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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谭好
春节将至， 思乡更切。 今年的春

节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 ， 与以往不
同， 有些人的归途， 变成逆行坚守，
有些人的团聚， 变成就地过年。

“算上今年， 我已经连续四年没
有回老家过年了 。” 说起就地过年 ，
长沙市芙蓉区湘湖街道跃进湖社区
长盛上东区物业经理吕海龙笑着说，
虽然远在东北的亲人都盼着他回去团
圆， 但是今年春节， 他还是依然选择
“留长过年 ”， 继续当好小区的守门
人。

“你们守护好小家， 我来守护大家”

今年 34 岁的吕海龙， 是吉林省
吉林市人。 对于从事物业工作已有 7
年的他来说， “就地过年” 其实并不
陌生， 小区的运转不会因为春节假期
而停止 ， 反而需要格 外 关 注 。 所
以 ， 作 为 物 业 人 的 他 们 ， 必 须 坚
守 岗 位 才 能 保 证业 主 们 过 上 平 安
祥和的春节。 “我是 2015 年来到长
沙的， 做过厨师， 当过保安， 进入物
业服务这一行,也是机缘巧合吧。” 提
起自己的工作经历， 这个高大的东北
小伙侃侃而谈。 “我以前有些自卑，
不太愿意同别人说话， 但是在与业主
们打交道的过程中， 慢慢的话多了，
性格也变开朗了。” 吕海龙告诉记者，

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 因为只有
父亲的陪伴， 所以性格比较内向。 但
是物业这个工作改变了他， 让他变得
更加自信。

吕海龙说， 去年本来是打算回东
北过春节的， 但考虑到儿子才出生不
久， 最终还是选择去妻子老家常德市
澧县过年， “幸好当时没回去， 不然
想赶回来也赶不回来了。” 回想起当
时的情况， 吕海龙有些后怕， 因为疫
情的突如其来， 他心里特别担心小区
那 1100 多户居民的安全问题。 正月
初三 ， 在全国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

刻， 他毅然决定逆行而上， 从常德赶
回长沙， 用行动守护着小区的平安。
“那时心里也害怕， 但这正是需要我
们物业坚守一线抗疫的时候， 所以我
就回来了。”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 吕海龙和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入户排查工作，
耐心劝导小区内住户尽量不要出门，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提醒每一位业主
提高警惕， 积极应对， 不恐慌、 不乱
来。 同时， 那段日子， 吕海龙也会和
同事们轮流值班， 全天候 24 小时坚
守岗位， 并安排人每日坚持两次对小
区公共区域的电梯厢按钮和扶手、 楼
梯通道、 车库等重点区域进行卫生清
扫及消毒。 “只有守护好了大家， 我
才会安心 !” 吕海龙双目炯炯 ,语调很
轻， 却很坚定。

“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都是团圆”

为了守护小区的稳定， 作为物业
经理的吕海龙， 其实很早就做好了就
地过年的打算， 2020 年 12 月初， 还
提前让远在吉林的父亲来到长沙。 在
吕海龙看来， 不管在哪里， 只要一家
人在一起就是团圆。 “父亲为了我大
老远的赶来团聚， 很感动。” 吕海龙
说到相依为命的父亲时， 眼角泛起了
泪花。 在最重要的节日， 父亲能过来
陪他， 吕海龙觉得， 这就是一种莫大

的幸福。
虽是北方人， 但因在长沙生活工

作已有七年， 而且还认识了漂亮的妻
子， 有了可爱的儿子。 在守护小区这
个 “大家” 的同时， 吕海龙也有了自
己的 “小家”。 “我很喜欢长沙， 这
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吕海龙面带
笑容道 。 而在谈论起南北过年习俗
时 ， 吕海龙更是有着说不完的话 ：
“北方过年喜欢穿厚厚的花棉袄， 喜
欢放烟花鞭炮， 每家每户都会挂上大
红灯笼， 特别喜庆。 另外在过年前，
我们会杀年猪， 做杀猪菜， 大家围坐
在炕上， 吃着肉， 喝着酒， 气氛可融
洽了。 还有咱们过年一定要吃饺子。
南方过年习俗有些不同， 但气氛一样
很浓。 在妻子老家澧县， 一到过年就
必须走亲戚 ， 今天这家聚明天那家
聚 ， 珍珠丸子 、 腊鱼 、 腊肉各种美
食， 都非常好吃。” 尽管很想念老家
的一切， 但妻子家那一大家子， 同样
让吕海龙心生温暖。

吕海龙说， 在今年春节期间， 他
会带领员工站好每一班岗， 做好自己
该做的事。 “有关疫情防控的各项
措 施 我 们 早 已 做 好 ， 物 资 也 准 备
充 足 ， 我 们 会认 真 坚 守 岗 位 ， 保
证小区和业主的平安 ， 让大家过好
年。 当然， 也要祝福远方的亲人春节
快乐， 牛气旺旺！”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刘双昀
年味越来越重了， 随着时间的推

进 ， 许多人默默切换成了 “就地过
年” 模式， 流行起 5G 式拜年、 云端
式聚会。 今年， 湖南人谷高一家也决
定在工作地———深圳过年。

今年， 是谷高在深圳的第十年。
10 年前， 谷高大学毕业后， 应聘至
一家知名公司担任技术岗位。 十年，
他从一个普通员工做起， 如今已是团
队负责人 。 在深圳 ， 他成了家立了
业， 如今有了 2 岁多的宝宝， 爱情事
业双丰收。 今年春节为了不给防疫增
加负担， 减少人员流动， 谷高决定带
着孩子老婆母亲一起留在深圳过年，
体验不一样的春节。

今年不回老家过年， 谷高早早地
就给岳父母打了电话， 说明原委， 请
他们理解和原谅不能回家团圆。 岳父
母年前盖了新房， 谷高本计划带老婆
孩子回去庆祝的， 车票都订好了。 但
是因为今年情况特殊 ， 决定就地过

年， 只能取消原计划。 岳父母是通情
达理的人， 表示来日方长， 方便时再
回家也是一样的。 谷高退了车票， 又
在网上给岳父岳母买了些年货， 给他
们转了一些钱 ， 嘱咐他们多买些年
货。 “尽管我们不能团聚， 但是过年
的仪式一个都不少。”

谷高了解到， 广东人的年夜饭讲
究 “好意头”， 向来都秉承喜庆、 吉

祥的传统习俗， 因此一般菜式的名字
都会蕴含吉祥如意 ， 带有浓浓的年
味。 如取鸡同 “吉” 谐音的好寓头，
白切鸡必定是筵席的第一道菜 ， 其
余必不可少的则是象征年年有余的
海鲜、 寓意 “盆” 满钵满的盆菜、 做
什么都会顺顺利利的发菜猪手……每
逢过年， 广东人在各种美食的诱惑下，
一定能被喂到肚子圆鼓鼓！ 今年的大年
三十， 几个本地同事邀请谷高全家一
起吃年夜饭守岁， 过一个带有浓郁广
东特色的新年。 谷高笑称： “留在这
里过年， 恐怕要胖上好几斤呢。”

今年春节， 谷高计划利用这难得
的春节假期， 带着家人在周边逛逛。
尽管来深圳已 10 年， 但平时忙碌的
工作让他几乎没时间去享受生活。 今
年趁着在深圳过年的悠长假期， 他早
早地把假期计划做好了。 准备带着一
家老小去周边城市自驾游， 逛逛游乐
场、 泡泡温泉、 爬爬山。

谷高所在的单位为了激励员工留

下， 公司提前做好了防疫和后勤保障
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生产正常运转，
满足员工生活需求， 而且正月初一、
初二、 初三在岗员工按要求可拿 “三
倍工资”。 除了 “真金白银” 的补贴，
公司还会在春节期间开放健身房、 电
脑室， 让留在这里的员工有更多休闲
娱乐的选择。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
日， 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抹不
去的情结 。 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下， 就地过年会让许多人体验到不一
样的春节， 但谷高相信， “此心安处
是吾乡 ”，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只要大家勠
力同心、 共克时艰， 很快就能等到春
暖花开， 到时候再安心团圆！

坚守岗位， 守护万家灯火的物业人

留在深圳过年 也有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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