悦和熹会陈兆琳管家说。

叶金松说：“从不理解到鼓励支持，家人们也正是透
过我的工作，逐步认识到养老事业背后的意义与社会
价值。虽然对妻子与女儿的陪伴有所亏欠，但她们从
未有过丝毫怨言。百善孝为先，照料长辈亦是一种言
传身教的过程。”

“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它
……”踏着喜庆、熟悉的旋律，辛丑牛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今年春节，注定
与往年不一样，全国各地倡议“就地
过年”。在外来人口众多的广州，不
少人选择坚守岗位、留穗过年，来自
湖北武汉的盒马配送员陈洪就是其
中一位。

去年，因疫情封城，陈洪在家度
过了最长的春节假期。今年，为响应
号召，他决定退票留在广州，继续服
务客户，将生活物品及时送到留穗过
年人员家门口。

“除夕当天晚上 6时系统会提前
截单。门店给留守的配送员安排了
年夜饭，和同事在一起团聚，也算过
年了。”陈洪说。

在陈洪记忆里，他只有两次没有
回家过年。2009年，陈洪跟着亲戚在

广州做工程，过年期间他和表哥一起
留守工地过年。之后的几年，陈洪辗
转武汉、南京、上海多个城市，尝试过
厨师、保安等多种岗位，2018 年落脚
广州。

陈洪今年又一次留在广州过年，
与上一次相比，有何不同？陈洪表
示，之前在工地没有见过广州真正的
过年氛围，今年春节前在送货上门途
中，他看到路边、商家门口都摆上了
各式各样的花卉、盆栽，很是好奇，后
来听本地人介绍，这是广州的传统花
市。

今年，羊城晚报联手盒马推出
“迎春花市”，市民可以线上线下购买
春节年花、年桔。作为配送员，陈洪
首次尝试送年花到客户家，“要特别
小心，避免花卉损坏。”他说。

陈洪表示，成为一名配送员后，

他每天要送 50 多个订单，早已对附
近的建筑、道路烂熟于心，“配送站点
三公里范围内，只要说个门牌号，不
用导航都能找到”。

日复一日地奔跑在路上，陈洪也
收获了不少感动。有时候，送完货物
下楼，会听到手机传来客人给他五星
好评的声音；有时候，将商品顺利交
到客人手上后，也会接到一瓶解渴的
饮料。每次，他都明确表示不需要，
但还是挡不住对方坚持要送给他的
好意。“很多人都十分体谅配送员，我
们送得也心甘情愿。”

接下来，整个春节假期，陈洪和
门店留守的同事都会一如既往地接
单、送货。“虽然商店会关门，但线上
的我们一直都在。”据盒马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留下来的配送员同比去
年多了50%。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通讯员穗妇宣报道：今
天就是除夕了，在万家团圆的时候，广州医疗、环卫、公
安、公交、邮政、地铁等一线岗位工作人员以及外派扶
贫干部们依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坚守，他们牺
牲小家的幸福，守护着我们每个人的“年”。记者10日
从广州市妇联了解到，今年春节，市妇联牵头推进“花
城有爱，在穗过年”关爱节日在岗人员春节送保洁服
务，为他们提供一万小时以上免费的上门居家保洁服
务，让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工作者们能更加安心

地奋斗、守护在一线岗位上。
在广州市妇联指导下，广州市妇女儿童社

会服务中心、广州市家庭服务联合会、广州市妇
女儿童福利会发动全市家政企业和家政从业人

员参与活动。活动自启动以来，已为上千户
家庭提供了5000多小时的居家保洁服务；组
织就业困难女性、在穗人员进行香囊制作手

工培训，赠送1万个防疫香囊给在酒
店的隔离人员；向上万名家

政从业人员送上了新春
慰问品。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
节日；回家，是每个中国人心中
抹不去的情结。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2021 年春节，一些在外
务工人员选择就地过年。以理
智平衡情感，用小家暂别换来大
家平安，用停下奔波斩断疫情传
播，成为农历辛丑年的一道别样

“年夜饭”。
春节前夕，羊城晚报记者努

力践行“四力”，用文字和镜头
记录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
的异乡人，以笔触和爱心书写为
一方平安而默默付出的基层人，
组成了《家·节》这一全媒体系
列报道。

他们当中，有为帮花农解决

年桔滞销问题、由忧转
喜的新洲村村干部；有来粤8
年首次就地过年的一线制衣
女工；有在城中村日夜坚持打
扫卫生 12 年的环卫夫妻；有自
愿守护500多米高海拔观冰点而
放弃回家过年的护网人；有结婚
11年却从来没有一年能在一起
度除夕的“铁路家庭”；还有在广
州火车站、北京路步行街，日夜
守护平安的民警……

人在，家在，年就在。在每
位选择就地过年和扎根基层服
务市民的工作者心中，平安就是
最大的团圆。风雨同舟，心愿相
通，此乡即吾乡，吾乡即你乡。
愿这个特殊的春节，爱意更浓。

广州番禺区沙湾街道办新洲村村干部梁满坤：

田地里长出幸福年花

家家节节
【
开
栏
语
】

就地过新年
此乡即吾乡湾区青年在粤迎新春

2021港澳青年琶醍新春嘉年华活动启动

封院不封心
年味依旧浓

广州各养老机构开展丰富活动迎新春

广州市妇联：

为节日在岗人员家庭
提供免费保洁服务

湖北籍盒马配送员陈洪： 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退掉车票留在广州 春节期间继续送货

对大部分市民而言，日常出
行少不了公共交通工具。一个站
点，一个车厢，构成了一个个小社
区，公交车的运行离不开车长和
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而和谐的
车厢氛围更离不开市民的支持。
新年来临之际，记者走进越秀区
东山总站（署前路）和番禺区锦绣
半岛总站，感受了一番公共交通
中“移动”的年味。

1路公交车上的“年味”

2月 4日下午，在越秀区东山
总站（署前路）内，广州公交集团
一汽公司1路车长李耀强在出车
前仔细拭擦着车里车外。“自广州
有公交起，就有 1 路公交车。在
广州未建设地铁之前，它是城市
公共交通的主力，见证着这座城
市的变迁。”李耀强介绍。

去年6月，1路公交车在原有
线路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设计，打
造成“红色公交”，将城市的红色
星火印记串联起来，志愿讲解员
们会定期在“红色公交”上开展讲
解活动，带领市民、游客走进激情
燃烧的革命岁月。

临近春节，这辆“红色公交”年
味十足，车厢内挂上了节庆装饰，
窗上也贴上了“福”字窗花。“为了
与市民一起欢度新春，我们在‘红
色公交’布置丰富的节庆装饰，定
制了限量版利是封，近期还会组织
亲子家庭进行‘红色研学活动’。”
1路公交车党员车长邓国强说。

4 日下午，1 路公交车车长、
志愿者们在署前路总站与社区居
民开展新春互动，派发“红色公
交”主题福袋，送上了新年祝福。
收到福袋的市民纷纷向记者展示
福袋里的利是封。正在排队候车
的罗阿姨表示：“坐1路公交车快
40 年了，对这条线路很有感情，

这种新年活动很有意义。”

乘客点赞迎春送福活动

“麻烦写个‘吉祥如意’。”
“叔叔，我想要这个‘一年四季行
好运’。”2月 7日上午，番禺区锦
绣半岛总站的一角围满了市民，
只见三位“书法家”手握毛笔，不
一会儿，一副挥春就写好了。

原来，这是广州公交集团二
汽公司番禺片区在锦绣半岛总站
举办迎春送福活动，三位书法家
均来自二汽公司的书画协会，练
习书法十年有余，已多年为乘客
送上手写春联。

广州公交集团二汽公司书画
协会秘书长胡妙雄说：“春联是贴
在家门口的，我尽力把每个字的
精气神都写出来。”二汽书画协会
成员周嘉伦说：“手写春联是我们
的传统文化，通过这样的活动可
以传递中华传统文化，自己的爱
好和所长也得到了发挥。”

“第一次遇到送手写春联的活
动，在新年来临之际参加这种活
动，觉得很喜庆，也很感动。”市民
何阿姨如是说。84岁的朱伯向胡
师傅定制了“合作共赢”四字，他
说：“热热闹闹，很开心。这种活动
加深街坊们的友谊，希望多举办。”

“不仅春节，我们这个站点在
其他节日也举办过社区活动，这
些活动都拉近了我们和市民的距
离，对以后的服务工作是有帮助
的。”311路公交车党员车长陈王
生也拿了一副写有“迎春迎喜迎
富贵 接财接福接平安”的挥春，
准备带回去送给母亲。

除此之外，为了迎接新年的
到来，陈王生和站点工作人员仔
细地打扫了 311 路公交车，并贴
上了窗花，挂上了小灯笼作装饰，
给车厢添上几分年味。

层新新 春春 基 广州公交集团组织迎
新春活动，为市民送福利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实习生 杨楚滢

广州最大的自主品牌汽车工厂广汽乘用车：

防疫工作和安全生产“两手抓”
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

红色公交派福袋
公交车站送挥春

梁满坤（右一）和花农们为广大市民送新春祝福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汪曼 刘云
1 路公交车党员车长邓国强为车厢装饰新年挂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