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傅纪元文/图

1 月 26 日一早，宝丰县张八
桥镇政府的仓库内，杜亚光正在
为该镇18个行政村发放口罩、测
温枪等物资。随后，他还要到姚
洼村疫情防控服务点值勤。

2021 年 8 月，杜亚光通过招
才引智分入张八桥镇政府电商
专班，负责镇电商产业园的建设
和运营。疫情防控期间，他不仅
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负责防
疫，爱心物资发放，政府工作信
息搜集、汇总、上报以及服务点
值勤，加班到深夜是常事。“这是
我 第 一 次 离 开 母 亲 和 姥 娘 过

年。虽然不回家，但把平安捎回
家，让两位老人放心也挺好。”杜
亚光笑道。

杜亚光老家在许昌，母亲和
姥娘住在许昌市区春秋广场附
近，小区限制人员外出，两位老人
只能待在家里。母亲喜静，在家
里用花盆种了不少蔬菜。

“我在抖音和淘宝上给你们
买了很多东西，你们在家好好过
年，我过完年再回家。”1月 26日
中午，杜亚光在电话里跟两位老
人说。平时，每隔一两周，他都要
回许昌一趟，陪老人说说话逛逛
街。自从许昌出现疫情后，他就
再没有回过家，每天晚上与她们

视频连线，聊聊工作和家常，安抚
她们的情绪。不能回家过年，杜
亚光也有点愧疚，网购了围巾、棉
衣、零食礼盒等，希望为老人送去
一些温暖。

杜亚光说，他负责值守的姚
洼村有三四百户村民，平时一半
人在外务工。虎年春节临近，这
几天返乡人员越来越多，疫情防
控压力也随之增加。他早已做好
春节不回家的准备，两位老人也
表示理解和支持。“希望家人照顾
好自己的身体，遵守防疫要求，开
开心心过好年。我也会履行自己
的职责，在疫情防控中贡献力
量。”

防疫一线的许昌人杜亚光：

网购礼盒，为家人送去温暖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图

1月 21日，叶县保安镇，燕山
水库旁，数百亩麦田上空飞舞着
雪花，上个季节，这里还是向日葵、
芝麻和甘蔗。水库东边高岗上，
一座田园风小院传来欢声笑语。
肉、干果、蔬菜、饮料……张延晓
和员工们热热闹闹地把这些年货
搬至厨房和休息室。

36 岁的张延晓是晓晓农庄
的老板，曾在郑州生活十多年，向
往绿色、天然、淳朴的田园生活。
2019年，经过实地考察，她租下了
燕山水库旁 500余亩农田，建起
了晓晓农庄。春节即将来临，她
和员工打算就地过年。

晓晓农庄出产的小麦在自建
的石磨磨坊磨成了面粉，芝麻和
葵花籽在自建的油坊榨出了油。
好水好土壤，才能出好油，她注册

了品牌“燕山晓油”，2021年 12月
受邀参加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产
品博览会，这些零添加农产品颇
受青睐。春节前，订单陆续飞来，
磨坊和油坊一片忙碌。

瑞雪丰年，趁着雪天休息，张
延晓和忙碌已久的十来位员工一
起打雪仗、唱歌、跳舞。“跟着我一
起干的全部是80后，活力满满、
元气十足，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
往一处使，两年多来都有不少收
获。”张延晓笑着说。

雪覆盖了地面，盖不住挖掘
机和建筑钢材。因为施工，张延
晓和大家很久没回家了。

“我父母、老公和两个儿子都
在郑州，一般情况下，我一周回去
一次，看看孩子。”张延晓说，本打
算过年回家多陪陪孩子，因为防
疫，她决定春节不回去了。“现在
回郑州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过

完年之后要立即回来开工，我们
就决定留下来过年。”

员工上官格格在一旁翻手
机，看女儿和儿子的照片。她家
在鲁山县张店乡，孩子在家，因就
地过年，她只能翻看照片以解思
念。摄影师张汉生家在南阳，他
是农庄建设的记录者，关键时刻
必须在场。张晓光、柯帅征家在
石龙区，考虑到庄园建设正在关
键时期，主动要求留在庄园过年。

“能回家过年的，我给他们发
了我们自产的油和面，再加上一
箱酒，希望大家好好陪陪家人。
不回家的，我准备了充足的年货，
大家在这里吃喝不愁。亲人们都
请放心，我们在这里也会过个好
年。”张延晓说，等到腊月二十六，
她会在院子里支个油锅，炸些酥
肉丸子大家分一分，提前吃年夜
饭，乐和乐和。

农庄老板张延晓：

庄园尚在建设，与同事共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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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晓雨

“今年春节不能回去了，十分
想念家乡的胡辣汤、水煎包、豆腐
菜……”1月26日，在北京理工大
学办公室，在该校任教的鹰城人
尹西明通过微信向记者倾诉舌尖
上的乡愁。

尹西明高中就读于市一中，
2011年以657分考入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2020年获得清华大
学博士学位，入职北京理工大学
助理教授至今。他所撰写的论文
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研究成果
数次被教育部采纳，被国字号媒
体广泛报道。他学有所成、热爱
生活，是清华晨跑队、清华学生冬

泳协会创始人。他热心公益，是
“清华善行者”“拾行中国”等公益
项目的联合发起人。

尹西明始终怀有赤子之心，
葆有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惦念。

“我经常在家庭微信群里分享自
己的动态，每周都会跟爸妈通视
频电话，交流各自的近况。有时
间就回去看望父母，去年十一假
期还带女友回去见了家长。”

以往过年，尹西明都会与父
母团聚，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无法
返乡。他给父母寄回来年货，有
水果、杂粮，还有北京特产。“十
分想念家乡的美食，爸妈寄来的
芝麻糖和柿饼已经在路上了。”
谈起家乡的味道，尹西明提高了

语调。
尹西明已经做好年假安排：

“就地过年，有大块儿的思考和复
盘时间，是做科研的好时机，另外
还要为学生们做好下学期的课程
设计。”教书育人对于尹西明而
言，更像是一项兴趣爱好。热爱
运动的他计划留出两天时间，偕
友骑行、滑雪或爬山。1月23日，
他和女友绕着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恰好
跑了 13.14 公里，谐音“一生一
世”。

“有爱在，年味儿就在，云上
过个团圆年。祝愿大家虎年大
吉、虎虎生威。”尹西明为家乡的
亲人和朋友送上新年祝福。

北京高校教师尹西明：

只要有爱在，年味儿就在

张延晓在查看“燕山晓油”的外包装

杜亚光（左）在姚洼村疫情防控服务点值勤

尹西明和女友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