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牛超

王艺睿今年23岁，家住市区
光明路建井一处家属院。去年4
月，从平顶山学院医学院毕业后，
于当年6月应聘到郑州河南省中
医院当护士。

郑州距平顶山虽然很近，但
自去年6月到郑州上班后，她还
没有回过一次家。去年7月，郑
州遭遇暴雨，她所在的医院也未
能幸免。“医院的停车场、家属院
都被水淹了。”王艺睿说，当时断
水、断电，不仅患者出不去，一些
离医院较远的同事也只好待在医
院。好在，她租住的房子在医院
对面，虽每天蹚水出入很辛苦，但
还能回住的地方。

后来，在各方的努力下，洪水
退去。紧接着又是一波新冠疫
情。作为医护人员，她积极报名
参与核酸检测，为疫情防控贡
献力量。“那是我第一次参与核酸
检测，心里免不了有些紧张和害
怕。”王艺睿说，当时，天还很热，
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很不舒
服，不过，一旦忙起来，也就不再
紧张和害怕。”那次，她和同事从
下午4点一直忙到凌晨2点。

去年国庆节，王艺睿原本有
两天休息时间。父母到郑州看
她，想着一家人能好好聚聚。不
料，假期被临时取消，父母早上6
点开车到郑州后一直等到晚上9
点多，总算见她一面，之后，便连
夜赶回了平顶山。

今年春节，王艺睿原本打算
回平顶山和父母一起过。“去年春
节，我在北京实习，正好赶上石家
庄出现疫情，我就没有回去。”王
艺睿说，没想到，今年1月，郑州等
地再次出现疫情，急需医务人
员。考虑再三，她决定放弃回家
过年的计划，就地过年。

王艺睿的父母也都是医务人
员，对于女儿的决定，他们深表理
解和支持。采访中，王艺睿多次
哽咽，听得出她还是想家的。

王艺睿说，她的每一步成长，
都离不开父母的鼓励和陪伴。“现
在，我很害怕听到任何与病痛有
关的事，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
身体健康。待到花开疫散时，我
会经常回家陪父母的。”

留在郑州的护士王艺睿：

疫情散去，回平好好陪父母

□本报记者 孙书贤

“爹、娘，我今年春节不回家
过年了，你们保重身体，我在这里
一切都好，二老就放心吧！”1 月
20日一大早，远在深圳的孙进举
在电话里对郏县长桥镇王老庄村
的父母说。

今年 47 岁的孙进举和妻子
张凤仙育有一个女儿，父母和他
们分门另住。10多年来，孙进举
一直在深圳务工，电子厂、建筑工
地、物业公司都洒下过他辛勤的
汗水。现在，孙进举是深圳市大
鹏新区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保安队队长。张凤仙把毛衣封
盘机安装在家里，足不出户每月
的收入就相当可观。20 岁的女

儿正在读大学，一家三口虽离多
聚少，可日子过得很幸福。

“我连续 3 个春节都没有回
家了！”孙进举说，2017年初，他进
入现在的公司当保安，尽职尽责，
任劳任怨，很快就被公司提拔为
保安队队长。2018年春节，孙进
举回老家和亲人团聚后返回工作
岗位，次年春节就没有回家过年，
只是通过手机和亲人隔屏问好，
诉说思念之情。

孙进举说，平日里想家了，就
在工作之余通过视频和家人说说
话，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受疫
情影响，为了不给家乡添麻烦，
2020 年、2021 年春节，他都没有
回家过年，一直奉献在岗位上，认
真查验出入公司人员健康码、出

入证，做好登记。由于工作成绩
突出，他连年受到公司的嘉奖。

“在外过年也很好，除夕，公
司精心烹制了丰盛的年夜饭，大
年初一也是免费就餐。”孙进举
说，春节期间，公司除了发放福利
外，还给予双倍工资奖励。他和
同事两班轮流上岗执勤，下班了
就和同事打打扑克，或给家里人
视频聊天，春节过得也很充实。

今年春节，张凤仙提前带着
女儿前往深圳和他团聚，一家三
口可以聚在一起过年了。

“咱不能给家乡添乱，在外过
年也一样。”孙进举想借助媒体向
年迈的父母和家乡人拜年，恭祝
父母身体健康，新春愉快！祝愿
家乡越来越美丽！

在深圳的保安队队长孙进举：

除夕，公司提供丰盛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重庆籍邓厚全来平做小生意
已经14年了，他和家人把平顶山
当成了第二故乡。由于平时生意
忙，他们很少回老家。每年春节
假期，是他和亲朋好友难得相聚
的时刻。今年春节，他积极响应

“就地过年”的倡议，选择了在平
过年。

1月25日下午不到4点，今年
53 岁的邓厚全来到位于新程街
上的面条店忙碌起来。轧面条机
旁边的台面上摆着面条、烩面坯、
馄饨皮等。其间，不时有顾客前
来选购。“过年好！要点儿啥？”邓
厚全总是和气地跟顾客打招呼。

“我们在这儿开店十几年了，这些
都是老顾客。”

邓厚全是重庆市云阳县人，

有一儿一女，女儿已成家，并有了
两个孩子。2008 年，经老乡介
绍，他们来到平顶山，在李庄村菜
市场租下一个摊位，开始卖面
条。2014年，他们又在新华区光
明路街道新程街社区一市场租到
一间门面房，继续卖面条。“我们
相信凭着勤劳的双手一定不会过
得比别人差。”邓厚全和妻子起早
贪黑，热情待客，渐渐地顾客增
多，再加上往市区一些饭店送面
条，生意也算不错。他们在门面
房旁边一家属院租了一套房，一
家人远在异乡过着幸福的生活。

去年 7 月，邓厚全的儿子初
中毕业，回到重庆老家上高中，他
的妻子选择回老家陪读。面条店
生意忙，人手不够，邓厚全找来侄
子帮忙。

“我已经是第三个春节没回

老家过年了。”邓厚全说，以前每
年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五，他都会
关上店门，携家带口回老家过春
节，正月初五再赶回平顶山，正月
初六开门做生意。3 年前，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阻断了他们回老
家的脚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再加上通信发达，虽不在亲人身
边，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们
打电话或视频聊天，还通过微信
发红包，虽隔数千里，亲情依然不
变。”

邓厚全的父母去世多年，岳
父岳母已经80多岁，远离家乡的
他心里时刻惦记着两位老人。今
年春节，他早早给妻子寄钱，让给
老人和孩子准备年货。新的一
年，他希望儿子学业有成，两个外
孙女活泼可爱，全家人健康幸福，
生意越来越好。

开面条店的重庆人邓厚全：

把平顶山当成了第二故乡

春天春天———让爱回家—让爱回家奔奔向向
7

20222022..11..2727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编辑 刘世超刘世超 校对校对 祝东阳祝东阳

孙进举在岗位上向家乡人致敬 受访者供图

王艺睿今年春节留在郑州过年 受访者供图

邓厚全在面条店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