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医疗设备发出的滴答声，以
及医护人员书写病例的沙沙声，很难
听到其他声响。2月 11日下午，穿上
隔离服，套上鞋套，走过一段狭长的
走廊，记者获准进入市一医院重症医
学科。

走进科室的重症监护室，医务人
员有的在监测各种数据，有的在书写
纸质病历，还有的在照顾患者进食、
翻身、输液。春节还留在重症监护室
的病人，大多是失去意识或生活无法
自理的病人。“重症医学科的护士是
高级保姆，不但负责病人的治疗，还
要 24小时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护
士长叶又铭年纪虽轻，却是重症科的
老员工，2008年开科至今，她一直坚
守在这里，根本记不起有多少个除夕
是在病房度过的。刚聊了两句，她就

发现了一名正在无意识翻身的病人，
赶紧上前照料。

“每一个细节都事关生死，所以
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不
能有丝毫大意。”科室主任易钊泉表
情很严肃。他介绍，重症医学科有17
张床位，目前还有 10人留在这里，都
是心脏骤停、肿瘤晚期或脏器衰竭的
病人，特别需要细心呵护。

2020 年春节后，易钊泉白甲出
征，担任湘潭市第一批支援湖北省黄
冈市医疗队队长，在黄冈市奋战 41
天。好不容易等到今年春节，易钊泉
把除夕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让给了同
事。易钊泉说，从事了这份职业就意
味着要牺牲节假日，牺牲一些陪伴家
人的机会，“任何职业都伟大，祈愿牛
年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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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月 11
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
首就中国牛年春节相互拜年，并就双
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

拜登向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
人民春节快乐、繁荣发展。习近平再
次祝贺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并祝
中美两国人民新春愉快、牛年吉祥。

习近平指出，过去半个多世纪，国
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
关系恢复和发展。虽然期间也经历了
不少曲折和困难，但总体不断向前，而
且取得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两国人民，
也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美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
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
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
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
处于重要关口。推动中美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盼。你说过，美国最大的特点
是可能性。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朝
着有利于两国关系改善的方向发
展。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
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
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美在一些问题上

会有不同看法，关键是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
处理。两国外交部门可就双边关系
中的广泛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深入沟通，两国经济、金融、执
法、军队等部门也可以多开展一些接
触。中美双方应该重新建立各种对
话机制，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
避免误解误判。要分清哪些是分歧，
要很好管控；哪些有合作意义，共同
推动走上合作轨道。台湾、涉港、涉
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
心利益，慎重行事。

习近平强调，面对当前充满不确
定性的国际形势，中美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着特殊国际责
任和义务。双方应该顺应世界潮流，
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拜登表示，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
和伟大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
的人民。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
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
作。美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的
精神，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增进
相互理解，避免误解误判。

两国元首都认为，今天的通话将向
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双方同意就中美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本报讯（记者 符瑶） 2月 11日
（大年三十）上午，韶山市实验中学
的食堂里格外热闹。由于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春节，来自新疆的
85名湖南援疆韶山初中班学生，选
择了就地过年。除夕这天，学生们
和老师们一块包饺子，感受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

上午 10点，援疆韶山初中班 85
班和98班的新疆学生们陆续来到食
堂，准备包饺子。为了 85名新疆学
生的这顿饺子，食堂师傅早上6点多
就开始和面、调馅，做好包饺子的准

备工作。
“包饺子咯！”擀皮、放馅，将饺

子皮对折捏紧。对于这些新疆学生
来说，包饺子的初体验让他们感觉
很新鲜、很有趣。学生们纷纷上阵，
分工合作，大显身手，年味伴着欢笑
声更浓了。

“包饺子很好玩，很新鲜！”来自
新疆吐鲁番市的艾热提告诉记者，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盛大节日古
尔邦节，对于新疆人是“过年”。今
年，是他第一次在外地过春节。除
了包饺子，他和同学们还在寝室和

教室贴上了春联、窗花，这些都是很
特别的体验。

“第一次在学校过春节，和老师
同学们一起过年很开心！”初二年级
98班的阿迪莱·阿布力孜说：“放寒
假以来，除了学习，学校几乎天天都
有活动安排，老师也很关心我们，让
我们感到学校就是第二个家。”

为了让新疆班学生开开心心过
新年，韶山实验中学上至校长，下至
食堂师傅，10多名职工牺牲了节日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陪着这些身在
异乡的孩子过春节。

韶山实验中学校长赵强介绍，
学校倡导新疆学生就地过年，得到
学生及家长们的支持。目前学校85
名新疆学生及8名内派的新疆老师、
厨师全部留在湘潭。为保障学生们
节日及寒假生活，学校食堂寒假期
间继续供应新疆饮食，部分老师值
班值守，全力让学生们感受大家庭
的温暖。学校还用心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如篮球赛、乒乓球赛、羽
毛球赛等体育活动，还举行文艺表
演、红歌比赛，组织学生观影等，丰
富学生们的假期文化生活。

“你包的饺子一点都不帅，
我来教你吧!”“谁的饺子包得最
好，奖励一瓶饮料!”2月11日，大
年除夕，武警湘潭支队执勤二大
队执勤三中队官兵欢聚一堂，开
展集体包饺子活动，让远离家乡
和亲人的战士们感受浓浓的年
味。

当天，中队食堂里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看到炊事员忙得不亦
乐乎，几名小战士也跃跃欲试，纷
纷挽起衣袖一展身手。大家分工
协作，有的洗菜，有的剁馅，有的拌
馅，还互相比较谁包的饺子好看，
谁包的饺子馅多，气氛和谐温馨。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很有成就
感。虽然不能与父母一起分享，但
部队也有浓浓的亲情与家的味

道。”战士刘华锋动情地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包

饺子任务顺利完成。此时，炊事
员架起锅，开始煮饺子、蒸饺
子。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
时，战士们一片欢呼声，争先恐
后地寻找着自己包的饺子，大家
吃着饺子，分享着快乐，互相祝
福，喜迎新春佳节。

2月11日11时30分，不少市民家
中已是热菜上桌，全家准备吃团圆饭
了。在岳塘区双拥广场，岳塘交警大
队二中队队长张里正站在十字路口
的交警指挥台上指挥着交通。“虽然
路口大多靠交通信号灯指挥交通，但
手势操仍是交警的基本功，我也想用
这样的仪式感表达对市民春节的祝
福。”张里说。

岳塘交警大队二中队共有 12名
民警和 21名辅警，负责三大桥、莲城
大桥桥面以及宝塔路口、教育局路
口、板摄路口范围内的交通秩序维
护，是岳塘交警大队管辖范围最大的
中队。春节期间，两座大桥的通行压
力较大，中队按照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的统一安排和持续推进“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的要求，每天
安排三分之二的警力在路面值守，确
保路畅人安。

“成为交警以后，越是过节任务
越重，我们早已没有年节的概念。”张
里是汨罗人，今年 30岁，是中队的顶
梁柱，因为中队民警的平均年龄在50
岁以上，大多数是本地人。除夕夜，
张里依然坚守在岗位，“老同志们平
时都很辛苦，春节里尽量让他们与家
人团聚。”张里说，今年父母与姐姐在
广东珠海过年，妻子带着儿子春节前
到了汨罗的岳母家。因为疫情原因，
他已两年没与父母一起过春节了。

张里说，他到湘潭工作已经十
年，早已习惯了交警的工作模式，“越
是节假日工作压力越大”，这两年他
都选择除夕夜值班，下晚班后再往老
家赶，“一路上看到满天星斗，跨年时
天空上绽放着灿烂的烟花，我觉得，
能守护平安守护我们的家是件幸福
的事！”

下转4版①

穿新衣、吃团圆饭、看春晚……2月 11日，
农历大年三十，在市救助管理站，3名暂时不能
回家的受助人员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喜
气洋洋地过了个暖心节。

当天上午，我们一到市救助管理站，就看到
大门外张贴着喜庆的对联，挂着红红的灯笼，春
节氛围浓厚。走进站内，工作人员正照顾受助
人员起床，穿上崭新的衣服。

“吃饭了……”中午12点，随着工作人员的
热情招呼，受助人员来到食堂，吃起了团圆饭。
目前滞留在市救助管理站的临时受助人员共有
3名，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春节暂时无法回家。
为了让他们在站里过个喜庆年，市救助管理站提
前为每人准备了新衣，每个床铺都换上了新棉
被，并购置了充足的过年物资，让受助人员在这
里安心过年。

我们走进受助人员的房间看到，每张床铺
都整理得干净整齐，棉被、枕套也都更换一新，
屋内空调吹着暖风，温度适宜。不一会儿，工作
人员又端来了瓜子、花生、糖和水果，分发给每
名受助人员。晚上，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大家观
看春节联欢晚会，让受助人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尽管来到这里的人大多都有不幸或不堪
回首的遭遇，可每个人思乡的感情是不变的。
我们尽量给他们营造家的感觉，让他们吃得
好，住得好。”当天值班的杨笑路告诉我们，这
段时间，节前返乡返家人员较多，需要救助的
人也增多，春节对受助人员的服务更要细心和
贴心。

和去年除夕一样，又是连续多天
的阴雨绵绵，2月11日一大早，双马垃
圾填埋场场长李忠就赶到了场内，他
操心的不是年夜饭吃什么，而是大坝
怎么样了？雨水和污水有没有混合
流到下游？

上午 10点多，垃圾填埋场内的
工作人员已经工作了近 4个小时，就
算天气再恶劣，垃圾清运车仍会按
时把垃圾送过来，如果不及时处理，
垃圾成堆就更容易造成污水外流。
堤上铲车撬动着垃圾翻滚，发出浓
烈的酸臭味，让人感到一阵恶心反
胃；堤下，综合班班长杨建成正带着
6名工作人员奋力拖动着厚重的塑
胶盖膜，覆盖压实后的垃圾。他说：

“最近一直是雨天，场内无法打药，
所以味道重了一些，但我们都早就
习惯了。”

杨建成今年58岁，老家在湖北省
监利县，今年是他在双马垃圾填埋场
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在他的带动下，
还有 5名老乡也来到这里工作，加上
来自衡东县的李跃进，综合班共有 7
人，也就是他们每天负责场内所有垃
圾的清理、覆盖和消毒工作。去年春
节，因为疫情原因，5名工友回家过年
后就无法返回湘潭工作，杨建成和李
跃进在场内整整工作了 2个多月，每
天工作近18个小时，除了承担原来的
工作之外，还兼顾了全市废弃口罩的
存放和处理。 下转4版②

2月11日是除夕，上午9点半，雨
湖区建设北路道路干净整洁，垃圾桶
外侧一尘不染。这是雨湖环卫服务
中心建北清扫小组的环卫工人们连
续工作 5 个小时的成果。一年 365
天，每天的工作节奏都是如此，除夕
对他们来说，就是普通的工作日。

58岁的周跃军是小组的组长，在
雨湖环卫服务中心已经工作5年。当
天凌晨 4点半，他照常从南盘岭的家
中出发，来到路段上与同事们会合，
简单地交代一下，大家便开始了一天
的清扫工作。建北清扫小组共有 43
名环卫工人，分成两个小组，负责一
大桥桥面至桃园路口的路面清扫及
垃圾桶清洗工作。“一个段位 5名员
工，300米就有一个垃圾桶，工作量还
是不小的。”周跃军说，现在城区主干

道主要依靠清扫车，但人行道和清扫
车到不了的小巷就得靠人工操作，班
组的员工平均年龄55岁，工龄久的已
经超过 20年，最短的也有两三年了。

“大家相处融洽，亲如一家，工作起来
也不觉得累了。”

52岁的谭燕如已在环卫中心工
作了 7年，今年除夕又轮到她上岗。

“我儿子是消防队员，工作也很辛苦，
今年除夕他也在队里值班，我们母子
已经提前吃了团年饭了。”

刘恒志是哈尔滨人，因为儿子工
作的原因，他们举家来潭已经4年半，

“这几年湘潭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住房条件也逐年提升，这有
我们的一份功劳！”刘恒志说，他已有
3年没回老家过年了，“没关系，哪里
有亲人哪里就是家！”

2月 11日，大年三十。晚上
9点半，有游客陆续前往韶山毛
泽东广场。在韶山市税务局工
作的山东人杨凯和其他外省籍
同事，身穿红马甲，正在韶山村
村部附近开展志愿服务。今年
春节，韶山市税务局 7名外省职
工积极响应疫情常态化防控措
施，选择了就地过年。除夕夜，
不能回家过年的他们，主动当起
了志愿者，让这个年过得更特
别、更有意义。

“请您先接受体温测量。”“请
您佩戴好口罩。”志愿服务过程
中，杨凯耐心劝导游客做好防疫
措施，并热情为游客提供乘车咨
询等服务。

杨凯在韶山工作已有 5个
年头。今年春节，是 30多岁的
他第一次在外地过年。“爷爷已
九十高龄，父母也是花甲之年，
尽管他们都特别盼望家人团聚，
但对我选择就地过年，他们表示
理解和支持。”杨凯说。

“外面冷不冷啊？”“年夜饭
吃的什么？”开展志愿服务中途
休息时，杨凯用手机和家人视频
拜年，家人的嘘寒问暖让杨凯感
到心里暖暖的。“看我一人在异
乡过年，家人确实感到有些心
酸。但看到我在毛主席家乡当
志愿者，奉献自己，帮助别人，他
们又感到很开心、很自豪。”杨凯
说，今年过年虽然不能和家人团

圆，有点遗憾，但抗击疫情，人人
有责。作为一名党员，这次就地
过年做志愿者的经历让他深切
体会到，为人民服务就在身边的
点滴之中。

同样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的，
还有来自江西婺源的余淇河。值
得一提的是，同为江西人的男朋
友，特意来到韶山陪余淇河过年。

今年春节，余淇河原定到
男朋友家里见家长，所以早早
就预订了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但随着国内部分区域疫情反
弹，犹豫再三，余淇河还是退掉
了返乡的车票。“男朋友知道我
不回家过年的消息后，也退掉
了回家的车票。 下转4版③

85名新疆学生韶山过春节

饺子里的年味
本报记者 宋锴

除夕当天，新疆班学生和老师一起贴窗花，迎新年。（本报记者 方阳 摄） 武警战士一起包饺子迎接农历牛年。（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就地过年，他们当起了志愿者
本报记者 符瑶

救助站里过大年
不再流浪有温暖

本报记者 谭丽

遥看跨年烟火 守护平安守护家
本报记者 吴珊

最后的坚守 最暖的陪伴
本报记者 吴珊

工作在湘潭 湘潭就是家
本报记者 吴珊

重症监护室里的别样除夕
本报记者 吴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