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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姑娘：在上海过个难忘“艺术年”“这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不回家过春节。”

90后姑娘黄婷，江苏无锡人，温婉的江南城市

造就了她身上特有的灵动和娇俏，一双炯炯有

神的大眼睛笑起来仿佛会说话。

大学毕业后，喜爱绘画、设计的黄婷来到

位于南京东路商圈的上海世茂广场当了一名

销售员。 今年春节，她作出一个决定———不回

家了。 为了商场刚上新的一个主题展览，她希

望留下来可以过一个充实难忘的“艺术年”。

工作日上午， 南京东路商圈路人行色匆

匆。 占据黄金位置的上海世茂广场内，一个忙

碌的背影时而细细打量展品摆放位置，时而整

理各类文创产品。当初，黄婷相中这里，正是因

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南京东路，被视为

上海商业的心脏，吸引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

人相约来此。虽然商场销售这份工作看似与艺术

不搭边，但黄婷依旧找到了乐趣所在，“每天看着

来来往往不同的人， 仿佛也能体验到各异的人

生”。不仅如此，一直专精于西洋画的她，还能在

这里接触到许多神往已久的传统文化艺术。

黄婷工作的核心区域名为“潮空间”。近两

年来，随着商场不断迭代更新，更多艺术元素

置入其中，这方小小的天地也成为许多重磅文

化主题展的展陈地。就在本月5日，这里还举办

了一场名为“飞天潮禧”的主题展览，合作方是

赫赫有名的敦煌博物馆。

虽然中国画并非黄婷的专长，但她依旧充

满了好奇心。 说起敦煌画作的特点，有些腼腆

的她一下子就打开话匣子。 “敦煌画的特点是

颜色不会特别鲜艳，这跟那个年代的颜料选择

有关。 ”黄婷告诉记者，敦煌画作中，但凡带点

红色的都算十分特别， 一般画作都以棕色为

主。为打破略显沉闷的画作基调，活动执行团队

特地在展陈过程中加入了不少灵动元素。譬如，

在展览入口处专门设置的“入梦”打卡点，人们

可以在富有仪式感的布景下踏入展陈空间。

不仅负责布设展品， 黄婷还将在这个春节

担当展览“解说员”角色。最近，她一直在丰富自

己的知识库，深入了解每幅画作背后的故事。原

来， 主题展上这16幅画的原作都收录于美国纽

约大都会博物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知名

博物馆中。 黄婷期待，通过一次次深入解说，能

对这段历史拥有更深刻的感悟和理解。

“飞天潮禧”主题展将延续至3月底。 过一

个充实难忘的“艺术年”，再与好友相约，这是

黄婷规划的春节计划。 在此期间，上海世茂广

场还将迎来多家旗舰新店、 流量网红店开业。

黄婷说：“留在上海过年也别有一番风味。 ”

家乡菜闹新春一样不少，这个春节一定不会寂寞
在沪台胞憧憬暖心春节，诸多台资企业推出贴心措施

椒麻口水鸡、酒酿圆子、红烧白鲢鱼、葱油

莴笋……广达上海制造城的大厨们最近有些

忙碌， 正抓紧为年夜饭添置食材、 调整菜谱，

“这大概是最忙碌的一个春节了”。 今年，全公

司有近九成员工选择就地过年， 其中包括266

位台湾省籍管理人员。 大家正铆足劲，用情用

心让留沪员工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春节。

作为台湾广达电脑集团设在祖国大陆的制

造基地，位于松江区的广达上海制造城现有约4

万员工。 近日，走进广达上海制造城生活区，门

廊前已悬挂上仿真爆竹装饰物，“挨家挨户”门

口几乎贴满了“福”字，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不只是广达，记者从市台办获悉：近年来，

许多台资企业在上海扎根，申城不断优化的营

商环境和惠企政策， 助力更多台企一步步成

长。 今年受疫情影响，在沪台胞纷纷选择留在

上海过年。 为此，诸多台资企业也推出贴心措

施，让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春节过得舒心、过得

安心。

“吃一样的台湾美食，就像
是在一起过了个新年”

广达上海制造城生活区建筑外墙上的显

示屏正循环播放着一句句 “口号”： 过年不回

家，想念爹和妈，公司包吃住，挣钱为养家；为

健康， 同留守……这些质朴的话语， 来自留

沪员工的贡献， 大家对于今年春节有着更深

的期许。

春节期间，公司的生产线还在运转，留沪

过年增加的人手也推动了生产“提速”。公司已

提前与上下游沟通， 将生产物料早一步备齐。

与此同时，还与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展

开“员工共享”，让华铁富余的1200位服务人员

补齐广达的劳动力缺口，不仅最大程度激发公

司动能，还为来年项目早运转、早启动，以及人

力储备奠定了基础。

既然就地过年，家乡菜和闹新春一样都不

能少。大年夜包饺子、看春晚，正月初一举办新

春晚会，正月初二举行巨型象棋挑战赛，正月

初三进行情歌对唱活动， 还有制作手工灯笼、

剪窗花、全天候开放健身房等，拿着这份“新春

活动菜单”的员工陈勇笑得合不拢嘴，“这个春

节一定不会寂寞！ ”

家乡美食也得备齐，为了让在沪台胞有回

家的感觉，公司特地为台湾同胞准备了半成品

围炉、猪肚鸡锅底、各类坚果。 “吃一样的台湾

美食，就像是在一起过了个新年。”公司厂务管

理处协理李国穗这样说。

直播间“带货”，有风味小
吃更有大陆优质扶贫农产品

“吃发糕让来年发发发， 吃萝卜糕让来

年步步高， 剩一点鱼不吃完因为要讲求年年

有余 。” 36岁的台湾 “直播达人 ” 黄晓亭正

坐在沙发上一遍遍核对流程 ， 大脑飞速转

动， 心里默念着带货台词。 今年大年夜， 她

将和数位台湾青年一起， 在约40平方米的家

中搭起直播间， 为观众介绍过年习俗与经典

美食。

这是她第一次在上海过年，今年不仅要吃

自己亲手做的家乡菜，还要通过直播将大陆优

质扶贫产品推荐到世界各地。

这一想法源于一次 “机缘巧合”。 去年10

月，她参加了一场“台青看广河 金秋淘美食”

公益直播，渐渐发现了大陆的“宝藏食材”：“云

南的核桃、新疆的葡萄干……这些非常优质的

原料可以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当地

农民农村焕发新活力。”从那以后，她在社交平

台注册了“公益梦想家”账号，全身心投入直播

带货。在她的直播间里，台湾风味小吃零食外，

还有更多来自大陆的优质扶贫农产品。 “我爱

这里的充实生活，也希望能为国家建设奉献自

己小小的能量。”接下来，她还计划着开发新产

品，将祖国大陆农产品与文创结合，推动家乡

当地产业转型。

与黄晓亭一样，还有许多台胞选择留沪过

年。 从事会展服务业的台商陈杰伟，今年带着

一家五口就地过年，来上海十余年间，这里春

节的热闹与温馨氛围让他们一家深深融入其

中。 他说：“今年我已经写好计划表：要带小孩

去网红打卡点，可能还会去崇明兜一圈。 ”

对台商投资保护、台企转
型升级等持续注入动力

近年来，上海对台商投资保护、台企转型

升级等方面持续注入动力。2015年，《上海市台

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率先出台。2018年，

积极贯彻国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关

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率先出台地方惠台政策，发布《关于促进沪台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 这些政策助

力更多台商在上海生根。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张简珍介绍，台湾排名前1000位

的企业中，95%选择在祖国大陆投资； 而市台

协在沪会员已达2200多家。

广达上海制造城在沪发展， 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了实惠。 得益于上海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和给力政策， 广达上海制造城主要产线

及管理核心团队尽快落 “沪” 并办理所有手

续， 还可享受到成熟的供应链与充足的人力

资源， 为后续壮大奠定了基础。

除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上海正助力沪台

青年在文化、 科技、 医疗等专业领域展开深

度交流。 数据显示， 每年有80位台湾肿瘤专

家来沪学习， 与上海专家临床切磋 “技艺”。

为促进台湾青年在沪就业， 市台协每年提供

约3000个职位， 还推出市筹公共租赁住房解

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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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科技团工委组织下，这

个春节，沪上八家科研院所及其

所属科普场馆联合推出 “科学·

云时间” 活动， 让留沪过年的青

少年不出家门就能在 “云端” 与

科学相聚， 用奇妙科普串起宅家

亲子交流。

这八家“云”上开门的科研

院所分别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中科院上

海巴斯德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上海市计算技术研

究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上海科技馆、上海地震科普

馆（上海市地震局）和上海昆虫

博物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 策划并参与这项公

益科普活动的年轻人，本身就是

留沪过年的科研人。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的在读研究生代梦露是武汉

人，曾坚守在抗疫一线。 这个春

节，24岁的她第一次选择不回家

过年。 去年此时，代梦露报名参

加了武汉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当

了40多天志愿者， 协助小区管

理，为社区居民送水送菜。今年，

她选择在上海过年，并报名成为

“科学·云时间”的志愿者。 在她

就读的上海有机所，整个春节食

堂“不打烊”，保洁阿姨和门卫小

哥也坚守在岗位上。 每天，她都

能收到食堂发来的菜谱， 让她

“点单”，除夕还能和留沪过年的

同事一起吃年夜饭。

这些周到的细节让她感到

温暖，她也想把这份温暖传递出

去，当收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发布

的科普志愿者“召集令”时，便立

马报了名。代梦露花了一个星期

精心准备了两个实验，其中一个

名叫“牛奶烟花”，就是将颜料点

在牛奶上，再将洗洁精点在牛奶

中心，这时你就能看到颜料随着

水的张力不断旋转拉伸，如同放

烟花。“去年，我在武汉服务的小

区有几百人；今年，希望我的一

点科学小创意能为更多人带去

知识和欢乐。 ”她说。

“时间太紧了，但能在春节

期间为宅家的人们送上这样一

档科普活动，每个人都有一种使命感。 ”为“科学·云时

间”提供保障服务的“科创荟”工作人员宋云飞说，正是

着手参与这项活动，让他选择了留沪过年。宋云飞是无

锡人，今年是他在上海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以前他从未

在外地过年。两周前，当他正在犹豫今年是否也要回家

时，听说有一档春节科普活动需要人手，于是决定留下

来。 “探秘”科研院所一直颇受欢迎，为了减少人员聚

集，今年春节改为“云览”。为了让参与者能够与线上视

频内容“同步”，活动主办方还以公益形式给预约家庭

快递实验道具。

联系科研院所、敲定节目单、准备“道具”……宋云

飞忙得脚不着地。春节期间，他还要负责跟进各个实验

进度，为预约家庭提供在线答疑。宋云飞说：“这可能是

我最忙碌的一个春节，但非常有意义。 ”

■本报记者 占悦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沈湫莎

黄婷细细调整展品摆放位置。 （采访对象供图）

心安之处便是家，留沪过年年味更浓
在不少沪上大型医疗机构，九成医护人员甘当“原年人”坚守岗位

一袋红苹果寓意“平平安安”，大红

环保袋上还挂着一张好看的卡片 ，写

有：“心安之处即是家，瑞金医院祝您新

春快乐”。 接过这份特别的春节祝福，在

医院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爷叔、阿姨们

脸上都笑开了花。

农历春节就在眼前 ，响应 “就地过

年”号召，也因为医疗工作的特殊性，今

年，不少大型医疗机构里 ，高达九成的

医护人员都主动选择留沪过年。 他们自

称“原年人”———原地过年的人。

记者了解到，沪上医院在加强防疫

举措的同时，也纷纷推出线上线下系列

关怀计划 ， 以高浓度年味温暖 “原年

人”，守护城市公卫安全。

第一次不回老家过
年，意外收获更多陪伴者

张文宝的老家在吉林，2015 年进入

瑞金医院 。 从事运送岗位工作五年多

来 ， 他每天都推着住院患者穿梭于医

院、完成各种检查 ，日行万步是家常便

饭。 “原本，我年年都回老家过年，今年

就不回了，响应号召。 ”老张告诉记者，

整个春节他都在岗。

张文宝干活麻利，在瑞金医院刚举

行的年度表彰会上 ，他还获得 “先进个

人”的荣誉 ，从院领导手里接过大红证

书，以及一大袋红苹果，这让他感觉“很

甜”。 在上海，张文宝与妻子租了一个小

房子，孩子与父母在老家。 今年还是头

一回春节不回老家 ， 他说 ：“孩子也大

了，何况还有手机可以视频 ，等疫情过

了再团圆。 ”

老家在湖北，父母、孩子都在老家，

在瑞金医院从事保洁工作的吴华平今

年也“就地过年”。 吴华平说，春节期间

有在岗的医生、护士，还有住院的患者，

大家等于都陪着她一起过年。 第一次不

回老家过年，没想到收获了更多陪伴者。

春节里， 瑞金医院预计有 5000 多

名医护人员、2000 多名第三方外包工勤

工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连日来，瑞

金医院由院领导牵头，分几路将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捐赠给医院的苹果，以及医

院为留沪员工准备的年夜饭礼券分发

到大家手中。 记者发现，说是年夜饭，其

实包含两顿饭：大年夜、年初一两天里，

大家凭餐券可前往职工食堂兑换套餐。

原来，医务人员的排班很难固定到一个

时间点吃饭 ，如此设计 ，既可以让每个

人根据作息用餐， 也可以防止聚集，符

合防疫要求。

自觉坚守岗位，应对
生命的“随时呼救”

昨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空中

连廊很热闹，从医务人员里征集来的“写

字大王”纷纷挥毫，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

士也加入义务写“福”字的志愿者队伍。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 ，超过 90%的

医护留沪过年，都是中山‘原年人’！ ”中

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坦言，自己被大家

自觉服务抗疫大局而深深感动。

临近春节 ， 中山医院开始统计在

沪、在岗人员。 对这样一座超大型医院，

春节假期里门诊暂停看似“静悄悄”，其

实医院还有大量住院患者，病房、急诊、

急诊手术都有相应的医护人员、工勤人

员等坚守岗位，守护生命。

以“吃饭”这件事为例，年夜饭的供

应保障是中山医院坚持了几十年的传

统。 往年除夕备餐在七八百份，今年医

院最新统计有 900 多人在岗，以维护医

院的正常运行。 为此，中山医院准备了

1500 份年夜饭，送到各科，在宿舍备班、

初一初二等上岗的员工们都能吃到这

顿“中山牌年夜饭”。

也难怪，中山医院今年特设写祝福

环节， 很多人写下这句话———“中山医

院是我家”。 医疗工作的特殊要求，生命

的“随时呼救”，对在医院工作的每个人

来说，医院可能是比家逗留时间更久的

场所，无数个白天、黑夜都在这里度过。

人群里 ， 有位老先生拄着拐杖走

来，白大褂们赶紧让出一条道。 原来，是

中国外科学泰斗人物吴肇光教授来了！

96 岁高龄的吴老，是新中国外科事业奠

基人之一，曾任中山医院外科教研室主

任、普外科主任。 吴老是“老留学生”，放

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医

学事业，他的传奇故事在医院里流传至

今，为后学称颂。 老先生尽管高龄，依旧

天天到医院上班， 此次受邀来写祝福，

只见他端端正正地写下这行字 ：“中山

更上一层楼”。

今年，中山医院面向“原年人”推出

一系列线上、线下关怀活动。 包括给留

沪过年的所有工作人员提供年夜饭，为

留沪规培生、 进修生送上春节小红包，

给困难学生发放慰问金等。

“人不回家，让爱回
家”，留沪职工年货备足了

“明年春节，我们会安排好专列，为

这些为上海作出贡献的外来务工人员

提供更好的保障，确保他们能好好地回

家过年。 ”今年春节，华山医院也有超九

成医护留沪过年，在留沪职工迎春茶话

会上，院方明确表示，要给予留沪护工、

安保人员充分保障。

前两年春节，华山医院外科一党支

部、部门工会和护理外科一党支部携手

安徽驻沪团工委及成员单位为华山医

院皖籍务工人员举办春节返乡活动。 今

年，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响应号召，“哪也

不去，就留在上海过年”。 华山医院和安

徽驻沪团工委又行动起来 ，决定 “人不

回家，让爱回家”，为大家安排了丰富的

年货。

老家在安徽的胡安永已经好几个

春节没回老家了 。 尤其是去年 ， 考虑

工友们回去得多 ， 他主动当 “坚守

族”， 想元宵后回家再团圆 。 没想到 ，

疫情来了 ， 胡安永不仅坚守岗位 ， 还

在医院病区窗台上目送华山医院医疗

队一批批出征武汉 。 “看着医生护士

们出征 ， 我感觉自己跟他们在一起工

作 ， 挺骄傲的 ， 我们没什么本事 ， 就

埋头加油干活。” 胡安永说得谦虚， 其

实 他 今 年 摘 获 了 一 项 有 分 量 的 荣

誉———华山医院 “先进个人”。 捧着盖

有医院大红图章的证书 ， 胡安永让同

事给拍了一张照 ， 虽然戴着大口罩 ，

他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谢谢你，就地过年的人！
当前 ， 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蔓

延 ，疫情防控丝毫不容松懈 。今年 ，许
多人积极响应号召 ， 选择 “就地过
年 ”。 如同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医生所言 ， 没有谁应该留下来过
年 ，“就地过年 ”的人都应该被感谢 。

在医院里不占少数的后勤人员 ，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 ，不
少人在一家医院工作 10 年 、15 年乃
至 20 年以上。 他们在外打拼，一年就
回一次家———春节。 但今年，他们中的
很多人选择响应倡议，留下过年。

在上海的各类医院里， 还有很多
医务人员就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新年 。

他们中的很多人十多年没在春节回老
家了 ，连着好几个除夕都值班的医护
也大有人在。 这份坚守， 于他们很多
人而言， 是一种自觉： 职业需要， 职
责所在。

春节期间， 上海大型医院的急诊
是不关门的 ， 它们全年无休 ， 24 小
时开放， 遍布全市的 122 家发热门诊
也是 24 小时运行的 ， 为城市筑牢防
疫线。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而
总有人甘于暂时 “不团圆 ”，为了守护
大家的团圆， 守护大家过一个健康祥
和的中国年。

左图 ： 瑞

金医院预计有

2000 多人 “就

地过年”。

（院方供图）

下图 ： 华

山医院向在沪

过年职工致以

节日慰问。

（院方供图）

上图： 在中山医院， 援鄂队员赶来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