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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春节期间， 千家万户都沉浸在阖
家团圆的喜悦中，但有一群人，他们依
然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卫着万
家灯火和百姓的安全。 正是这样的人，
用他们辛勤的工作和坚守，支撑起了我
们每一次的团圆。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一大早，环卫
工人们已经开始了清扫保洁工作。他们
有的在清扫街道， 有的在清运垃圾，有
的在擦拭垃圾箱。

“我们每天早上 5 点左右就要工
作，及时清理各类垃圾，为市民创造一
个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环卫工人金
祖贵说，为了给全县市民提供一个整洁
优美的节日环境，他们全员坚守保洁一
线，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基础上，还加强
了对各大主干道路、主要小区的清扫保
洁力度，确保城市环境干净整洁。

“越是节假日，我们交警的工作就
越繁重。 每年春节期间，基本上都在执
勤，要么在马路上疏导交通，要么在巡
逻……”正在广东路忙着疏导交通的交
巡警告诉记者，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节
假日的概念。 春节期间，他们放弃了与
家人团聚的时间，一直坚守在一线。

同样，对于广电人而言，春节早已
习惯了忙碌。 节日里的坚守，只为让千
家万户收听收看到更加丰富的节目，让
广大市民及时了解、获取到最权威的新
闻资讯，感受最多彩的节日氛围。 虽然
不能和家人团聚，但他们换来的却是千
家万户在广播电视前的欢声笑语。

此外，供水、供电、供气等民生保障
企业，也进一步加强了应急值守，确保
设备运行安全，保障全县人民群众度过
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这这个个春春节节我我在在岗岗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陈兵） 春
节期间，许多在外地工作、上学的人员返乡
过年， 看着家乡的小别墅、 宽阔整洁的马
路，让返乡人员亲身感受到家乡的新变化。
记者在街头采访了十余名返乡人员， 他们
纷纷表示，不论在外地工作多少年，不论和
家乡相隔多远， 一年一度的春节都会选择
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团聚， 在见证每个家
庭满满幸福团聚的同时， 也见证了我县城
乡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

颜亮家住阳光水岸小区， 常年在广东
务工，他告诉记者，他是腊月二十四晚上到
家的，从车站乘坐出租车回家，一路看到城
市的各个角落灯光闪烁，夜景格外的漂亮，
就像是一个“小香港”。 作为一个巫山人感
觉很自豪。更值得一提的是，县城新区早阳
组团的高楼大厦林立，发展势头特别好，同
时，祝愿巫山越来越美好，明天更加辉煌。

家住两坪乡的向燕青长期在重庆主城
区上班，她说，这次回来发现巫山越市民素
质越来越高了，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
家过马路都是按交通规则通过， 城市的公
共卫生也改善不少， 城区新增了很多垃圾
分类投放点， 市民自愿把垃圾进行分类处
理，城市环境越来越美。

从浙江返乡的吕文兵是曲尺乡人，在
外务工十几年了，他表示，这次春节回来发现家乡前景
很不错，变化也很大，公路都修到每家每户的门口了、自
来水也通了、产业有了，房子建的也越来越洋气，发展前
景很不错，跟外面的大城市比起来也有了追赶的脚步。
春节之后，他决定就留在家乡创业发展。

在我县还有许多像颜先生和吕先生一样感受的返
乡过节人员。 怀揣着一个梦想，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
众多返乡人员在丰富自己人生的同时，看到了家乡的日
新月异和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欣喜之余，他们更期待
回乡创业发展，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用辛勤的汗水，种出幸福美满的好生活，让家乡成为实
现梦想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向君玲 罗淼 文 / 图
2 月 11 日一大早，网友“大脸妹”就在

家族群里分享了自己收到的“奇葩”定制
拜年视频。 视频中的“主角”是一群牛，牛

的主人则在一旁配音：“Wi-Fi 放在牛身
上，是新年’无限牛’的祝福；把牛点回家，
寓意你‘牛到家了’……”

“2020，新冠病毒让我们无法回家过

年，只能视频连线；2021，响应政府号召就
地过年，大年三十，用手机给亲人拜年。 ”2
月 12 日 0:55 分， 留在巫山过年的郑昕在
微信朋友圈更新了一条消息， 配图的同

时，如此写道。
特别的新年，特别的时间，就地过年

怎么能让拜年“一般般”?当人们纷纷响应
着过年不返乡的号召时， 便带着满满祝
福，兴起了电话拜年、微信拜年、网络拜年
等形式。

今年是辛丑牛年。 春节前，某淘宝商
家就率先推出别具一格的拜年方式———
定制“花式拜年”视频。 记者了解到，这种

“花式拜年”视频只需要花 1 元钱，就能定
制一支真牛拜年视频。

网友调侃称：这种今年悄然兴起的新
型拜年方式为“牛拜”。 而形式活泼，画风
有趣，更具新意。 对于很多就地过年的人
来说，这种欢乐沙雕的拜年方式，给他们
增加了过年趣味。

今年春节期间，百度携手人民日报新
媒体中心还特意推出了“AI 云拜年，舞福
临门”活动，在人民日报、百度的官方微
博、微信均可参与。 用户只需上传一张正
脸图像，只需几秒就可以在最前沿的人脸
技术支持下一键生成换脸视频，定制属于
自己的“魔性”拜年舞蹈，有好运舞、拜年
舞、出道舞三种形式，还能拉着全家人一
起玩，解锁牛年拜年的新潮姿势。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远程拜年俨然成
为“刚需”。 在不扎堆、不聚集的情况下，市
民朋友纷纷转战“相亲相爱一家人”聊天
群，在这里，与亲朋好友来一场在线团圆，
互相拜年， 也让网络拜年成为了潮流时
尚。

采访中，不少人表示：通过网络更能
便捷地传递爱的祝福，原地过年，年味不
减，亲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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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拜年成为新时尚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环卫工已经开始了清扫保洁工作。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市政广场，警察正准备巡逻。

2 月 13 日，正月初二，国网重庆巫山供电公司员工实时监测电力情况。2 月 14 日，正月初三，县人民医院医生依旧坚守在岗位上。 记者 杨新宇 摄

市市民民网网络络拜拜年年。。

行行政政大大楼楼内内摆摆放放的的新新年年饰饰品品。。 记记者者 王王忠忠虎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