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幸是长沙高铁南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兼一支部

党支部书记，过去11年里，她的春节都在车站度过，今

年也不例外。

令贺幸最难忘的就是疫情发生的那个春节。那段时

间里，贺幸 24 小时待命。

贺幸告诉记者，当时自己不能回家，孩子只有 3 岁多，

能做的只有买一些零食送到小区门口，再返回岗位，想

孩子了，也只能和家人视频报平安。

“当时每个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们

面对乘客的慌张时，自己先要镇定下来，车站给我们的

配套防疫物资也很完备。”贺幸回忆 2019 年底时的情形。

12 年里，贺幸常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也

有很多暖心时刻。

有一次，一名酗酒男子喝了大量的酒后来到车站买

票，买完票后醉倒在地，得知情况的贺幸急忙前往现场，

配合联系公安、综治办等多个单位，最终将男子送往医

院抢救。

春运时期往往是高铁站最繁忙的时刻，有些男工作

人员甚至因为工作连轴转而腾不出时间理发。

 “要不我帮你们剪！”贺幸说道。

说干就干，于是她开始亲手帮男同事理发，希望通

过这样的方式节约时间，也更关注男同胞的工作环境，

让他们对高铁站产生一种归属感。

贺幸的丈夫是个山西汉子，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两

人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告诉记者，最开始谈恋

爱的时候，男方父母也会

不理解自己的工作性

质，用湖南话来讲

就是有点“搬翘”。

只要洪涝、下

雪，售票窗口将面

临大量的旅客退

改票，贺幸就要

保持高度紧张，并

到现场进行协调统筹

与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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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独生女，他有一套

口述：龙军祥
我是本村人，家里是养猪的，现在屋里养着

的十几头，都是我老婆管着的。我老婆很勤快，家

里卫生，猪场的卫生都收拾得利利索索。年轻的

时候，我们也喜欢吵架，我老婆脾气好，什么都忍

得了，我就一定要讲出来才行。现在年纪大了，吵

架就少多了。

我们有一个独生女。因为是独生女，我怕她会

变得自私，从小就教育她要多交朋友，学会奉献，

也要学会独立。我记得她读幼儿园的时候，有几

天下雨，我送她去幼儿园。后来天晴了，她也要送，

我就说你如果不自己去就别去了，她自己在家待了

一天发现没意思，第二天好早就爬起来，跟住在

楼下的同学一起去幼儿园了。

还有就是交朋友，我看现在好多小孩子抑郁

什么的，都是没有倾吐的对象。我觉得小孩子成长

过程中是一定要有朋友的。在交朋友的

过程中就学会了奉献、合作，也学会了

辨别社会的好与坏。我觉得这个教育

还是很成功的，我女儿现在也有自己的

圈子，虽然是独生女，一个人在外面做

事，还是很独立，我也比较放心。

兄弟三代，从未吵过架
口述：龙立浩

我 是 1951 年生的，今 年

71岁，我娘今年也 89 岁了。我

娘勤俭节约是出了名的，70 多

岁的时候，还下地干最重的活。

有次半夜一点钟，我爹醒过来，

看见床上没人了，到田里一看，

她已经割了半亩田了。他们那

时候累了就睡在田里，醒来就

做事。到现在了，我娘不愿意

住到城里，还是在家砍柴、捡

稻谷。

我 16 岁的时候到四川凉山

当雷达兵，每天都是到最高的

山上去，海拔 4000 多米，氧

气含量 60%，写一封信给家里

都要寄一个星期，一年就写那

么几封信。在凉山待了17 年，

那时候真苦，但是到了这个年

纪我才知道，年轻时候吃的苦

才是终身受益。

我弟弟比我小 20 岁，那时候他跑

出租车，晚上跑长途我要给他帮忙。

我们家里往上数三代，兄弟之间从来

没有吵过架，也不像现在有的还要谈

怎么分家产、怎么赡养父母，更别说为

了这个事情吵起来了。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我们的娘在家里只管收钱，只管

享福就是。只有家里和谐，互帮互助，

这个家才会兴旺发达。

我觉得我们农村妇女，也可以干很多事，

不要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打牌什么的。现在我

就开了一个劳务公司，组织村里年纪比较大、

有一点身体残疾、反应比较慢找不到事做的

人，帮助他们在外面找点搞卫生的工作。说

实话这个事不容易，我现在就是天天操心这

个，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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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

和谐

她们就地过年，让大家更好团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欧阳婷  朱泓江  张秋盈

每逢佳节忆团圆，
能否回家过年，总是
最牵动人心。

尽管我国疫情防
控形势总体平稳，但
全球疫情大流行仍在
高位运行，疫情风险
仍然存在，又逢春节
这一人员流动性较大
的时间节点，无论出
于稳定全国疫情防控
大局的要求，还是守
护一个健康祥和新春
佳节的需要，疫情防
控须臾不可放松。

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留在“第二故乡”
感受温情年味。比如
长 沙 就 在 1 月 26 日
宣布：真金白银留你
过年！连续生产有保
障、稳岗留工有红包、
员工返岗有补贴……

不少留在长沙过
年的外地人表示，“我
守护别人的家乡，别
人在我的家乡守护我
的亲人。”就地过年
正在成为一场守护与
被守护的双向奔赴。
由此而言， 就地过年
是一时留守，更是为
了长远的健康，也能
换来他日的团圆。

留湘过年，我的饭馆年味“不打折”
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正值

北方小年。

当钟表时针指向14 时，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的某饭馆依然宾朋满座。

“21 号桌加两个菜！”“14 号桌续

壶茶！”“24 号桌结账！”……        

为客人点菜上菜、端茶送水、计

算账单，整个中午，27岁的饭馆女服

务员陈嘉已连续工作三个多小时，饭

都来不及吃一口。“通常，从上午十一

点到下午两点半是客人午间来店吃饭的

主要时间段，之后如果没有新客上门，

我们才会吃午饭。但今天，‘饭点’可

能要往后推一个小时。”尽管忙得手脚

发酸，还饿着肚子，陈嘉仍干劲十足。

“年前一周到年后一周，员工工资翻倍，

累得多就赚得多嘛”。

实际上，陈嘉工作拼命的原因还有

一个——报恩。

陈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去

年春节前夕，饭馆受疫情影响，生意

远没有如今红火，有时，一天都迎不

来几拨客人。当时，大家都以为“工作

保不住了。”结果，老板不仅按时给员

工发放工资，还在新年正月初八给大

家发“财神”红包。“人都是讲感情的，

老板这么厚道，我也要懂得感恩。”于

是，考虑到年夜饭订单“爆单”，饭馆

员工短缺的情况，原本计划回老家西

安过年的陈嘉再次留在了长沙。

陈嘉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回家了。去

年她是有意躲避家人安排的“相亲局”

借故不返乡，而今年不回家则是考虑

全国防疫大局。

不过，说起老家的过年习俗，陈嘉

的兴致一下子就提高了起来。“我们那

边过年是要杀年猪的”。

陈嘉介绍，到了腊月，很多人家都

12 年春节坚守岗位，军嫂兼职“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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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杀猪，为过年包饺子、做菜准备肉料，

或者把吃不掉的肉腌制起来。“我家有

四姊妹，每到‘杀年猪’时，亲人们都

会赶回来帮忙。等猪杀好了，各家都

会分一些，剩下的家人亲戚会好好吃

上一顿，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饭聊

天，特别开心。”

尽管在长沙没有亲朋欢聚的过年

场景，没有杀猪、拜年的“年味”，但

老板的一个提议，让陈嘉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

每天不管生意如何，晚上10 点饭馆准

时打烊，之后，大家轮流去老板和留

守在长沙的员工家里‘加餐’。”

陈嘉家的饭局被安排在新年正月

初七，为此，她早早写下来了一张年

货采购清单。其中，绝味鸭脖、泡椒

凤爪等零食都是她的“必选项”，此外，

她还购买了冰冻水饺、自助火锅、烟

熏腊肉等美食。

临近采访结束，已是 16 时，陈嘉

和老板、厨师、服务员们围坐在一起，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再次勾起她对未

来的憧憬。“希望全球疫情早日结束，

今年再赚多一点钱，等回老家，一定

要好好孝敬父母。”

右二为龙立浩，对于这
个大家庭来说，母亲身
体健康，就是全家最大
的福气。

女 儿 在 外 工
作，也时常回
家看看。

她 在 他 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