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8 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当日
上午，记者在三门峡火车站进站口看
到，肩背手提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一波
接一波进入候车大厅，候车室里坐着许
多等待踏上回家旅途的返乡人，他们脸
上的笑容、背上鼓鼓的行囊和紧盯车次
信 息 的 神 情 ，无 不 传 递 出 同 一 种“ 声
音”：回家过年，真好！

“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
了，去年因为疫情和同事在三门峡就地
过年，今年家里年货都备好了，就等我
们回去了，真想快点见到我的小女儿。”
40 多岁的张海滨和周春燕是周口人，
两口子在三门峡务工已有两年多。聊
到回家过年，张海滨语气里透着高兴：

“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多开心。”
上午 9 时，拉着大行李箱、肩挎笔

记本电脑，笑容明媚的李若楠和同学刚
刚下车出站，她是郑州大学大四学生，
家住市区。“学校早早就放假了，因为实
习一直没回来。”李若楠说，“这个学期
都在实习、写论文，回家的时间有点晚，
但一直很想念父母，也十分惦记家乡的
味道。家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回到
家有父母疼着、宠着、爱着，在外面受到
的压力、委屈就全都消失了。”

天气虽冷，归途却热闹非凡，这其中
有对父母的牵挂，有对妻儿的思念……
手中的一张张车票连接的那一端叫故
乡。

回家过年 感觉真好
本报记者 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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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春节是 3 年疫情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记者
兵分几路，从年夜饭、春运旅途防护、春节假期外出旅游、回乡过年等方面进行采访，
分享人们春节回家过年的喜悦，提醒人们外出注意疫情防护事项，引导人们过一个健
康、文明、祥和的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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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外出旅游是一些市民喜
欢的过年方式。今年春节，随着国内
防疫政策的调整，一些市民旅游过年
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王龙是我市某单位职工，今年春
节期间，他打算和妻子、孩子一起到
广东旅游过年。“孩子今年 6 岁了，平
时 特 别 喜 欢 各 种 动 物 ，也 总 想 去 看
看 一 些 没 有 见 过 的 动 物 ，趁 着 过 年
假 期 ，我 打 算 带 着 他 去 开 开 眼 界 。”
王龙说，这几年因为疫情，没有带孩
子 外 出 旅 游 ，今 年 终 于 可 以 旅 游 过
年了，他们决定一起去广东，让孩子
开 心 的 同 时 ，他 和 妻 子 也 能 放 松 放
松心情。

1 月 18 日下午，王龙告诉记者，他

们这次春节旅行已经全部规划好了，
按照计划，要先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
世界，然后再到珠海蓝海湾海洋馆，这
些地方都是孩子最喜欢的。

和王龙一样，这个春节我市不少
市民选择外出旅游，这从三门峡一些
旅 行 社 恢 复 忙 碌 的 景 象 可 见 一 斑 。
三 门 峡 中 国 国 际 旅 行 社 副 总 经 理 樊
辉 连 日 来 一 直 忙 着 给 游 客 办 理 各 项
旅游事宜。据他介绍，近期到旅行社
办理外出旅游手续的人越来越多，电
话、微信咨询的人更多。“今年春节，
三门峡外出旅游过节的市民很多，外
地来三门峡看白天鹅的游客也很多，
团队游、自助游等都有，春节旅游市
场整体形势比较乐观。”樊辉说。

回家过年，是许多人的心愿。踏上
旅途，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1 月 18 日下午，一列自北京西站发
车的高铁到达三门峡南站。记者看到，
接车的市民都戴着口罩，不断地向车站
内张望。刚刚下车的三门峡人王先生
告诉记者，这几年受疫情影响，一直没
能回家，今年能好好回家探亲让他非常
开心，为了对自己和亲人的健康负责，
他在车上全程佩戴 N95 口罩，这样利人
又利己。

高铁三门峡南站工作人员介绍，现
在车站已经不再对旅客查验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也不再给乘客测量
体温，“虽然不再强制执行，但我们会对
个别没有规范戴好口罩的旅客进行提
醒，同时，我们这里还对旅客免费提供

口罩”。这名工作人员提醒，酒精等消
毒产品不能带上高铁，消毒凝胶每人限
带一件。

家住市区的贾女士一家人今年头
一次自驾车回洛阳探亲。“车是去年才
买的，考虑到疫情防控的因素，自己开
车应该可以降低感染风险。”说话间，贾
女士还向记者展示了她在车上存放的
口罩、消毒湿巾、消毒凝胶等防护物品。

三门峡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在飞
机、火车等密闭空间内，要全程佩戴好
口罩，并随时保持手部卫生，避免接触
公 共 物 品 。 咳 嗽 、打 喷 嚏 时 要 注 意 礼
仪，用纸巾或肘臂遮挡。自驾人员也要
做好全过程健康防护，加强车辆通风消
毒，减少在服务区逗留的时间，在收费
站通过人工窗口缴费时，需戴好口罩。

年夜饭是每个除夕的重头戏。近
日，记者走访得知，今年我市饭店、酒
店年夜饭订餐情况良好，但也有不少
市民选择居家吃年夜饭。

1 月 18 日一大早，市区开元酒店厨
房正在准备中午的餐品。“我们从半年
前开启年夜饭预订，目前，除夕包间已
经全部订满，大厅桌位也预订出 70%。”
该酒店总经理宋女士表示，春节会比
平常忙许多，但预订桌数较去年春节
有些下降，往年一直到农历正月初六
的桌位都会很火爆。

“今年我 们 家 决 定 直 接 预 订 外 送
的 年 夜 饭 ，既 可 以 免 去 采 购 、做 饭 的
麻烦，又能更好自我防护。”市民林女
士表示，她在市区御膳大饭店预订了
熟食集装箱，菜品经过简单加工就能
成 为 一 道 年 夜 饭 桌 上 的 美 食 。 御 膳

大饭店负责人张石英表示，该饭店今
年的熟食年夜饭，销售十分火爆。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年夜饭也出现了一些“新吃法”。“往年
的年夜饭一定会在饭店吃，主要是为
了让老爷子看到全家人团圆、其乐融
融的样子。今年为了预防新冠病毒感
染，决定不带老爷子外出，在家准备。”
市民李先生表示，他身边很多有老人
的家庭都格外注意。

1 月 18 日晚上，市民蔡女士把一笼
刚蒸好的包子 拿 下 来 冷 却 。“ 儿 子 刚
结 婚 ，今 年 儿 媳 妇 第 一 年 回 来 过 年 ，
我 要 做 一 顿 丰 盛 的 年 夜 饭 。”记 者 了
解到，许多家庭，除饺子外，还备有带
鱼、香肠、小酥肉等过年经典菜品，不
少年轻人也学会了自己在家熬皮冻、
炸带鱼。

2022 年 12 月 7 日，“黄帽大哥”闫国
际下班途中路过三门峡市区涧河上阳
桥，看到一女子落水，他奋不顾身跳入
冰冷的河水中将其救起，赢得网友点
赞。闫国际是河南项城人，但他早已把
三门峡当成家，今年他依然选择留在三
门峡过年。

闫 国 际 救 人 后 ，多 家 媒 体 争 相 报
道，他不仅获得表彰慰问，而且赢得网
友的表扬与肯定。对此，他淡然处之，
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救人
是我的本能反应，我觉得这没有啥，现
在我还是我，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闫
国际说。

今年春节前一个月，他在工地上的
活儿已经干完，现在有空就帮工友们对

对账。虽然留在三门峡过年，可他前段
时间回了趟老家，看望了年迈的父母，
并为父母准备了新年红包。

闫国际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
个女儿，现在都在他身边，一家人团聚
在三门峡。谈到新年愿望，闫国际心里
满是对儿女们的祝愿：“希望在新的一
年里，儿子能早日结婚，小女儿天天开
心，大女儿工作顺利。”

除夕做一桌好菜，过了夜里 12 点
吃年夜饭，这是闫国际老家过年的风
俗，鸡蛋包饼、特色红烧鱼等更是少不
了的家乡美食。

“春节假期，我计划带家人到周边
公 园 、景 点 等 游 玩 ，放 松 一 下 心 情 。”
闫国际说。

别样的春节 一样的温暖

家人前来团聚
“黄帽大哥”开心不已

本报记者 单义杰

外出旅游过年 热情再度燃起
本报记者 李博

年夜饭宅家吃 安心又温馨
本报记者 吴若雨

春节团聚 把健康带回去
本报记者 史融

1 月 17 日，在
高铁三门峡南站，
返 乡 过 年 的 乘 客
准备出站。

张朝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