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
长顾幸伟在向“春节守护者”致
敬的同时，也讲了广东农民的
故事。“广东的农民非常辛苦，
不像东北农民有猫冬的时候，
而是一年四季都在耕种，过年
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了。”今年，
广东的花农普遍“上云”了，他
们主动请主播带货、主动拥抱
互联网，今年广东的 1400 多万
盆年花，过半已经通过“云上花
市”售出。还有广东的预制菜，
今年出圈成为最“红”的新年
货，助力广东农民增收致富，也
帮助忙碌的年轻人为父母做出

爱心年夜饭。
顾幸伟动情地表示：“谢谢

各位‘春节守护者’，我们一起
分享广东年花、分享广东预制
菜！”

当天晚上，“逛云上花市 吃
预制菜 享幸福年 广东预制菜
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同步亮
灯广州塔。

国联水产作为广东预制菜
代表，给多个守
护春节的行业送
出爱心捐赠，在
新春到来之际表
达对他们的衷心
祝福及慰问。

致敬“春节守护者”，
我们一起“逛云上花市 吃预制菜 享幸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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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外科医生：习惯加班了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肝胆二科

主治医师蔡磊）

入行20年来，在媒体人区健妍
的记忆中，缺席自家年夜饭是一件
很平常的事。“媒体就是一份365天

‘不打烊’的工作。”
2003 年春节，身为环卫线记

者，区健妍发表了《广州花市一撤
垃圾翻番 全市昨日清理垃圾达万
吨》；2004年春节，她又参与撰写了

《广州市内300万人行花街 总成交
额3570 万》，在报道中聚焦花市的
垃圾清运情况。

“环卫工人一年最忙的时候就
是春节期间，每年花市结束后都要
通宵集中清运大量垃圾。”在跑环
卫线的六年里，区健妍曾经和环卫
工人一起吃过一顿特殊的年夜饭
——

在位于广州老城区一座公厕
顶楼的环卫工宿舍，一张长宽80公
分的小方桌，四五个穿着蓝色环卫
服的湖南老乡，一人端上来一个
菜，大家紧紧围坐在一起。虽然家
人都不在身边，但老乡工友之间的
温情，也是异常珍贵。“因为年三十
晚上，环卫工人都要提前到岗各就
各位，所以团年饭提前到了下午四
五点吃。”那一顿年夜饭，区健妍是
环卫工人朋友们特邀的一员，“看
似简简单单却不简单”。当年，她
用文字记录下这温情的一幕，完成
了报道《特殊的年夜饭》，这也成为
了她记者职业生涯的珍贵回忆。

她说，当环卫记者的那些年，
因为采访节奏也是跟着环卫工人
的节奏走，所以基本上没有很正式
地和家人吃过夜饭。“有两年和老
公匆匆忙忙吃了个麦当劳，就赶去
和环卫工人会合了。”

事实上，每年镇守花市的环卫
工人通常是傍晚就出动了，凌晨一

到，花市撤场，大大小小未卖出的
盆花被留在原地，这时候环卫工人
就要保持打仗一样的工作节奏，在
第二天黎明来临前将街道现场恢
复原貌。

“整晚是不眠之夜。有人负责
搬，有人负责扫，有人负责冲，然后
大的洒水车开进来清理路面。”区
健妍回忆说：“那种场景是很震撼
的，也让我对基层工作的不易，有
了更多真实的感受。正如现在有
一句流行的话：岁月静好，其实是
背后有人负重前行。”

2009年之后，区健妍成为羊城
晚报要闻部的一名编辑。为了保
证春节期间正常出报，报社的很多
岗位还要安排人员留守值班。区
健妍说：“我们很多坚守值班岗位
的同事，都会把年夜饭变成‘年中
饭’，中午就提前和家人一起团聚，
下午准时到岗值班。”

工作这么多年来，她的父母也
很理解她的工作，虽然女儿没能和
他们吃上年夜饭，但他们认为，女
儿坚守在一线岗位是值得骄傲的
事，“他们只是会担心我有没有吃
饱，会嘱咐我要多吃一点。”

除夕当天，值班编辑需要在下
午五点前到岗，晚饭随便吃两口就
要上班了，至少要工作到凌晨一两
点钟。回忆起值班细节，区健妍仍
记忆犹新，“有时候是等一张好图，
有时候是等着娱乐记者交春晚稿
件”。她还特别提到，接近除夕之
夜，集团领导们肯定会来到全媒体
指挥中心看望值班的同事，工会的
同事也会备好零食等年货，令人倍
感温暖。

“春节在岗我们能够深深地感
受到集体的温暖。值班的有执委、
编辑、美编、校对、印刷和发行等同
事，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并肩作
战。”区健妍说。

春节是一年一度阖家团圆的日
子，对高速收费站来说却是最忙碌
的时期。获得“最美中国路姐”荣誉
称号的“90后”沈燕秋，从2014年成
为广深高速太平中心站的一名收费
员，如今已在三尺岗亭坚守过五次
除夕夜。

收费站的春节返乡客流，到元
宵节后才告一段落。老家在潮汕的
沈燕秋，通常在元宵后才能回一趟
家。为什么工作7个年头，连续5年
都是在岗位上过春节？沈燕秋告诉
羊城晚报记者：“我老家跟工作地东
莞相隔也不远，平常随时都能回
去。有些同事家比较远，一年只能
回去一次，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有时
间回家，我就会选择在单位值班，把
回去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

“第一年的时候比较想家，在岗
亭里过除夕夜时，心里面还是有一
点小情绪。”沈燕秋告诉记者，好在单
位也很关爱值班员工，在除夕这天，

收费站的饭堂都会提前备好丰富的
夜宵，一个班十几个同事下了岗，聚
在一起吃年夜饭、欢度除夕。

在三尺岗亭里守除夕，风吹不
到、雨淋不到，收费员的工作岗位看
似轻松，实际上却“不好干”。让沈燕
秋印象深刻的一个除夕夜，过“绿色
通道”的车辆超载了，司机口出恶语
让她倍感受伤。“电脑显示了他超载，
我肯定不能给他过，他当场就骂我，
骂得我那天晚上很伤心，自己跑到
小餐厅里面哭了。”沈燕秋笑着回忆
当时场景道。

“收费能手”“五星级收费员”“优
秀员工”“优秀团员”，这是沈燕秋这
些年收获的荣誉，它们承载的是一
位收费员的成长史。从对业务生
疏、会找错钱的小姑娘，到载誉满满
的优秀员工，七年的时间让沈燕秋
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开朗
地服务着每一位过往司乘。

像沈燕秋一样的，在广东星罗
棋布的高速公路上，还有许许多多
这样的“春节守护者”，她们是高速上
最靓丽的风景线，也是坚守在不同
岗位默默奉献的女神。

1996 年，他如愿地穿上一
身橄榄绿，成为公安战线上的
一名警察；2011 年，他调任到
赤岗派出所时，承担起广州塔
的治安防控工作，警服也从橄
榄绿变成了藏青蓝。作为派
出所的一员，广州塔警务区组
长吴俊伟身兼数职，在辖区方
圆 0.8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巡
逻防控、处理纠纷、交通管控、
排查隐患、劝阻诈骗、办理案
件等等，春节的万家灯火离不
开他的坚守。

六个民警、六个辅警，这
是广州塔警务区的全部警辅
力量。在平常的日子里，按照
一“主班”配一“副班”的值班
轮换，负责主班的吴俊伟要从

当天上午 8:30 开始，值班到第
二天上午 8:30。“副班是 18 时
正常下班，晚上剩下的时间就
是我一个人值班，春节值班要
从除夕持续到大年初八。”吴
俊伟说。

在去年春节期间，一起老
人走失的警情，给吴俊伟留下
深刻印象：一个从四川来广州
探 亲 的 老 人 家 ，身 上 没 有 标
识、普通话讲不清、方向感又
不强，交流的障碍比较大，还
是在除夕夜走丢的。“老人当
时 很 紧 张 ，家 里 人 肯 定 更 紧
张 ，我 们 先 找 有 没 有 他 的 老
乡，最后找到能跟老人用方言
交流的保安队员，帮他很快找
到家里人。”吴俊伟回忆道。

从警二十六年，吴俊伟每
一年都要在岗工作。没法回
老家揭阳陪父母过年，成了一

种常态；除夕夜里跟妻子孩子
也聚不了。吴俊伟向记者表
示，有时候电话打到一半有了
警情，就要马上第一时间去处
理，家里人也是逐渐地理解和
接受这种状态，他也会在春节
前把岳父岳母接到家里陪着
妻子孩子过年。

“谁不想回老家过个年，
但广州有一千多万人口，三万
多警察每个都是这样。你选
择了这个职业，当你看到大家
其乐融融、社会平安稳定的时
候，还有一种自豪感在那里。”
吴俊伟说。在除夕夜的万家
灯火里，像吴俊伟一样，在春
节安保岗位上坚守着的，还有
许 许 多 多 这 样 的“ 春 节 守 护
者”，一群忙碌的藏蓝色身影
无悔地坚守在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黄婷 许张超 杭莹
图/晓欣 俊曦 广东年花、广东预制菜登顶、点亮广州塔

我们常说：万家灯
火，总有人为你守候；岁月

静好，总有人负重前行。即将
到来的春节假期，在别人一家团聚
的时候，还有很多劳动者仍然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为了肩上的职责与使命，
舍小家、为大家。

为了让奉献者吃好饭、过好年。1
月26日晚，一批“春节守护者”被邀请
到广州塔，一起“逛云上花市 吃预制
菜 享幸福年”。当天晚上，广东年
花、广东预制菜首次登顶、亮灯
广州塔，祝全国人民虎年

大吉。

有事找消防，这句带着些
许玩笑和极大信任的话背后，
是无数消防员的日夜坚守岗
位。而对广州赤岗消防救援
站班长杨守省而言，消防员的
制服穿了 11 年，缺席山东家
中的年夜饭也 10 年了。

“队伍的性质决定了我们
全年需要 24 小时驻勤备战。
每 年 春 节 ，我 们 会 在 重 点 场
所、人员密集场所设置前置执
勤点，像广州塔这类场所，除
夕夜我们会安排消防车、消防
员到现场进行前置执勤，除夕
夜结束后再回队备勤。”杨守
省告诉记者。

因为岗位特殊，在队里过
年已成习惯，但杨守省表示，

一个消防站想要凑齐所有人、
好好吃顿年夜饭也不是件容
易的事。“去年除夕夜的年夜
饭就是总也吃不上。”杨守省
笑道。

杨守省回忆到，2021 年除
夕 夜 ，大 家 刚 刚 准 备 好 年 夜
饭，就接到了出警通知：辖区
发 生 民 房 火 灾 ，现 场 烟 雾 较
大。消防员到场后立即铺设
水带干线，大概十几分钟就控
制了火势。“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因为大过年的遇到火情，
屋主一家人就在楼下有点愁
眉不展的、也很紧张。我们把
火扑灭后就去安抚他们，得知
火已经被扑灭，屋主紧锁的眉
头也慢慢舒展开来。”

归队途中，热得满头大汗
的消防员们在车上聊着年夜
饭的菜色，你说今天虾个头挺
大，他说红烧肉也挺好。消防

车刚开进营区，还没来得及进
车 库 ，指 挥 中 心 的 通 知 又 来
了：有小孩手被夹住，需要立
即前往处置。一听通知，队员
们穿好半敞开透透汗的衣服，
又出发了。等再回来后，准备
好的年夜饭也凉透了。

谈及常年不能回家和父
母一起过年，杨守省坦言肯定
会有遗憾和愧疚，“现在单位
也会统一组织大家过年过节
的 时 候 ，和 家 里 视 频 报 个 平
安 、聊 聊 家 常 。 毕 竟 人 回 不
去，只能多打打电话，让家里
老人都放心”。

在杨守省看来，自己只是
赤岗消防救援站中普通的一
员，他所经历的、也不过是无
数 消 防 员 每 天 都 在 经 历 的 。
不论是春节期间还是平时的
岗位坚守，也都是为了居民能
够平安生活、开心过年。

为了让奉献者吃好饭、过好
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指
导下，由广东省农业对外经济
与农民合作促进中心、广东农
产品“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
主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承办
的“逛云上花市 吃预制菜 享幸
福年”活动，1月 26日晚在广州
塔举行。

当晚来到广州塔的，有医护
人员、公安干警、消防官兵，还
有来自应急、公交、出租车、铁
路、高速公路、供水、供电、环卫
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
都是最美的“春节守护者”。

活动有个环节是讲述自己
的春节故事，几位“春节守护
者”在平凡的岗位上所做的不
平凡的工作，感动了现场的所
有人。

省农业对外经济与农民合
作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陈子
贺，深夜在朋友圈发了一段长
长的感言。“春节守护者”们的
故事，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作为一名基层公安干部，在他
年少时母亲就是这样多年坚守
在除夕春节的工作岗位上，“他
们和我的母亲一样，都是在别
人与家人共聚天伦之时，默默
守护着自己的岗位。2008年雪
灾发生时，母亲在火车站维持
秩序，一待就是两天不曾合眼，
一天只喝了一瓶水、吃了两口
面包。如果当时就有预制菜就
好了，能够为这些需要随时出
动的无名英雄吃上热腾腾的饭
菜，对这些需要付出大量体力
消耗的英雄来说，这是多么的
珍贵。”

赏年花、吃预制菜，提前共
进年夜饭，到场的“春节守护
者”代表们也是连声称“感恩”。

医务人员代表蔡磊为活动
点赞，他说：“这个活动办得很
有意义，让各行各业默默奉献
的一线在岗人员有了更深入交
流的机会，增进了彼此理解，同
时有了媒体的参与，也有了被
大众更深入认识的机会。更重
要的，通过本次活动，让我们这
些坚守一线的工作者感受到了
来自社会和大众的暖心关怀！”

暖暖的关怀化成了他们满
满的动力。

“最美中国路姐”沈燕秋

说：“很庆幸我生长在一个最好
的时代，我将继续以优质的文
明服务迎接每一位司乘，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在平凡的岗位
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南区供
水分公司芳村片区管网维护主
任李嘉亮说：“希望风调雨顺、
世界和平，我会继续守护羊城
供水。”赤岗派出所广州塔警务
区组长吴俊伟也表示：“我自
豪，我是中国人民警察，为社会
安宁、守土尽责、保驾护航！”

26 日活动结束后，27 日活
动的影响仍在不断发酵。彰显
人文关怀、弘扬城市大爱，很多
人在朋友圈写下了各自的感言。

“最美中国路姐”：我在岗亭过除夕
（广深高速太平中心站收费员沈燕秋）

媒体人的春节：
我和环卫工人一起吃年夜饭

（金羊网编辑、记者区健妍）

羊城“供水人”李嘉亮：守护羊城供水“生命线”
（南区供水分公司芳村片区管网维护主任李嘉亮）

无法回老家陪父母成了常态：谁不想回老家过个年
（赤岗派出所广州塔警务区组长吴俊伟）

消防救援站班长：一顿总也吃不上的年夜饭
（赤岗消防救援站班长杨守省）

暖暖的关怀化成满满的动力

最好的菜送给最可爱的人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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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7月入职南方医科大
学珠江医院以来，蔡磊踏进这一行
已有四年半的时间。作为肝胆外
科的主治医生，他每天的下班时间
经常不固定，周末留下加班也是司
空见惯。

谈起跨年夜的值班经历，蔡
磊 的 语 气 里 反 倒 多 了 几 分 平
静。“我们自己平时加班都习惯
了，春节期间值班的病房还比平
时安静了许多，医疗和护理工作
都比较容易开展。”蔡磊告诉记
者，平时的病房由于病人多、家
属多，加上医护人员忙前忙后的
身影，看上去像战场一样，过年
值班虽然也是24小时制，但明显
从容很多。

2020年的除夕刚好轮到自己
值班，那时候大部分病人都已出
院，留下来的病人一般是做完手术
处于恢复当中，但还没有达到出院
标准的，“遇上过节，有时候会收治
一些急性胰腺炎患者，加起来整个
科室大概有四五个病人”。

急性胰腺炎和胆囊结石都是
“节日病”，春节期间是疾病多发的
时期，肝胆外科医生的随时待命就
显得非常重要。蔡磊介绍，由于假
期聚会容易暴饮暴食，很多病人可
能本来就有无症状的胆囊结石，由
于饮食不当或生活不规律，最终诱
发了胆囊炎的急性发作。此外，肝
硬化的病人可能会因为吃一些带
刺或带骨头的食物，诱发食管胃底
静脉曲张和破裂出血。

在春节值班的经历中，最让
蔡磊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温馨的
瞬间，反而是患者一系列的突发
情况。去年临近春节时，一位患
者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并发
胰漏和肠瘘，渗出液散发出刺鼻
的臭味，需要天天换药，因此，假
期里他和同事每天查房的第一
件事就是来给他换药，不换药整
个病房都会很臭。

现实中，像蔡磊一样春节仍
然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还有很
多。在阖家团圆的热闹时刻，他
们坚守在安静的一隅，因为有了
他们，过年的氛围在热闹当中平
添了几分安心。

在去年芳村片区实施封
闭管控后，一支集抢修、阀门、
司机、水质等岗位的 28 名供
水人员队伍，选择留守在芳村
地区，保障封闭封控区域居民

的供水。广州水投广
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芳村片区管网维护部
主 任 李 嘉 亮 ，带 领 着

27 名同事奋斗在生产、服务、
抢修等供水一线岗位上，用实
际 行 动 守 护 羊 城 供 水“ 生 命
线”。

从成为供水抢修人员以
来，李嘉亮连续 14 年春节都
在供水抢修一线。李嘉亮说，
供水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一
旦出现供水管道爆漏等突发
事 件 ，势 必 影 响 市 民 正 常 生
活，因此每时每刻都需要有管
网抢修人员随时待命，在发生

爆 漏 时 能 第 一 时 间 响 应 、出
勤、排查、修复。

“春节期间气温较低，也
是供水管道爆漏的高发期。”
李嘉亮回忆着说，抢修时往往
需要半截身子泡在水中，寒风
吹过，人就会冷得不停颤抖，
手上的动作就会迟缓。这时
抢修队员就会轮番上阵，一个
坚持不住了，就换另一个上，
直到修复漏点为止，保障居民
们都用上清澈的自来水。

活动致敬“春节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