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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
苏。 ”牛年春节在期盼和祝福声中开启。
在华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
陆续开展， 人们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里感受团圆、庆祝佳节。 而全镇上下，也
在用心守护好万家安宁， 确保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新春佳节。

“洋居民”在华漕过春节，被中国文化“圈粉”

今年春节，当大部分人和亲人团聚，享受
幸福和喜悦时，华漕镇集中隔离观察点的工
作人员依旧在忙碌着，为了“大家”的平安，
而舍弃了“小家”团圆……
2月 10 日，镇党委书记吉玉萍，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王尧带队前往集中隔离观察点慰
问，向全体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送上了节日
的祝福及来自镇党委、政府的衷心感谢，让他

们感受到了来自身边的温度。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集中隔离观察点的

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积极响应镇党委、政府号
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长期奋战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为全镇疫情防控大局作出了积极贡
献。值此新春佳节，吉玉萍、王尧等领导向坚守
岗位的“守护者”们特别送上了感谢信及慰问
品，希望他们能继续坚守在岗位上尽职尽责，
帮助他人的同时照顾好自己，共同取得疫情阻
击战的最终胜利。而为了能让全体工作人员感
受新年温暖，华漕镇还为他们准备了汤圆、水
饺等过年美食，暖胃更暖心。
在集中隔离观察点，除了工作人员无法

和亲人团圆，正在隔离的市民亦是如此。为感
谢他们在集中隔离观察点中的积极配合以及
对华漕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华漕镇
为他们送上了慰问信，并祝他们新春快乐！

为“大家”平安，春节坚守集中隔离点

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留沪过年也温暖

今年春节，华漕的敬老院进入封闭管理
模式，以确保院内老人安全过年、安心过节。
封院不封情。新的一年虽然院门紧闭，但是各
种暖心活动接连“上演”，将浓情厚意送到了
老人手上、送进了老人心里。
“祝你们新年快乐、牛年吉祥！”年前，华

漕镇副镇长陈健带队为继王敬老院送去了各
种年货和防疫物资，慰问岗位员工；区镇两级
相关部门也先后来到敬老院，看望老长辈，并
嘱咐大家佳节来临保重身体、开心过年。华漕
镇工会带着新春祝福来到华漕敬老院，为老

人们送去了 30 箱牛奶、60 箱饼干糕点，让大
家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党、政府及工会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关心关爱敬老院老人之际，关
帝庙也前去看望和慰问了敬老院的老人和工
作人员，送去了福字和点心，向他们致以节日
问候，感谢他们在春节前后坚守岗位，为保障
敬老院的老年人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所
作的贡献。
而在继王敬老院，一场特殊的年货大街

活动热闹开展。活动现场，香蕉、苹果，瓜子、
花生，餐巾纸、牙膏等等，各类水果、干货、日
用品等等商品琳琅满目，让老人足不出院就
能置办年货，满足衣食需求。同时，为加强老
人身体锻炼、增强互动，活动还设置了套圈圈
赢奖品环节。老人们个个都是套圈 “小能
手”，收获了各种礼品，并在游戏中收获快乐、
感受幸福，活动现场洋溢着谈笑声、欢呼声。

封院不封情，敬老院里感受“幸福年”
这个特殊的春节，许多人响应号召，选择留

沪过年。就地过年，更要过好年。为了让留下来
的人生活有保障、过节有气氛，让家中期盼的亲
人感受到温暖、放得下牵挂。华漕镇相关部门、
企业下足了功夫。

“新”聚华漕，“牛”在一起

年前，镇综合党委以“‘新’聚华漕·‘牛’
在一起”为主题开展一系列 2021 年迎新春活
动，凝心聚力增进留沪工作者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组织“两新”党组织书记和留沪党员代表开
展写春联、做永生花等迎新春活动，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氛，活动现场，
东方燕林等 4名书法老师提笔挥毫，写就一副
副喜庆的春联，在老师们的带领和教导下，“两
新”党员们也写出了自己对新年的期许和祝
福，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走访慰问上海
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并为核酸检测一线人
员送上了悉心准备的福字、春联、洗浴套装、毛
巾等慰问品，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
为满足华漕镇返乡人员的核酸检测需求，

华漕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上海新虹桥
医学园区社会办医联合党支部与上海新起点康
复医院党支部陆续派遣 10 名志愿者投入千麦
核酸检测点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企业真金白银送“福利”
员工安心“就地过年”

这个春节，为了让员工安心“就地过年”，
华漕不少企业真金白银送上过节“福利”。
除夕年夜饭，是中国年的重头戏，过节的年

味都藏在了这顿团圆饭里。为让留沪过年的务工
人员在家吃上年夜饭大餐，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
限公司将为他们送上价值 1288 元的大师年夜
饭礼盒，内含多道年味十足的菜品，暖胃更暖心。

今年春节，大部分员工主动选择留在上海过年，
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为此准备了 300 份
年夜饭礼盒。此外，上海锦湖日丽塑料有限公司
还为正常复工首日到岗的员工发放一个大红包，
让留沪过年的务工人员能安心在上海过年，过一
个踏实、健康、安全、有意义的新春佳节！
为减少“两节”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上海

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号召，通过给
予激励奖金及年假后补的方式，鼓励来沪员工
在春节期间能够留在上海不返乡。虽然激励奖
金设置，给企业自身增加了压力，但上海鸣志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此举也是希望能最大程度地避
免员工返乡带来的流动聚集感染风险，为防控
疫情贡献一份力量。只要是 2021 年 2 月 1 日
之前入职的在职工人，包括正式工人、外包工，
都有机会享受到激励奖金。

新春“全家福” 温暖侨眷心

春节临近之际，华漕镇域内高龄侨眷收到了
一份暖心的礼物———镇统战部门组织为大家拍
摄“全家福”，通过拍摄照片并分享给远在海外

的儿女，一同品味家庭温暖，分享幸福、收获祝福！
伴随着阵阵“咔擦”声，一张张照片逐渐成

型，一个个笑脸凝聚了侨眷的心、温暖着侨眷的
心。拍摄现场，大家相互交流、互道祝贺，分享子
女、亲属在海外的家庭、生活、工作等情况，笑声
不断、暖意浓浓。
沃善庆和王佩珏夫妇俩已年近七旬，孩子们

都在法国，受疫情影响今年无法回国陪老人过年，
老两口向海外的儿女送出殷切嘱托，嘱咐他们要
照顾好自己，特殊时期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杨建陵老先生已经 85岁，身体还算硬朗，

只是行走不便。独生女儿现居日本，今年也无法
回家团圆。他表示虽然孩子远在海外，但是镇政
府时刻不忘对他关心关爱，让他同样感受到了
家庭般的温暖。
通过拍摄“全家福”活动，传递了海内海外

心相连的骨肉亲情，让受到疫情影响而不能回
国团圆的侨眷亲属们，感受祖国新春佳节的浓
浓年味儿，收获来自远方的父母的真挚嘱咐和
美好祝愿。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和海外亲人团聚，
但春节期间打开视频，和亲人、好友连线，“云”
上拜年，侨眷们依然感受到别样精彩。

“洋姐姐”穿上旗袍玩转中国年，“洋娃
娃”穿上唐装道一声“恭喜”，走进寺庙上香祈
福，去农贸市场买买买，跑到邻居家包饺子、
“蹭”年饭，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着生动的中
国年……这个春节，不少“洋居民”在华漕把春
节过成了一节节正宗的文化课，继而被中国文
化“圈粉”。
来自德国的亚历山大到中国一年半了，对

于这里她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探索热情。“我非
常享受这次走进中国邻居家参与家庭聚会的过
程，尽管我们无法交流太多，但我却用最地道的
方式感受了文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机
会。”饺子是她最爱的中国美食，她说德国人会
吃一种叫做Maultaschen（肉菠菜大馄饨）的
食物，和中国的饺子十分像。
“食物是一种文化载体，同一种食材不同国

家的人加工后会烹饪出完全不同的美食。‘吃’
在我看来是最简单的文化交流方式，因为你压
根不用说话。我来到中国，走进超市，才发现中
国有这么多品种的蛋，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
见到过的，我觉得中国可以称作一个‘食蛋之国
（Country of eggs）’，对我来说这非常有趣。
我的下一个计划就是品尝更多的中国蛋品。”
亚历山大去年在中国度过了元宵节，而体

验纯正春节今年还是头一次。今年春节，她和家
人好好“探索”了上海这座城市一番，用舌尖去
品尝上海的丰富多彩。
吉娜 2019 年 8 月跟随丈夫从法国来到上

海，并安家华漕镇。她曾拜访过北京、西安、成
都、广州、乌镇以及上海等地的多座寺庙。“我最
喜欢的是这些寺庙带给我的安宁感，走进寺庙，
我就觉得非常放松，充满了正能量。”

来到闵行诸翟关帝庙，吉娜也为因疫情冲
击生活受到影响的法国家人祈福，希望他们平
安健康，更加耐心地等待疫情的结束。“我和我
的家人也分别了很久，我希望疫情结束后，他
们能来到上海，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今年春
节，吉娜一家和一个中国家庭一起度过，尝了
一桌中式年菜。未来，吉娜还想深入体验中国
茶道。
说着一口标准而流利中文的欧阳毅1985年

来到中国，当时虽没有中文语言基础，却对中国文
化产生了浓烈兴趣，于是就以学习中文为起点，在
中国一待就是36年，目前已定居在华漕镇。

春节前，他前往位于华漕镇的一个农贸市
场置办年货，还走进邻居家解锁了包汤团、炸春
卷的新技能。“这次去一对中国老夫妻家里，他
们非常热情好客，我也学习体验了许多新的东
西，和他们一起吃团年饭很开心。”谈到中国春
节，他感觉和圣诞节的氛围颇为相似。“主要就
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家庭气氛
浓厚，这个节日为家人团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机会。”
华漕镇居住了来自 76个国家和地区、3000

多户境外人士家庭，总人数达 4389人。今年，为
了让留在华漕过年的境外人士更好地感受中国
春节的氛围，同时兼顾疫情防控需求，华漕镇尝
试采取了家庭结对的方式，邀请外国居民到中
国家庭做客这类活动，与外国居民分享传统上
海人过年的方式，让他们获得更多文化参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