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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黑龙江省黑河市人，今年过
年肯定是回不去了。”王金福表情淡定，
像在说着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公司
1月7日就发出通知提倡留青过年，还
为我们保留了宿舍，发放了过年补贴，
宿舍里有网有电视，我可以刷刷手机、
看看电视。”
王金福在家中排行老幺，上面还有

两个哥哥，三兄弟常年在外打工，大哥
也在青岛，二哥则在北京。由于疫情，今
年三兄弟都选择了就地过年，家里就只
剩下两位老人。“我父亲今年七十六，母
亲今年八十四了，每年也就只有过年这
几天陪陪二老，但是今年我们兄弟三个
都没办法陪二老过年了，年假总共七八
天，回去还需要隔离，耽误了工作不合
算。”去年正月工厂复工以来，王金福都
没能回老家一趟，春节没法跟家人团圆
成了他一大遗憾：“等年三十晚上，可以
跟家里人视频聊天，真正见面恐怕又得

等明年了，希望疫情可以早一点过去。”
“在我们东北，过年可热闹了，亲朋
好友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家家户户串门
拜年、唠嗑。”提到家乡的过年习俗，这个
不善言辞的东北汉子瞬间变得话多了起
来，他摘下沾满灰尘的手套，掰着手指头
慢慢数：“在我们那儿过年都吃杀猪菜、
大烩菜、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粘豆
包、糖瓜，还有锅包肉……”王金福的记
忆里，每年春节母亲都会张罗一桌子年
夜饭，年年少不了他最爱吃的锅包肉，那
是母亲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我们那儿
的锅包肉和山东的不一样，我们那儿酸
甜口味的，但山东的锅包肉是咸的。”
“活了这四十多岁，第一次过年不在
二老身边，老人到了这个年纪，过一个年
就少一个年了，想想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王金福抹了把眼泪，沉默了片刻，又笑着
点头自我安慰道：“前两天打电话跟老人
说了，老人说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

这家企业22名员工留青过年，补贴、联欢会、逛景点都安排上了

像家一样，好好过个“青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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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东北，每年过年都要吃锅
包肉，与山东的偏咸口味不一样，我们
那儿是酸甜口味的。”工作休息间隙，青
岛正望钢水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操
作工王金福还会惦记着黑龙江老家的
年夜饭。年初东北疫情反弹，公司很早
就为王金福做好了留青过年的打算：
“现在黑龙江多地被列入中高风险区，
我今年过年肯定是回不去了，公司领导
也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给我发了相应
的过年补贴和福利。”
作为青岛市最早一批倡议员工留

青过年的中小型企业之一，青岛正望已
经有22名省外车间工人自愿加入留青
队伍，来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
河南、江西等地。“我们企业规模不大，
但人情味一定够足，一定要让留青的员
工感受到家的温暖。”青岛正望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贾兆存说。

首批倡议员工留青过年

“元旦的时候，我们的业务部经理
去河北出差，刚一落地，当地就出现确
诊病例，到现在人还被隔离在酒店。”提
起同事与疫情擦肩而过，贾兆存仍然心
有余悸。
因为公司常年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工
人，贾兆存面对疫情防控具备超高的敏
感性：“我们的工人有黑龙江的、吉林的、
内蒙古的、新疆的，河南的、河北的……
省份太多，万一哪个地方发现新确诊病
例，工人就有可能回不了家。必须要时刻
盯住疫情动向，随时准备应对方案。”
接到同事滞留河北的消息后，贾兆

存连夜赶出一份倡议员工留青过年的
方案，第二天紧急召开公司专题会议，
得到上级领导回复“立马就办”：“我们
那个时候想到，省外的员工得留青过
年，公司春节期间是停产的，留下的员
工需要额外安置，越早提倡越好。”
1月7日，一套完整的“关于妥善安

置滞留员工的通知”在正望内部员工群
里发布：省外留青员工免费住宿；每人
发放 1000元补贴；保留节后探亲福
利……
彼时，青岛正望成为青岛市首批倡

议员工留青过年的中小型企业之一。
“其实，我们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太
多，就是单纯从员工的角度考虑，他们
过年回不去，工厂又放假，住在哪儿可
能都是个问题。”贾兆存告诉记者，公司
的员工都是干了很多年的老员工，与公
司之间建立了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的关系。“我们想让他们知道，任何
时候，公司都不会抛弃他们，在这里就
像家一样。”贾兆存说道。

中层领导全员留青值班

“今年春节如果按原计划，我跟爱
人和两个孩子是准备回江西老家过年
的，但现在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回不去
了，另一方面工厂里也得留几个领导在
这儿。”青岛正望倡议员工留青过年的通
知发出后，厂长邓龙辉积极带头报名：
“咱们当领导的得起到带头作用啊，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
邓龙辉告诉记者，正望工厂的生产

线在春节期间是处于停产状态的，这样
一来，安置留青过年的员工就变成了额
外的工作：“我们工厂今年过年中层领

导全员留下了，因为考虑到还有一批工
人在这儿，我们会安排假期值班。”
既然老家回不去了，邓龙辉就筹备

着跟留厂的兄弟姐妹们好好过个“青岛
年”。随着报名留青过年的员工越来越
多，邓龙辉跟中层同事们开始筹划着青
岛正望的过年流程：“毕竟大家也是第
一次在一起过年，年前在不扎堆聚集的
情况下，我们可以举办个小型联欢会，
大家一起唱唱歌、喝喝茶、唠唠嗑，总结
一下过去的一年，再展望一下新的一
年。除夕夜，我们会给每个宿舍送一些
零食和水果，陪他们看个春晚，初一当
天也要去给工人们拜年……”

“希望员工找到归属感”

来青21年，邓龙辉早已把青岛当
成了第二故乡：“从大学开始，我就一直
留在这座城市，后来事业、爱情、婚姻也
都是在这里。”
而对于很多车间的工人们来说，青

岛只是一个打工的地点，邓龙辉心里很
明白：“公司在即墨，距离主城区本身就
比较远，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去过主
城区，对青岛了解得也不够全面。”所
以，邓龙辉想趁着这次机会，带工人们
好好认识一下青岛。
“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初步预想，如
果疫情控制得好，我们可以带工人们出
去逛逛，去看看即墨古城，或者看看沿
海一线，转转青岛有名的景点，不求他
们以后都能在青岛扎根落户，但希望他
们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能找到归属感。”
邓龙辉说道。

>>>人物故事

三兄弟全就地过年，家中二老独自守岁

青岛正望不少外省员工已经决定留青一起过年。

提到家乡的过年习俗，王金福瞬间变得话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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