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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春节将至，神舟十五
号乘组在400公里高空的空间站里挂
起春联、系上中国结，中国人的“太空家
园”充满喜庆祥和的氛围。

3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祖国和人
民送上新春祝福。身着喜庆服饰的指
令长费俊龙说：“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
民安，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邓清明
对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说：“每一个人
的梦想和奋斗、心血和汗水，必将汇成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蓬勃力
量！”手持“福”字的张陆说：“从舷窗外
看到了祖国的万家灯火，这是一份稳稳
的幸福。”

费俊龙在飞天前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毛笔书法是三人共同的爱
好。此次视频中展示的春联、“福”字，
都是3名航天员亲笔写就的。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迎来
的第一个春节。2021年4月29日，天
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用时不到两
年，我国完成了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
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空间站
组装建造，建起一座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2022年11月29日深夜，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搭乘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升空，开启为期半年的太空生
活。随着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乘组
在轨轮换完成，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
留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空间站还将迎来
更多吉祥喜庆的春节。

中国空间站迎来建成后首个春节

来自太空的祝福，请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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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月21日讯（记者 郑文
通讯员 孙美燕）农历除夕，阖家团圆
的时刻。有这么一群医生和护士，像往
常一样坚守岗位，满怀热情迎接新生命
的到来。

小巧的红灯笼、大大的福字……21
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妇产科医院2号楼3楼的分娩室门
口，欢乐喜庆的节日装饰令人眼前一亮。

“刚刚出来一对双胞胎，早产儿，还
是顺产，特别不容易。”产科总护士长王
虹满脸喜悦地说，还有9位准妈妈待
产，情况都比较稳定。

记者换上隔离衣，穿戴好一次性帽
子、口罩和鞋套，跟随王虹走进待产室。
见到她来查房，30岁的产妇申女士忐忑
地询问自己肚子发紧怎么办。王虹宽慰
对方，放轻松，多活动活动。一圈查房下
来，准妈妈们总想拉着她多说几句。

“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准妈
妈们随时都有可能生产，我们必须时刻
待命，给她们多一点安全感。”王虹说，
虽然除夕住院人数减少，但工作压力丝
毫没有减轻，春节值班任务很重。医院
还为即将出生的“兔宝宝”准备了福袋，

里面有手写的新年贺卡、口水巾、大白
兔奶糖等。

35岁的男助产士秦甲甲是安徽人，
工作已有10年，今年是他第8年在医院
过除夕。“对我们产科来说，除夕是平常
的一天，也是意义特殊的一天。”他说，
虽然回不了老家过年，但新生儿们一声
声嘹亮的啼哭和新妈妈们一张张欣慰

的笑脸，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心里很紧

张。”分娩室外，记者见到了申女士的丈
夫，他说有医护人员在，自己很放心，非
常期待一家三口一起过新年。

谈话间，好消息传来，一个小生命
降生了！走廊里立刻喧闹起来，家属们
纷纷为新生儿家庭送上祝福。

随后，记者来到3号楼5楼的国际
化病房。在19号产间，31岁的龚女士
半小时前刚生下一个男宝宝，记者跟随
产科国际化病房护士长樊丹凤为她送
上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

樊丹凤拿出一张红色的卷轴，上面
写着“平安喜乐”四个字，她轻轻地拿起
宝宝的一只脚，先在金色印泥上按一
下，再把脚印按在卷轴上，接着爸爸妈
妈也按上各自的手指印——一份仪式
感满满的足印卷轴就完成了。

“这里的医护人员热情、专业、细
心，帮助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顺利产下
宝宝，很感谢他们。”龚女士说。

同样激动的还有隔壁房间的家属
蔡先生，他的宝宝是当天早晨4时30分
出生的，7斤重的男孩。看到医护人员
一夜未睡，抽空趴着休息，蔡先生非常
钦佩医护人员的敬业精神，“新年祝福
他们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年夜饭怎么吃？”临走时，记者问
樊丹凤。她笑着说，年夜饭提前到中午
吃了，她给9位值班医护人员点了一桌
外卖，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母婴平安的
每一天，都是我们的节日。”樊丹凤说。

在浙大妇院，看医护人员不一样的忙碌和幸福——

除夕，为新生命守岁

王虹（右）和诞下新生儿的产妇合影。 浙大妇院供图

本报杭州1月21日讯（记者 祝梅）
“后面进度怎么样？下午4时左右的年
菜订单，现在可以准备了！”21日下午
2时许，盒马杭州星光大道店海鲜吧
不时传来“催单”声，出菜、打包、装进
保温袋、再装进保温箱，一条特殊的

“年味儿”专线正为家家户户的团圆
夜忙碌。

今年，盒马推出多档年夜饭套餐，
提供“鲜制热出”、专送上门服务，李梦

磊就是“专送小分队”的成员之一。“为
确保每一份年夜饭热腾腾抵达消费者
的家门口，门店今天留出了近20%的运
力负责年夜饭专送。”店长刘丽娜告诉
记者，预定今天送达年夜饭的订单占近
期订单总量的八成以上，下午4时至5
时是配送高峰时段。

下午3时12分，刚完成几单常规配
送的李梦磊回到配送区，开始等下午4
时要送到的一单年夜饭。这是他当天

送出的第21单年夜饭，配送小区离门
店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熟悉周边区块
的李梦磊看完地址就了然于心。“这小
区挺大，这幢楼在最里面，得留点时
间。”他说。

出发前，李梦磊细心地检查了保温
袋的情况，他的电动车挡风布上手写了
一个“福”字。今年30岁的李梦磊是河
南人，来杭州盒马门店工作一年多。最
近，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已返乡过

年，他考虑再三还是选择留下，“我们这
个行业比较特殊，别人放假时我们最
忙，春节门店人手本来就少，加上政府、
门店都会给补贴，这个月能多挣3000
元到4000元，我想多攒点钱。”

除夕这天是盒马春节期间唯一一
天提前在傍晚6时打烊。李梦磊说，忙
完单，会跟其他留守的配送小哥一起在
门店吃年夜饭，“和兄弟们聚在一起，也
是一种团圆。”他说。

探访盒马年夜饭“专送小分队”——

把热腾腾的团圆味儿送上门

兔年寻兔

现藏于衢州市博物馆的青玉兔镇
纸，是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7件国家一
级文物之一。青玉兔镇纸由和田青玉
圆雕而成，玉质莹润，兔子呈伏卧状，
双眼圆润有神，三片小嘴唇加以两侧
阴刻的胡须，好似在微微颤动，反映了
南宋时期高超工艺水平和审美取向。
该套文物曾参加浙江省博物馆与南京
博物院携手打造的“宋韵——士大夫
的精神世界”展览，青玉兔镇纸近日被
选中参与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玉兔精

灵——兔年迎春展”。
（本报记者 赵璐洁 通讯员 赵文慧）

青玉兔镇纸

青玉兔镇纸。

新春走基层

回乡见闻回乡见闻
编者按：这个春节，回家的路还通

畅吗？防疫政策优化调整之后，家乡发
生了哪些变化？本报今起推出“回乡见
闻”系列报道，通过记者和读者返乡的
所见所闻，一起见证防疫政策优化调整
后的首个春节。敬请垂注。

对中国人来说，大年三十这天，一
家人围坐一起，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年夜
饭，才算真正过年。疫情3年后，今年
的年味和烟火气尤其不一般。

除夕夜，我们在各自老家见证了3
户家庭的团圆饭。在他们的餐桌上，有
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家长里短的叨念，
更有温馨、喜悦的氛围，以及对来年开
启美好生活的憧憬。

“好好陪家人，最开心满足”

盼呀盼，在衢州市柯城区新新街道三
衢社区花园前新村，现役军人祝亚军的家
人终于盼来了一顿整整齐齐的年夜饭。

这是祝亚军第一次给1岁半的儿
子烧菜。只是，手里熟悉的枪杆换成陌
生的锅铲，技术着实有些蹩脚。可这又
有什么关系呢？

祝亚军距离上次回家，已有两年
多。“今年终于有足足一个月的假期。
能好好陪陪家人，这是最开心、满足的
事情。”祝亚军腼腆地说。

假期获批后，祝亚军第一时间买好
了高铁票，赶在2天前回到魂牵梦萦的
老家。

饭桌上，筷子未动，祝亚军站起来，
“自罚”一杯酒。他结婚以来，因为工作关
系不着家，没能承担起一个儿子的责任，
也没能履行好一个父亲的职责。对于妻
子和父母的辛苦付出，他深感愧疚。

“你大伯、堂兄弟都是当兵的。你
就做好你该做的！”祝亚军的父亲说。

“生意好起来，吃啥都高兴”

大年三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武
岭西路步行街上还有不少游客。对于
这个老牌5A级景区来说，疫情前的热
闹正在快速回归。

蒋家龙门千层饼店老板、宁波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蒋定君早上6
时就忙着做千层饼。工人们都已放假，
全家人都赶到店里帮忙。

“年夜饭就在店里简单吃点，省下
时间多备点货，行吗？”“没问题。生意
好起来，吃啥都高兴！”蒋定君的提议，
得到家人的一致赞同。

已在这条街上做了40多年生意的
蒋定君和他的千层饼店，可以说是溪口
镇旅游业的晴雨表。今年春节前的一
周，蒋定君明显感受到消费回暖。“年前
在宁波市区的两场年货展销会，把店里
准备在春节销售的千层饼都卖光了。”
蒋定君说，这几天，店里客人络绎不
绝，有本地人来购买伴手礼，也有来溪
口过年的外地游客来买特产。

匆匆吃完晚饭，蒋定君一边做着千
层饼一边告诉记者，终于等到景区回
暖，他们一家人都对今年充满期待。

“年轻人在农村大有可为”

道路两旁挂起红灯笼，家家户户忙
着贴春联、准备年夜饭，除夕当天的淳

安县下姜村，一派热闹光景。
作为新媳妇，余月仙是第一次在下

姜村过年，在杭州工作的她特地提前请
了假，“早点回来，陪陪老人，帮着做些
家务活。”余月仙说。

年夜饭的菜单，是两个小年轻和父
母一起商量的，一共八道菜，有当地必上
桌的蹄膀，还有甲鱼、土鸡、牛肋排等。

余月仙是淳安人，娘家在离下姜
村约20分钟车程的湖景村马家山。“小
时候听老人说下姜穷，现在变化这么
大。”她指着家门口的凤林港溪，“你
看，小溪两边几乎都是民宿，生意正在
好起来。”

过年前，村里的年轻人都陆续回
来了。从事新媒体行业的余月仙也冒
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不回下姜村发
展？“不是一时冲动。”她听说下姜村接
下来还会引进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正
好先生的工作也在村里，回来是不错
的选择。

“回来好啊！年轻人只要肯努力，
在农村也大有可为！”一旁的公婆听说
儿媳妇要回来，高兴地举起酒杯说，“新
的一年肯定越来越好！”

三路记者在各自老家见证三户家庭的除夕夜

欢喜团圆饭，年味这般浓
本报记者 严粒粒 纪驭亚 姜晓蓉 通讯员 张桂芬 严世君 陈 航

三路记者在各自老家见证三户家庭的除夕夜

欢喜团圆饭，年味这般浓
本报记者 严粒粒 纪驭亚 姜晓蓉 通讯员 张桂芬 严世君 陈 航

本报讯（记者 肖艳艳 通讯员 於亚女）
1月21日，台州综合广播FM98.7主持
人小雅收到了日本听众桧山良直的电
子邮件。在邮件中，他向小雅祝福中国
新年，还推荐了一首日本诗歌。

前一天，台州电台进行岁末回访，
小雅给远在日本的桧山良直发了一封
电子邮件，还为他朗诵了日本诗歌《二
十亿光年的孤独》。没想到很快就有了
回复。

小雅做电台主持人18年了，没想
到，她的声音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美好
的交流也因此展开。

几个月前，小雅收到了一封陌生人
的来信。写信的人是来自日本东广岛
市的一位六旬老人，名叫桧山良直。他
收到了台州电台持续7分钟的信号，并
把声音刻录在CD上，随信件寄到中

国，希望得到一份收听证明。
FM调频广播一般仅能传播100

公里左右，而东广岛市离台州的直线距
离大概1200公里。他接收到的信号是
从台州括苍山顶发射出去的。

经台州电台确认，桧山良直收听到
的是2022年7月27日下午2时左右台
州综合广播的声音，信号持续了7分
钟，内容为资讯和广告。

记者辗转联系上桧山良直，他说自
己十几岁就开始寻找海外电波。40多
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捕捉遥远电波的
爱好，已经收集了700个收听证明。

小雅将这个故事发在微博上，4个
多月阅读量达到近1400万次，转发、评
论10万多次。“打动大家的，除了桧山
良直先生对爱好的坚持，还有一种人与
人之间跨越国界的友善。”小雅说。

一位日本听众和台州电台主持人的奇妙故事——

7分钟“空中相遇”带来浪漫互动

浙里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宋彬彬 共享联盟·
桐乡 徐振华 施玉婷） 1月20日，西
市河微波泛起，一艘艘摇橹船装满了老
腊肉、酱鸭、三白酒等年货，汇集到水上
集市，然后一字排开，桐乡乌镇“水上年
市”就开张了。

上海游客张松带着女儿慕名前来，
挑选好喜欢的年货，又去体验了打年
糕、扎鱼灯、古风投壶等活动，还品尝了
春卷、梅花糕等特色美食。

热闹的水上年市再次重现旧时江

南的市井生活。今年春节，桐乡乌镇以
“枕水人家热闹年”为主题，推出水上年
市、新春长街宴等活动，让游客感受年
味与烟火气。

长街宴是乌镇传统习俗之一，旧时每
逢新春佳节，乌镇当地大户人家便会在坊
间广开宴席，街坊邻居也沿街摆上桌椅，
木桌相连，便形成了长街宴。今年过年，
乌镇延续这一传统，在街巷大摆长街宴，桌
椅一字排开，铜锅一上，热气腾腾。现场还
推出围炉煮酒，让游客享受闲暇时光。

桐乡乌镇：枕水人家水上年桐乡乌镇：枕水人家水上年

乌镇水上年市。 拍友 陆佳钰 摄乌镇水上年市。 拍友 陆佳钰 摄

兔年新春来临之际，温岭市城南镇“后岭花开·嬉栖谷”搭建了一个由近万把油纸伞组成的“天空之伞”，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 朱海伟 拍友 徐伟杰 赵达清 摄家门口添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