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55岁的肖证祥来说，这个春节着实让他
“放肆”了一回。从除夕到正月初二，他不仅带
老伴看了一场电影，还和她一起购置了新衣服、
新鞋子，花费一点不比回家过年少。

“以往回家过年，开销主要在往返的车费和
亲友的礼品上。”肖证祥说，从湘潭到京山没有
直达的火车，每次都需转好几趟车才能到家，往
返一趟就要花上好几百元，节日期间去亲朋好
友家拜年，除了带上礼品，还要给小朋友发压岁
钱，加起来也是上千元。

2月12日（正月初一），在“就地过年”的倡议
下，夫妻俩没有回老家。为了犒劳自己，肖证祥

和老伴在东方红广场祭拜了毛主席后，提议到电
影院看场电影过个时尚年。这一提议得到了老
伴的赞同。自2004年夫妻俩来到岳塘区岳塘街
道农贸市场做起净菜生意以来，每天起早贪黑地
择菜、洗菜，准备30多个菜品，手上都生茧了。

“这个春节，我和老伴特意看了一场 3D电
影，体验了一把高科技的观影方式。”说到这，肖
证祥陷入了回忆。小时候，每次听说村里要放
电影，他都会早早地搬着小板凳去占位置，然后
等待工作人员架银幕、放电影，对村里人来说看
电影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看完电影后，本着新年穿新衣的传统习俗，
夫妻俩又来到了商场挑选新衣服。看到老伴犹
豫的眼神，肖证祥连忙劝说：“刚来湘潭时，两个
女儿都还在读书，赚的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如
今两个女儿都已工作，不需要我们操心，喜欢什
么只管买，别操心价格。”一番话让老伴放下了
心中的顾虑，从头到脚都置办了一番。

“放肆”了一天后，肖证祥粗略地计算了一
下开支，一场电影加上一身行头，夫妻俩一共花
了2000多元。若是以前，夫妻俩肯定舍不得，但
今年不同，他们有了花钱的底气，这底气来自这
些年辛苦的劳作以及今年春节前夕不错的生
意。“今年不少人选择在家就餐，前来买净菜的
顾客也增多了。”肖证祥说。

在休息了两天后，2月14日（正月初三）早晨6
点，肖证祥正式开门营业。他告诉我们，自父母去
世后，他俩每隔两年才回一次老家，和兄弟姐妹聚
在一起聊聊。2013年，两人在霞光西路附近买了
一套房子后，湘潭就已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逢年
过节两个女儿都会来湘潭和他们团聚。

2021年1月初，我国多地出现多点零星散发新冠肺炎病例甚至局部聚集

性疫情，在此背景下，各地陆续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鼓励

外来人员就地过年。我市也积极响应号召，鼓励外来务工者就地过年。

这些响应号召，留守在各自岗位或临时居住地的外地人，有的是第一次

在湘潭过年，有的已经把湘潭当成了第二故乡。我们将笔尖和镜头对准他

们，晒一晒他们春节休假期在湘潭就地过年的消费账单，看看“湘潭年”给他

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陈德娟在万达影城自动取票机取票。
（本报记者 罗韬 摄）

袁林是江西萍乡人，2019年从南昌大学材
料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就进入湘钢工作。2020
年 4月湘钢精品棒材厂棒三线试生产以来，他
担任该生产线调度室主任，白班、中班、夜班三
班倒，春节期间也不例外。今年是他第一次在
湘潭过年，刨开正常上班和休息时间外，春节期
间他只有2天空闲时间。

2月11日（大年三十）这天，正好轮到袁林上
中班（16：00-24:00）。往常中班上午这段时间，
他一般都在补觉，这天却起了个早床，因为当天
他的新婚妻子自驾从娄底赶来湘潭陪他过年。

“她在娄底教书，我在湘潭炼钢，长期分居
两地。”袁林十分珍惜这短暂的“二人世界”，尽
管自己要倒班，还是想着挤出一些休息时间陪
妻子。他提前一天就在手机上抢购了大年初一
凌晨的《唐人街探案3》电影票。因为是贺岁档，
这个时间段的票价比往常要贵很多，两张电影
票他花了168元。

一边要照顾家庭，一边也要搞好工作。
投资6.5亿元的棒三线，主要生产高端合结

钢、齿轮钢、轴承钢、弹簧钢等，是目前湘钢智能
化水平最高的一条棒材生产线，日产达 2600
吨。作为该生产线调度室主任，袁林深感责任
重大，将妻子安顿好后，他又按时出现在工作岗
位上。排生产计划、开调度会、现场巡检……一

切按部就班，一点也不马虎。
“除了在调度室通过27块显示屏监控生产现

场情况外，每隔1小时还要去现场巡检。”袁林说，
棒三线设有4个巡检点，在现场巡检走一圈回来
少说也要半个小时。就这样，袁林的“年三十”和
这一年的其他工作日一样，在生产现场度过了。

24点交班后，他赶回家洗了个澡，然后和妻
子一起去看了他们农历新年的首场电影。

“这个春节，我们一共看了 3场电影，花费
362元。”袁林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没时
间带妻子出去游玩，俩人都喜欢看电影，就利用
空闲时间追了几场热门的电影。春节期间的电
影院十分热闹，几乎场场爆满，想要选个好场次
好位置，需要提前几天抢票。看了《你好，李焕
英》后，两名背井离乡的年轻人都特别想念家乡
的父母，他们通过视频电话，告知父母自己在湘
潭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好让父母放心。

2月 13日大年初二，丘志文春节期间唯一的一天
轮休，早上 7点多他就跑到超市买了牛肉、羊肉、猪肉、
白菜、红薯粉、油豆腐……这天他要亲自下厨，邀请湘
潭的好朋友一起吃火锅。

消瘦黝黑的外表，一口广式普通话，这是丘志文给
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老实的外表下是丘志文的热情好
客，在湘潭公交公司定制公交分公司开公交车的 6年
里，他也结交了好几个铁哥们，小夏是一名长途货车司
机，小高是一名技术工人，小李是一位销售……虽然大
家年纪、籍贯、工作各不相同，但湘潭成了他们缘分的
枢纽。今年 56岁的丘志文是这群兄弟中年纪最大的，
因此他平时不自觉地会以老大哥的身份去照顾其他
人。今年春节，他们约好了在丘志文家里吃火锅。

大家都知道丘志文开公交车比较忙，每逢节假日
他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每次聚会大家都会就着丘志
文的时间来安排。大年初二一大早，丘志文买完菜回
家，他的两个孩子就给他打来了视频电话。“昨天一天
都在开车，没时间和你们聊天，我身体很好，你们不要
操心，关键是你们要好好工作，保重身体，今年按照惯
例给你们每人100块钱红包，等以后成家了就不给了。”
和孩子聊天是丘志文最开心的时候，此外就是和好兄
弟在一起侃大山。

丘志文说，自己是一个节省的人，工资除了缴房租
和日常花销外，其他大部分都存下来准备留给孩子。

“虽然我跟他们说不会留一分钱给他们，但其实还是悄
悄把钱攒下来了。”丘志文笑着说，春节期间他总共只
有两笔大的开销，一笔是给孩子们 200元的压岁钱，一
笔就是做火锅买材料花出去的424元。

中午时分，丘志文的火锅做好了，朋友们也都到齐
了，好几位朋友特意带了酒，希望能在这个喜庆的日子
里把酒言欢。朋友的好几次劝酒都被丘志文推辞了，
他说自己明天一大早还要开车，怕喝酒影响第二天的
工作。对于2021年，丘志文有一个短期的愿望，他希望
自己的孩子踏实工作，早日成家。对于更远的未来，丘
志文说自己没有什么大抱负，就希望孩子和朋友都能
够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妈，今年国家提倡就地过年，正好公司这边有事，
我不回来了。”

“好，你在湘潭安心工作，好好照顾自己，保重身体……”
2月8日，离农历新年还有三天时间，陈德娟艰难地做了
不回家的决定。远嫁湘潭 14年，这是她第二次没有回
江苏。

2007年，江苏连云港人陈德娟来到湘潭市竹埠港
建筑垃圾再利用有限公司务工。没想到这一来成了半
个湘潭人，因为爱情，她远嫁至此。工作上，她是多面
手，一边忙着仓库出库货品上称计量，一边帮着公司做
财务工作。家庭中，她是贤内助，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照
顾儿子丈夫的生活起居。

离乡背井的女儿，内心最为牵挂的是千里之外的父
母。往年腊月二十七，陈德娟拉上丈夫，带着儿子踏上
返乡火车。即便车程要 20个多小时，但路再长，心温
暖。今年，国家发出了“非必要不返乡”号召，她思索再
三后决定就地过年。许久没在湘潭过年，陈德娟突然没
有了往年的路途奔波与紧张的年货筹备工作，在婆家拜
完年后，她窝在自己家中玩起了手机。

看着朋友圈中《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好评如潮，又是
讲述母女的故事。陈德娟带着儿子一起走进电影院。看完
电影，陈德娟内心有些许多感触。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母亲
李焕英与穿越回到过去女儿贾晓玲在餐馆喝酒。贾晓玲希
望妈妈与厂长儿子结婚，生下比自己更有出息的孩子，但妈
妈李焕英却说了一句话：“我只希望她能获得健康快乐”，令
贾晓玲瞬间泪崩。屏幕前，陈德娟已是泪流满面。

“我的妈妈是第一次做妈妈，她做的很出色；我是第
一次做女儿，什么也没有做好。”陈德娟说，在潭多年，不
是忙于工作，就是忙于建设自己的小家庭，疏于对父母
的关心。今年因为疫情与工作需求，没能陪父母过一个
团圆年，内心非常遗憾。等疫情稳定后，春暖花开之时，
我一定要接父母来湘潭，带他们欣赏大美湘潭的变化，
尝尝他们最爱的酱板鸭与灯芯糕，在我的“第二故乡”土
地上，来一次久违的大“团圆”。

风里雨里，他们等你。从大年三十至今，快递
员杨帆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穿梭在宝庆路附近的
各个小区，第一时间把包裹送到收件人手中。

“大年初一还送包裹，你们真的是太敬业
了，谢谢你了。”2月 12日早上 9点多，杨帆送完
了第一单包裹。在春节里送包裹，他感觉客户
的态度也变得热情了，这让他多了几分干劲。
随后，他开着送货车穿梭在小区，挨个给收件人
打电话，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忙碌的派件工作。
由于时间特殊，好几个派出的包裹都没人接收，
这降低了杨帆的工作效率，一天下来送出了 91
个包裹，平时他至少都能送出100多个。

“虽然包裹送得少，但是有加班补助，工资
会比平时高很多，想到这里心里还是美滋滋
的。”杨帆告诉我们，自己老家在辽宁，就地过年
也没有很多亲戚要走，所以他干脆申请加班，这

样也能多攒点钱。
今年 27岁的杨帆来湘潭已经 7年了，在邮

政公司从事快递员也有 3个年头，如今业务越
来越熟练，工资也越拿越高。杨帆告诉我们，其
实一开始人生地不熟，送快递效率也不高。后
来他在送包裹的过程中，有个湘潭人看着自己
服务态度好，一来二去就成为了熟人，再后来渐
渐成为朋友。现在，这位湘潭朋友经常给他介
绍业务，自己的工作才渐渐进入状态。

大年初一下午 6点，杨帆终于下班了。于
是他到超市特意挑选了湘潭朋友喜欢的水果、
零食，然后趁着晚上到他家拜年。这也成了过
年期间，杨帆为数不多的一笔支出，总共花费了
350元。那天晚上，杨帆和他的几个湘潭小伙伴
一直聊到了深夜，特别开心。

杨帆告诉我们，他很喜欢湘潭这座城市，眼
看着这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城市越来越漂
亮，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他希望以
后能在湘潭定下来，让湘潭成为自己的第二故
乡。杨帆说，目前他已经在湘潭买好了房子，未
来他还要继续奋斗，买车子、搞装修、娶老婆。说
到这里，杨帆不自觉地笑了，显得特别开心。

人物：袁林
家乡：江西省萍乡市
工作单位：华菱湘钢
账单金额：362元

人物：丘志文
家乡：广东省清远市
工作单位：湘潭公交公司定
制公交分公司
账单金额：624元

人物：陈德娟
家乡：江苏省连云港市
工作单位：湘潭市竹埠港建筑垃
圾再利用有限公司
金额：116元

人物：肖证祥
家乡：湖北省京山市
职业类别：个体经营户
账单金额：2000多元

人物：杨帆
家乡：辽宁省阜新市
工作单位：湘潭邮政公司
账单金额：350元

湘钢棒材厂棒三线调度主任袁林（左）春
节坚守岗位检查成品质量。

（本报记者 罗韬 摄）

天气逐渐变暖了，肖证祥为自己挑选了
一双合适的鞋子。 （本报记者 罗韬 摄）

我市5个审计项目
获评全省优秀
本报讯（记者 杨阳 通讯员 周继

超）日前，全省审计工作会议通报表彰了
2020年优秀审计项目，我市选送的6个审
计项目，有5个榜上有名。

市审计局组织实施的医保基金管
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及省厅组织、
市审计局实施的常宁市委书记、常宁市
人民政府市长任职期间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任中）审计荣获市级全省审计机关优
秀审计项目一等奖，湘乡市审计局、韶山
市审计局、雨湖区审计局实施的审计项
目分别荣获县级全省审计机关优秀审计
项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近年来，全市审计机关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
把审计质量作为审计工作的“生命线”，
着力打造全省优秀审计项目，审计成果
的质量和水平都有较大提升。审计工作
集中、及时揭示和反映经济社会运行中
的新情况、新问题，移送一批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推动有关单位制定修订一系列
制度，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
深化改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反腐
倡廉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2020年，市
审计局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圆满完
成审计署重点课题，深入推进全国内审
试点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市审计工作迈
上新台阶、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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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宝公司
捧回国、省两块金字招牌

本报讯（记者 杨阳 通讯员 吕春燕）2月19日，
我们从湘潭产业集团了解到，该集团旗下的聚宝金
昊农业高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公司）再度蝉联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殊荣，同时获得了
“湖南省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标杆龙头企业”荣誉
称号，捧回了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两块含金量最高
的牌匾。

聚宝公司是市属粮食行业中最大的集粮食种
植、收购、储备、加工、销售和物流为一体的企业。作
为一家有着20多年发展历史的企业，该公司不断探
索和实践，以创新管理模式、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做
大做强品牌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发
展。该公司发展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原有的传
统粮食储存、加工和贸易；一是 30万吨/年稻谷全利
用清洁加工产业化项目。

近年来，为壮大国家级龙头企业和“金昊”品牌
影响力，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公司与江南大学开
展战略合作，建立稻谷清洁加工联合研究中心，共同
实施《30万吨/年稻谷全利用清洁加工产业化建设项
目》（下称30万吨项目）。

30万吨项目开发的米制品专用粉为米制品生产
企业提供专用化、标准化原料，革新了传统生产工艺
和装备，有效提高食品安全和产品稳定性。米制品
应用企业可实现废水零排放，有力推动了米制品行
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该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
外空白，实现从收购、仓储、加工到米制品标准专用
粉生产整个链条的可控可监督的闭环运行管理，有
效推动了湘潭市、湖南省乃至全国粮食行业科技创
新，助力湘潭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粮食科技创新转型发展的同时，聚宝公司牵
头成立了“湘潭市聚宝金昊稻米产业化联合体”，联
合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农户，以分工协
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
平均每年建立稻谷订单种植基地10万亩以上，带动
农户增收。同时，聚宝公司还承担了省级和区级重
点产业扶贫项目，在雨湖区姜畲镇石龙村、清泉村实
施，为 361名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免费提供水稻种植
生产资料，优先收购贫困户种植的稻谷，提高了种粮
农民的积极性和收入水平，促进了乡村振兴。

聚宝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他们将以国、省
荣誉为新的出发点，加强在稻谷精深加工领域的研
发，加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着力打造湘潭本土
首家真正农业板块上市公司。公司将充分发挥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引领现
代农业生产、引领技术集成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
展、引领乡土品牌打造、引领利益机制完善，为加快
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为
推动“湘米出湘”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