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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艰难过后尽如意

2月3日，在广州东站的月台上，樊鼎
紧紧抱住妻子雷云。

他是在广东春运一线执勤的边防军
人，她是奔波在春运铁路线上的客运列车
员，刚刚新婚的他们都在为春运忙碌着，
这个新年他们注定无法团圆。因为一趟临
客列车的机缘，他们在广州东站的月台上
有了30分钟的短暂“团圆”。30分钟转瞬
即逝，当列车载着妻子离去，樊鼎的眼眶
再次红润。（昨天新华社）

点评：向春节坚守岗位的人致敬！

2月3日，吉林省女子监狱办春晚，服
刑人员表演DIY服装秀。

轻快的音乐，曼妙的身姿，风格迥异的
服装，洋溢着自信的笑脸……吉林省女子监
狱一年一度的DIY服装秀拉开了女子监狱春
晚的序幕。T台上，有40名女民警和40名
服刑人员共同走秀。（昨天中新网）

点评：期待漂亮的转身。

2月3日，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获悉，中国“人造太阳”EAST（旨
在给人类带来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物理实
验获重大突破，实现在国际上电子温度达到
5000万度持续时间最长的等离子体放电，
标志着中国在稳态磁约束聚变研究方面继续
走在国际前列。（昨天新华网）

点评：请“继续”。

2月3日，安徽阜阳市区人民路，12岁
的六年级小学生小赵摆地摊卖新春福字、
猴年吉祥画贴等。寒假作业做完后，父母
想让他到社会上锻炼一下，便让他骑着童
车去卖新春画贴。大多时候，他站着或四
处张望，不主动推销。当天是他第一次摆
摊，总共卖了四元钱。（昨天腾讯网）

点评：多一些人生体验，挺好。

□刘 鹏

2月2日，在四川犍为县一楼盘项目工地
前，近2300万元现金砌成了一座“钱山”，
准备给1200余名工人发工资。（2月3日《华
西都市报》）

临近春节，工地给工人发工资，便于工
人回家过年。正如领工资的工人所说：“钱领
到了，回家有底气了。”

但仔细一想，砌“钱山”发工资暴露出
一些问题。

其一，发的是工资，而不是额外奖金。
工资是工人应得的，有什么必要搞得如此轰
轰烈烈？砌成“钱山”这般唯恐别人不知道
的发工资行为，摆脱不掉利用工人作秀的嫌

疑。
其二，2300万元发给1200多名工人，平

均每人 2 万元，这明显不是一个月的工资，
比如有的工人拿到了21500元，其是86天的
工资，相当于三个月。这说明，工地并没有
按月发放工资。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拖欠。将
1200多人数个月的工资拖到一起发，不值得
炫耀。

农民工干活拿工资，天经地义。一些用
工企业不仅不按时发工资，还将数千人的工
资一拖数月，等到年终发放了还忍不住秀一
把。这不是好事，甚至是让人悲哀的。至
少，与其将2300 万元砌成“钱山”发工资，
不如按月默默地把现金发到工人手中。这样
虽然没有“钱山”那样的轰动效应，但显然
这才是真正对工人劳动权益的尊重！

砌成“钱山”发工资不值得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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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磊

单身？到社区开证明。未婚未育？让
社区盖章……今年起，类似这样大小事儿
都要社区开证明的情况会大幅减少：市委
组织部和市民政局联合下文，确定了26项
需要社区盖章的事项。（昨日本报05版）

这对社居委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重
大“利好”，今后不再为“居民收入”“无
犯罪记录”等证明烦恼。欢庆之余，需要
明确的是，将社区盖章事项减少为26项，
并非纯粹为社居委工作人员减少麻烦、减
少工作量，而是为了让社居委轻装上阵，

使其有时间、有精力做好本职工作——社
区服务。没有哪项工作是轻轻松松就可以
做好的，社区工作尤其如此。社居委主任
被称为“小巷总理”，说的正是社居委工
作的庞杂、繁重，以及责任重大。做得
好，一个社区成千上万居民就能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反之，居民们不仅过得不舒
心，也会影响工作。同时，事项少了，盖
章的责任相应变大。比如将住宅改为经营
性用房已征得利害关系人同意的证明，稍
有不慎，产生差错，就会引发纠纷。

城市由各个社区组成。社区好，城市
才会好，居民生活才美好。“小巷总理”
们，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轻装上阵 更好服务居民

□丁菲菲

大年越来越近。
在佛山市打工的 5 个年轻人骑着摩托

车，奔向2000公里之外的四川宣汉老家。还
没到家，他们经历了持续雨雪、摩托漏油等
种种意外。

他们身边，还有数十万辆摩托车在归途
中奔驰。那是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有的去
广西，有的去贵州，有的去四川，每一条轨
迹都是绵延上千里的艰辛归途……他们很容
易被辨识，带着各种颜色的头盔，脸庞无一
例外地通红，各色衣服将自己裹得臃肿，老
婆孩子和年货一股脑堆在略显单薄的摩托车
上。

7个云南老乡也第一次坐上飞机——买不
到从上海回家的火车票，他们每人花了近
2000元买了回家的机票。

他们特意选择白天的航班，想看一看舷
窗外的风景。可是一场大雾，让他们只能在
深夜飞行，欣赏天上风景的愿望落了空。在
机场，他们用泡面解决了午餐、晚餐，不懂
得去打听是否有为滞留旅客提供的免费午
饭。得知航班取消后，他们决定在机场地板
上凑合一夜。

没人不想回家过年，安徽合肥的朱焕群
也是如此。她是一名环卫工，连续16年，她
只能除夕晚上回家跟家人吃顿年夜饭。她
说，夏日酷暑和冬日严寒都不怕，只是每年
春节让她有些“畏难”。

“如果大家都不放炮了，我们就能早点回
家过年，说不定还能给家人做一顿饭菜。”她
不好意思地说。

北京回龙观的董晓有些“不敢回家过
年”。她被称作城市里的“剩女”，老家的

“老姑娘”。每每想到山东老家人嗑着瓜子飘

出来的那句响亮的“哎呀，你在北京怎么混
的啊，30岁的人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她
恨不得扭头就走，发誓再也不回家了。可每
到年根儿，她又忍不住点开网站抢票，“一年
也就这几天能回家看看”。

这场每年都要发生的奔忙，这些回家的
故事，形形色色，各有特点却又极为相似。
对家的思念，对团圆和美满的渴望，让他们
不畏艰难，在人流车流寒流中，从四面八方
奔往家乡。

面对这样的奔忙，我们总是五味杂陈。
回家过年，这幅迁移的场景太过庞大，以至
于让人难以分辨，其中到底哪是喜悦，哪是
辛酸。

我们辛酸，因为艰难困顿并不会随这个
传统节日的到来而消失殆尽。生活还不圆
满，摩托车回家路上，还有劳累、寒冷、雨
雪以及车流和劫匪带来的危险，一样样摆在
他们面前；还有人为了节省费用独留异乡，
让妻子代表自己回家“团圆”；还有无数的归
乡人在老家人的审视中小心掩藏着自己的委
屈痛处，还有农民工没有拿到属于他的血汗
钱……

一个难以忽略的场景是，万家团圆之
际，有些人孤单地坐在桌子旁，那些回不来
的亲人，他们沉入湖北监利那片水域里，消
失在天津的那场火光中，倒在了深圳的渣土
倾覆下……在团圆热闹的节日，这些回不了
家的人以血与泪告诉我们，安全，生命，如
何重提都不为过。

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象，如果这一年的伤
痛和血泪全部抹平将会是怎样的光景。就像
经历了36天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终于获救
的那 4 位山东平邑矿工，他们得以回家过
年，亲人团聚，而事故原因及追责正在进行。

需要承认的是，辛酸之时，我们也在欣

喜，欣喜那些细微的改变正在发生。广铁集
团开行了春运有史以来第一趟运送摩托车的
货运火车班列，帮助“摩托大军”人车回家
过年。安徽合肥不少社区已自发组织“过年
少燃鞭炮”的风尚活动，让更多的环卫工人
提前回家过年。相对于充满道德审判和性别
歧视的“剩女”，“大女”一词日渐走进人们
视线，这一群不愿意委屈自己，短期内不想
选择婚姻，自强自立的“大女”不必再被怜
悯或被抵触。解决黑户，放开二孩，全面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细微而影响深远
的改变令我们欣喜。

即便艰难还在，辛酸依旧，回家过年，
这种对美好的渴望，这种在不易生活里寻找
出路的勇气，让我们动容。我们承认辛酸，
更欣喜改变，就让这些细微坚持的改变走进
每一个角落，在角落里生根发芽，来年给我
们一个更美好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