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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北大学子丁思仪一直在关
注各航班的机票价格。尽管学校早就开
始鼓励学生提前返乡，并提供送站服务，
但因为坐火车要转车，得接触很多人，她
就将返乡时间定在了12月13日，选择坐
飞机回家。

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不少高校
发布“可以请假返乡”的通知，很多大学
生纷纷踏上提前回家的归途。

那么，大学生的返乡之路是否畅
通？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如何为他们
提供更好的保障？

“我抢到了最后一张
车票”

11月28日，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信
息发布平台“燕园学子微助手”发布了一
则“暖心送站服务”通知，表示为离校返
乡学生提供暖心送站服务。

随着各地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得复杂，
11月下旬以来，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
地多所高校决定提前放寒假，让学生自行
返乡，原定课程也改为线上教学，尽量不
影响之后的课程进度和期末考试。

各地高校和政府，正在联手努力让
学子们的返乡之路畅通起来。北京大学
等多所高校为返乡学子安排了从学校到
火车站和机场的大巴，乘坐大巴前，还会
给每位学生发一个N95口罩，以及抗原
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哈尔滨等多地政
府也为大学生返乡增开动车、航班，提供
点对点闭环转运等保障服务。

就读于天津某高校的李晔，原本一

直在请假和不请假间犹豫不决，“我们学
校允许小部分没有条件回家的同学可以
留在学校，但也担心一旦封校会影响大
家回家，所以还是鼓励学生返乡。”

12月8日，听说学校有同学抗原检
测疑似阳性后，李晔终于下定决心返
乡。不少同学的航班被临时取消，他幸
运地抢到了最后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而
以往从天津到河北邯郸的票一直都是很
充足的。下了火车之后，没有人要求他
出示健康码或核酸检测结果，也没有落
地检，像是回到了疫情前的样子，“不同
的是每个人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气
氛比较压抑。”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孙敏选择和同乡
同学一起，由父母开车来接，“我们也考
虑过几个人拼个顺风车，但价格波动实
在太大了。从上海回家乡天台，动辄要
六七百元，差不多是以往的一倍。父母
对陌生的司机也不是很放心，最终决定
还是自己来接。”

“回家后，防控措施
有了变化”

“回家后，防控措施有了变化。”许多
大学生返乡时，恰逢防控措施调整优化
之际。

燕山大学的叶鸿是较早回来的那一
批学生。11月24日，他从河北秦皇岛坐
动车返回家乡青田。由于是从中高风险
区回来的，叶鸿提前进行了线上报备，“下
车后就有专人专车来车站接我。现场填
完信息后，就去酒店进行7天医学观察。”

酒店环境不错，一日三餐都由工作
人员放到门口。因为是学生，整个隔离
也没有收取费用。

12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李寄
南搭乘最早一班从北京到昆明的高铁回
家。前一天，她在“昆明健康宝”上申报
了返乡信息，确认当时政策的要求是居
家“三天三检”。

居家“三天三检”即将结束的那一
天，李寄南接到了疾控中心电话，说同车
厢有一例阳性病例。隔天，疾控中心的
专车开到了楼下，接走了李寄南。

当时的政策是“5+3”，即五天集中
隔离、3天居家隔离。12月7日，李寄南
看到“新十条”发布的新闻后，当时就咨
询防疫工作人员是否可以结束集中隔
离。“他们态度很诚恳，说国家政策是7
日出的，云南这边肯定也要开会研判，再
进行调整，暂时还按老政策执行。”

返乡的大学生也发现，回家时间的
不同，面临的政策措施也有可能不同。
返回同一个地区，一天之隔，就有可能从
集中隔离变成居家隔离。

12月8日，李寄南结束隔离准备回
家。她看了一眼云南疾控中心的网站，
政策已由“5+3”改为了“5”，但她还是自
主进行了3天的居家隔离。

“我们总会回归正常
的生活”

在很多高校开始组织返乡的同时，
浙江多地教育局发文，欢迎学生返乡。
近日，衢州、温州、丽水、淳安、海宁等地

教育局纷纷面向返乡大学生发布公开
信，表示“已做好了迎接你们平安归来的
充分准备”，并随公开信给出了联系登记
报备的渠道和防护措施建议。

清华大学学生吕哲就是在那个时候
决定回家的。

12月5日，下飞机后，他让父亲用酒
精对自己全身上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
消毒”。

到家后，吕哲接到了社区的转运电
话——同航班有人检测呈阳性。他“挣
扎”了一下，询问社区是否可以居家隔
离。工作人员思考了一阵子，告诉他居
家也可以，但是包括同居人在内，全家五
天内都不能出门。社区人员又叮嘱他，
可以点外卖，只要不外出就可以。“感觉
家乡还是挺温暖的。”他说。

随着多地陆续落地“新十条”，疫情
防控措施正在不断明确起来，如四川明
确省外返乡人员无需报备，山西、上海等
地不再要求省外人员“落地检”。不少学
生开始期待返乡路的进一步畅通，由做

“隔离政策攻略”转向做“沿途疫情防范
攻略”。

月底才放假，浙江海洋大学学生于
可买了一些中成药。于可的家乡在黑龙
江双鸭山，从舟山回老家，即使一路顺利
也要花上一整天，辗转于高铁、飞机、大
巴之间。

“往好处想，今年回家的机票也许不
用那么贵了。”于可说，前年，因为疫情航
班临时取消，她曾经差点露宿街头，“我
们总会回归正常的生活。”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大学生提前返乡，顺利吗
本报记者 蒋欣如 见习记者 葛雪琪 叶锦霞

日前，德清县武康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来到养
老机构，为60周岁以上老人接种
新冠疫苗。

共享联盟·德清 蔡俊 摄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晒图，有人买了连花清
瘟，有人团了布洛芬，有人订了抗原试剂……

他们给自己买，也给父母带。“相比于自己
受感染，我更担心父母……”

儿女长大，长了翅膀飞离家乡；家中的
老人，挥一挥手说，你们放心去吧，我们会
照顾好自己。都说孩子是风筝，父母则是
放风筝的人。山高水远，情思相牵。不管
你飞得多高、飘得多远，风筝的线总在他们
手心里。

过去，风筝线是书信、是电话；如今，风筝线
是我们抓紧帮买的药品，是反复劝说“快去打疫
苗”的叮嘱，是积极转发的科普文章……

在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之后，人们心里
最大的牵挂，是没有在身边的那些亲人。家庭
微信群都在聊些啥？那些要重点守护的老爸
老妈，他们还好吗？今天，跟着记者的采访来
听听。

“自己的妈妈，自己护着才安心”
童阿姨，60岁，衢州人，退休职工

要说远，我和母亲的距离不算太远，都在浙
江省内。我在杭州，她在衢州，不过是1个多小
时高铁的距离。但我觉得，只要是需要的时候
不能及时出现，隔得再近也是远。

我60岁，退休了，来杭州给女儿带小孩一
年了。他们说，我们这代人是一代人扛三代人
的责任。要我说，下能给子女带孩子，上还能给
父母养老，是多幸福的事情。

一开始，我对疫苗也有顾虑，毕竟自己
年纪也大了，就怕万一有个闪失。但身边的
医生朋友跟我科普了不少关于新冠疫苗的
知识，让我打消了顾虑。现在，我已经打了
两针疫苗，也没什么不适，最重要的是，心安
了不少。

我也是独生子女，爱人经常出差。父
亲已经不在好多年了，只剩母亲，快 80 岁
了，独居。她之前是个医生。老人嘛，又是
知识分子，有点要强，仗着自己身体还过得
去，不肯一起住，也不肯雇保姆。

她早就说不给社会添麻烦，也叫我别担
心，和我商量一周只去一趟超市买点菜，其他时候都少出门。

来杭州头半年，我大概每半个月回去一趟，平时就托朋友帮着照顾一下。
后半年，孙子大了，好带了，周末就都交给女儿女婿，我回衢州看看老母亲。周
五晚上等女儿女婿下班，我赶火车回去，周一一大早再坐火车回来，刚好他们
去上班。

为人子女，自己的妈妈，自己护着才安心。
当然，女儿女婿也怕我太累，觉得路上有感染风险，劝我先别来杭州。我

说不行，就算杭州雇了保姆照看孙子，我还是两头都不放心。
回去的那两天事可多了，给老人洗衣服、晒被子、打扫房间，再买足吃的和

用的。我看她这样心情好，胃口也好。吃得多、吃得好，抵抗力才能好，大病小
病都能离远点。

前段时间，我找人给老人家里安了视频监控，算是加一道保险吧；还把她
的老人机换成了智能手机。今年夏天，孙子回过衢州，老人别提多开心。她现
在会用微信了，女儿就把她拉进了家庭群。

不过，我还有一层担心，“新十条”出台后，网络上各种小文章太多，别说她
了，有时候我都不太分得清该听哪种，希望能多有一些权威的声音。

“老爸说我最近越来越啰嗦了”
张女士，51岁，杭州人，企业职员

我的父母都住在养老院里。上周起，养老院谢绝探视了，成了“身边的远
方”。

父母身体都不太好，日常需要悉心照料。妈妈82岁，三年前被诊断
为阿兹海默症，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爸爸87岁，患有心脏病、胃病等
多种基础疾病，腿脚也不太利索。一年前，我和家人经过仔细考察，送他
们住进了位于杭州城北的一家条件还算不错的养老院，两人套间，彼此有
个伴。

这里有护工、医生，每天都会巡查；也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影音、读报、书
画、康复、理疗……如今的封闭式管理，倒是有利于给这些老人一个相对安全
的环境。

按说，我是不需要担心的。可是怎么可能不担心？
以往天气好的时候，我爸每天都会推我妈下楼遛弯，现在出不去

了，心情会不会郁闷？我妈身体太差，一直没打疫苗，这么大年纪会不
会很容易“中招”？

之前，我们一般是每周去一趟养老院，陪他们聊聊天、吃个饭。封闭的第
一周，我已经去大门口放了三趟东西。第一次，送了100个口罩；第二次，拿了
一些他们日常爱吃的桃酥和小零食；专家列出建议用药后，我又去送了药。

“老爸，今天你们开窗通风了吗？”“老爸，口罩换勤点，不够了我们再送。”
“老妈今天去上康复课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在里面都好的，不用担心。”老爸说，女儿原本总是
“惜字如金”，最近倒是越来越“啰嗦”了。

最近，我还天天追着养老院管家的屁股后头问，“新十条”发布后，养
老院有没有专门的疫情防控预案？管家告诉我，现在一切以安全优先，预
案已经在做了。

“我给爸妈买了台投影仪”
小李，26岁，山西临汾人，媒体人

大学毕业后，我从山西老家来杭州工作已两年有余。算算时间，从工作开
始，新冠肺炎疫情就一直持续着。

我的爸爸在医疗系统工作已30多年。2020年初，疫情刚发生时，他带着
同事到高速路口布置测温点。布置好后，他在寒冷的冬天坚守在户外值班点，
有时一待就是一天。

两年多过去了，疫情防控政策也调整优化。爸爸担心远方的我，连续给我
发了好几条语音，叮嘱我“注意防护”。几天后，爸爸妈妈把一个沉甸甸的纸箱
寄到了我的住处，里面有消毒液、口罩等，塞得满满当当。

这一箱子物品不是什么“防疫物资”，而是来自远方亲人沉甸甸的爱。但
同样的，我又何尝不担心爸爸妈妈呢？

最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在微信群里提醒他们，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爸爸妈妈说：“不跟朋友们聚聚，很无聊哦。”虽是句玩笑话，但我真着急
了。爸爸妈妈爱看电影，为了让他们多在家待着，我花了1个月的工资，给家
里买了幕布和投影仪，网购快递直接寄到了山西老家。我还在微信群里，“手
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就像小时候他们教我一样。

“花这个钱干什么！”在微信群里，爸爸妈妈“责怪”我。但隔着屏幕我能感
受得到，他们是如此的开心。

这两天，微信群里的聊天信息比以往更多了，爸爸妈妈总是叮嘱我
“上下班路上戴好口罩”，我也经常唠叨他们要“勤洗手，用酒精多给手
机消消毒”。相隔两地，微信群成了我们的纽带，睡前和爸爸妈妈聊上
几句，才能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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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很热
闹。一周前，前往日本、欧洲“抢订单”的
商务团陆续回来了。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纷纷
飞赴国外开拓市场的浙江商务团，已在
互联网上收获了一片点赞。他们的返程
如启程时一样备受关注：意义非凡的旅
程，带回了什么？

记者第一时间和商务团成员聊了
聊，发现他们不仅带回了“真金白银”的
订单，更有新消息、新思路，以及对未来
发展的新规划。

带回新订单，收获
市场动向

展会，是外贸人接订单、联络客户的
最重要窗口。这扇窗打开，收获自然就
来了。

此次前往欧洲，浙江组织了31家企
业参加“欧洲食品配料、健康原料展”，这
是食品原料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

“已经3年没去欧洲参展了，第一天
就有60多位意向客户来展位，意向成交
额有1200万元左右。”浙江上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闵恩光介绍，上方
生物此行收到的订单超3000万元。

嘉兴云翔针织有限公司同样收获满
满。随飞机抵达日本的第二天，当地时间
凌晨4时，外贸经理朱宇就从东京出发前
往大阪，拜访3年未见的老客户。“线上沟
通再频繁，也抵不过见一次面。”朱宇说。

参加日本AFF纺织服装展短短一
周，云翔针织就拿到了200万美元的意
向订单。这个数据，是企业去年出口总
额的三分之一。

另一边，在欧洲，瑞丽家纺董事长费
中富坐在酒店等待老客户。这是双方合

作的第八年，今年这笔订单两人已在线上
磨了一个季度，迟迟没能敲定。

当阔别的老朋友相见，第一时间就是
紧紧相拥。“费，你是我这3年见到的第一
个中国供应商，我要给你一个圣诞礼物。”
老客户所说的这个“圣诞礼物”，是一笔50
万欧元的订单。

订单背后藏着市场变化。启程时，嘉
兴杉惠服饰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华一帆的行
李箱满满当当，其中包括50多件样衣，他
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探市场。

几天下来，华一帆明显感觉到日本市
场对产品的需求在变：日元贬值加上疫情
时囤积的库存需要消耗，客户比从前更看
重性价比了，小批量的定制化订单变得更
多。“等我回去，原材料的品类要扩展，企
业生产要随之调整了。”他说。

带回新规划，找到
发展方向

如果说疫情以来，政府各类补贴政策
是“授人以鱼”，那么此次组团出海，就是

“授人以渔”，帮助企业明确发展规划。
这也是浙江将目的地选择在欧洲和

日本的基本逻辑：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
是最大、最有购买力的海外市场；对嘉兴
而言，日本一直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瞄准这些地区，着眼的不仅仅是明年，而
是更长远的未来。

“的确抢到单了，但更重要的是，我
们找到了方向。”有企业代表对记者说。

此次随团出行，费中富不仅拿到了
“圣诞礼物”，企业在海外建厂的规划也
有着落了。

疫情前，费中富就曾规划在企业最大
市场德国建厂。这个计划因为疫情搁置了，
此次随团考察工厂选址是他的重要任务。

行程中，他遇到了专门赶来巴黎与
商务团洽谈的桐乡华侨，听了费中富的
计划，这位华侨给了他一个选址的新建
议：把生产线放在德国的邻国波兰，那里
人力成本更低，还可以利用中企如京东、
阿里的海外仓储布局。

“我的确心动了，明年1月会再去波
兰考察一圈。”费中富说，这次与“老乡”
的相遇，改变了未来规划的走向。

在日本这几天，华一帆常听到一个
关键词，“RCEP”。今年起，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未来东南
亚向日本出口服装全免税。

“这次见面，许多日本老客户都跟我
们讲述了今年下单犹豫的原因：考虑到
成本因素，他们可能会把服装订单转移
到东南亚。”这让华一帆更加确定了挑战
背后的机遇——加大拓展东南亚的供应
链力度。

最近，杉惠服饰开始与缅甸一家工厂
合作，将中国的纺织原材料出口到缅甸，加
工为成衣后再出口到日本市场。“客户对我
们的这一布局很感兴趣，接下来，我们应该
还会扩大海外工厂比例。”他说。

带回新约定，新路
才刚起步

“这不是去旅游，出发前我们心里都
惴惴不安。这趟的效率一定要对得起成
本。”嘉兴市商务局局长张月琴说。

当飞机降落，企业忙着抢订单、探市
场，政府人员则马不停蹄地开始收集信
息、牵线搭桥，帮浙企链接世界。

由省商务厅率队的欧洲团组赶赴巴
黎，5天内跨越德国2座城市，拜访了不
下6家企业、5个商会组织。安排紧锣密
鼓，每个目的地都有意义。

暌违3年，最懂海外市场的侨联侨企
是商务团此行重要的拜访对象。“侨联侨
企可以说是当地商贸领域的中流砥柱，他
们所在的当地华人工商总会，会员来自各
行各业，是宝贵的合作资源。”张月琴说。
例如，有侨企在当地经营商场，就是嘉兴
本地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理想的合作伙伴。

“企业有老客户、老朋友，我们也
有。”嘉兴市贸促会副会长徐伟强说，此
行他们的任务是开展商务拜访、考察以
及招商活动等。

中国招商团队的到来，让日本相关
部门、机构又惊又喜。“除了对接客户，我
们也宣传中国疫情防控的优化措施，欢
迎他们多来中国走走。”徐伟强说。

包机接回客商、闭环生产、防疫中转
站……张月琴回忆，当外方听到浙江政府
疫情期间一系列稳经济、保生产的做法，大
为惊叹——德国工商总会负责人说：“这样
敢担当敢做事的政府非常了不起。”

张月琴坦言，出发前，一行人最担心
的就是国际局势会加深欧洲市场投资浙
江的顾虑。当误会解除，共识达成，外资
企业投资的信心更足，招商人员的信心也
回来了。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本次嘉兴赴
德法、日本经贸团组共达成投资意向项目
5个，意向投资额2亿多美元。

“你们是我们3年里接待的第一批
中国商务团。”“如果接下来有计划出访，
浙江一定会是我们的首选。”

此行，常有外方这样表达。主动有
为的政府让企业感受到可靠，政府的合
作姿态释放出携手发展的重要信号。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协会主席
舒曼和张月琴相约，在中国新年之后拜
访浙江，带着会员企业一起。

这个分量颇重的约定，让我们看到，
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才刚刚开始。

我省飞赴海外的商务团陆续归来——

抢订单，抢回了什么
本报记者 拜喆喆 王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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