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科学

“今年中秋节响应号召，不回鲁山老
家了。疫情防控重要，咱不能给国家添
乱。”9月7日上午，正在浙江省宁波市宁
海县打工的鲁山县残疾人王根祥笑着
说。在老家生活的儿媳妇今年5月刚生
了小宝宝，他每天都通过视频连线看看
可爱的小孙女，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
喜悦。

王根祥今年51岁，是鲁山县张良镇
姚吴程村人，20多岁患强直性脊柱炎致
肢体四级残疾，不能再干重活儿了。他
虽然种地、喂羊，但家里还是“顾不住”，
后来被定为贫困户，享受到各项帮扶政
策。2011年，经同乡介绍，他和妻子到宁
海县一家科技有限公司打工，两个孩子
由姥姥照料，一发工资就赶紧往家寄。

“厂里生产头灯、挂脖灯等照明灯
具，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生产
中难免出现个别瑕疵产品，灯具外观有
异或者灯泡不亮，王根祥就负责修理、更
换、重新组装。活儿对他来说难度不大，
干起来得心应手。每天工作时间是8小
时，有时订单多就得加班，一天工作11个
小时。不过多劳多得，工资也会相应增
长，“一般月收入5000多元”。在夫妻俩
的努力下，家里经济状况日益改善。

“不能光指望别人帮扶。想让家人
过上好日子，自己得努力。”王根祥很要
强。近两年儿子、女儿也工作了，都在深
圳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打工。“现在全家收

入稳定。脱贫了没脱政策，市残联组联
部的韩晓洁部长一直给我家帮忙，脱贫
后也经常询问情况，帮我解决问题。”王
根祥说，去年儿子结婚了，今年儿媳妇生
了小孙女，妻子赶回老家帮忙照顾，“韩
部长这两天还去看了俺儿媳妇，送了月
饼哩。”

“家人都平平安安，我在外头打工也
放心。”问起中秋节的打算，王根祥又笑
了，“最近厂里不忙，一开始家人也想让
我回去，后来想想来回跑着不安全，各地

都提倡就地过节，咱也得响应号召。”
在浙江打工十多年，王根祥住在宁

海县桃园街道应家山村，逐渐习惯了当
地的生活，除了饮食。“厂里工作餐主食
是大米，有时候回家也擀个面条、买点馒
头、炖点排骨，吃吃家乡饭。”中秋节不准
备出去逛，他打算在家做几顿家乡饭，犒
劳一下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身
体健康，平平安安。我能多干就多干点
儿，等过年再回去，一家人团团圆圆，我
也好好抱抱小孙女。”

就地过佳节 最想小孙女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只要心里有家人，在哪儿过节都很
幸福！”9月7日上午，提起就地过节政
策，济源人李亚航笑着说道。

为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
险，中秋节前夕，我市发出倡议，倡导大
家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境、不前往省内中

高风险地区，就地过节。李亚航今年31
岁，是平顶山万达影城总经理。8月 15
日，他回到济源市与妻子举办了结婚典
礼，蜜月中迎来了中秋节，不过，他决定
响应政府倡议，留在鹰城过节。

9月7日 13时20分，在市区建设路
万达广场4楼的万达影城，刚刚忙完的
李亚航端起已经在前台放置了半个小时

的午饭吃了起来。“趁这会儿赶紧吃两口
饭，一会儿还得开个会。”李亚航说，越是
临近过节，他们越忙，“算上今年，我已经
3年没有在家过中秋节了。”

从平顶山市到济源市，乘坐大巴车
需要花费3个半小时，自己开车也需要3
个小时左右。这个车程说长不长，说短
不短。李亚航坦言，自从出现新冠疫情，
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前几年临近过
节就想着回家看看，现在是想都别想。”
李亚航笑着说，今年春节，他也是在平顶
山过的年，“8月的结婚典礼，算是提前
回家过节了。”

前几天，万达影城给李亚航发了高
端茶叶礼盒和网红点心作为中秋福利，
他又给父母添了月饼、水果等礼物，还给
新婚妻子买了口红和项链，通过快递寄
回了家。“妻子很理解我，她是警察，明白
疫情防控的重要性，虽然是婚后第一个
中秋节，但我们依然决定各自坚守岗位，
就地过节。”他说，中秋节当天，他会给家
人打个视频电话，报平安，“云团圆”。

李亚航自从2015年进入万达工作
后，一直在省内奔波，郑州、安阳、三门
峡、鹤壁、南阳，平顶山已经是他落脚的
第六个城市。“已经习惯了，幸亏有哥哥
嫂子在家照顾父母。”他说，公司还有几
个外地人准备留在鹰城过节，大家相约，
不管忙到多晚都要一起吃个饭，算是过
节的仪式感。

新婚小夫妻 上演“双城记”

32022.9.8 星期四 编辑 朱碧琼 美编 王玉 校对 祝东阳

身残志坚王根祥：

家在济源李亚航：

王根祥工作间隙翻看小孙女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李亚航在查看影院相关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