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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也
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今年春节假期，就地过年针对不同
疫情风险地区到底如何安排？具
体要求有何不同？想必这些都是
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此次两办印发的通知针对不
同风险地区的就地过年情况进行
了具体划分。通知指出，疫情高风
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中风险
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低风险
地区倡导群众就地过年……

此外，通知还指出：“机关、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就
地过年，引导外地农民工、尚未离
校的师生就地过年。确需出行人
员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专家认为，这对春节期间哪些
地区的人需要就地过年、哪些人群
需要就地过年做出了比较明确的
界定，能够减少中高风险地区的人
员流动，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
传播扩散，对控制疫情传播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升井的机会就在眼前，但是“五
中段”10名幸存人员却没有争抢。
杜安介绍，大家充分发扬风格，让年
龄大的、身体不好的人员先升井。
头上有轻伤的杜安成为“五中段”首
批3名升井人员之一。

王康是最后一批升井的矿工。
当时他戴着黑色眼罩，恰好面朝在
现场等待的人群。听到人们的掌声
和欢呼后，他双手紧紧合十表示感
谢。握在手心里的手电筒还开着，

明亮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
记者26日在医院见到杜安和

王康时，两人穿着干净的病号服各
自坐在病床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精神状况不错。杜安说，他在医院
得到了精心照料，饮食已经恢复正
常，头部的伤也已经痊愈。

在井底下，杜安最挂念的是家
人。虽然现在还没见到家人，但他
相信，亲人们悬着的心可以放下
了。 （据新华社）

这些天他们在井下是怎么熬过来的
山东笏山金矿生还者回忆井下14天

“听到钻孔打通的声音，我们激动地站起来了。那种心情，就像经

历了重生。”26日，被困井下14天成功获救的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生还矿

工杜安（化名）、王康（化名）坐在病床上对记者说，在漆黑的井下，他们

始终坚信，会有人救他们上去。

1月10日下午，爆炸发生。
王康说，我们正在那儿工作，就

听见一声震响。“当时什么也看不清
楚，爆炸的冲击波把我们冲得老远，
头盔都碎了。爆炸停止后，我们赶
紧相互找人。”

井下通电和通信系统全被破
坏，漆黑的巷道里，只剩矿灯的光
亮。杜安所在的作业面井下“六中
段”是离井口最远的位置。那里水
比较多，大家担心水漫上巷道，顺着
井筒内的梯子间向上爬。好在第一
次爆炸对梯子间未造成太大影响，
他们得以顺利爬到“五中段”。

不幸的是，抵达“五中段”没
多久，第二次爆炸就发生了。杜
安听到有物体不断坠落。“这次爆
炸后烟尘特别大，隔着两三米距
离都看不到人，只能看见矿灯。”
杜安说，有人决定继续往上爬，表
示确认安全之后会给他们信号。
但是，杜安等人始终没有等来信
号，于是他们决定留在“五中段”

原地等待救援。
钻孔打通之前的这几天，是他

们最难熬的时光。由于平日井下作
业时食物都是按固定时间点配送，
因此矿工们并没有储备食物，只能
喝水维生。

王康说，那时候特别饿，特别难
熬。底下巷道很长，氧气很充足。
休息就是在地上躺着，弄点封水袋
铺在地上，困了就睡，醒了就睁眼。

“井下不缺地下水，但水质比较
硬，不太适合人喝。我们只是偶尔
取点，维持生命。”杜安说，虽然大家
的身体逐渐变得虚弱，但每天都有
人去敲击钢管，试图往上传递声音，
只是一直没得到任何回应。当时，
杜安猜测，钢管可能被炸断了，导致
声音没法传递出去。

被困的人出不来，救援人员进
不去，实在太煎熬了。但是大家一
直相互安慰、鼓励，咬牙坚持。“我们
始终相信，党和政府肯定不会放弃
我们。”王康说。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钻机打孔
的声音传来，他们的期待获得回应！

“其实，钻孔打通前两三天我们
就听到声音了。一开始还弄不清到
底打到哪里了，等快打通的时候，我
们就判断出具体位置了。”杜安说，
井下有经验的矿工判断，钻机的威
力比较大，而且打通之后的烟尘和
风力也会比较强。因此，为安全起
见，他们努力起身撤离。

井筒打通的那一刻，他们激动
得无以言表。“我们在井下几天几夜
一口饭都没吃。但是听到钻孔打通
了，一激动就站起来了。”杜安说，那
一刻，他感觉自己重生了。

过了一段时间，当烟尘散去，他
们得以靠近钻孔。体力最好的王康
被派去敲击钻杆，回应井上。当他
们的敲击声传到地面，救援人员也

一片沸腾。
“其实我们也没明白他们敲几

下代表什么意思，猜测是在问我们
有多少人、被困了多少天。”杜安
说。钻孔打通没过多久，杜安和被
困工友们就收到了救援人员送来的
营养液。随后几天里，食物、水果、
衣物被陆续送下来，他们的身体状
况也逐渐恢复。

王康说，腊八节当天，有人的手
机有电，所以知道那天过节。中午
送下饭，一看有腊八粥。“哎呀，医
院、领导们给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24日，回风井井筒被打通，被
困在“五中段”的矿工们终于等来了
救援队员。“人一激动起来，啥都不
会说了。”杜安说，他们只能一个劲
地向救援队员表示感谢，拿出井上
投送的水请救援队员喝。

升井机会近在眼前却没人争抢
让年龄大和身体不好的先行

就地过年怎么过？
来看两办文件怎么说

发放员工新春留岗奖励、减免
企业房屋租赁费用、丰富节日年货
供应……贵阳出台八项措施留企
业员工就地健康平安过大年。

从每人500元的“新年红包”
电子消费券到每人20G的流量包，
从公共文化场馆的免费开放到医
疗机构的免收挂号费，浙江省义乌
市留守过年的政策实实在在又面
面俱到……

目前，全国多地行动起来，拿
出一系列让人暖心的“留岗红包、
过年礼包”，鼓励人们留在工作地
过年，同时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氛围。

此次印发的通知明确：“指导
企业稳定就地过年群众的劳动关
系，规范用工行为，不得违法终止
或解除劳动合同。在春节期间安

排职工工作的，用人单位要依法支
付加班工资。”为大家担心的“就地
过年还是就地加班”等问题吃下

“定心丸”。
不论在哪过年，就地过年也要

过好年。为积极营造就地过年良好
氛围，此次两办印发的通知也特别
提出：“密切关注群众就地过年的热
点问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有专家分析指出，就地过年虽
然确实会抑制一些交通运输、社交
属性的消费，但对其他消费影响可
能不是很大。就地过年改变了春
节的人口分布，对消费的影响更多
是结构性、区域性的。此次两办印
发的通知坚持从实际出发，体现了
政策措施的精准性和人文关怀，无
疑会有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心
安全过好年。 （据新华社）

过个“暖心年”：保障合法权益、营造良好氛围

倡导大家就地过年，对大多数
城市而言又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如何在就地过年期间切实保障好
群众生活、做好就地过年群众的管
理服务工作？

在北京，各大商超的入口被红
火的节庆商品装点一新；在湖北武
汉，采购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

为满足供应需求，各地纷纷引
导和支持相关企业保持正常运营，
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
此次印发的通知也明确指出：“切
实加强生活物资保障和能源保供，
特别是大中城市要提前安排，充分
准备。”

一些具体举措也十分切实、
有效。例如通知中提出：“倡导社
区、乡村零售网点春节假期每日
营业时间不少于 8 小时。”同时

“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确保重

要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平稳运
行。”

此外，为满足人民群众春节期
间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通知要
求：“增加网络、电视、广播等文化
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免费流
量、网络视频APP限时免费电影放
映等线上服务，低风险地区图书
馆、博物馆、影剧院、公园、体育场
等公共活动空间，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前提下，保障开放时间
……”

与此同时，通知针对外地农民
工、留校师生以及困难老年人、孤
儿、留守妇女和儿童、生活无着流
浪乞讨人员、残疾人、精神病人等
特殊群体，也专门提出了保障要
求，要求做到妥善照顾、服务到位，
一系列保障“套餐”为就地过年增
添了更多暖色调。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蔓延，我国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和
零星散发病例不断出现。春节假
期非必要不流动，有利于减少疫情
传播风险。针对因疫情防控需要
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

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高、中、低风险地区如何合理

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如何加
强就地过年群众生活保障，让就地
也能过个好年？怎样保障就地过
年群众工资休假等合法权益？记
者梳理了此次两办文件中的有关
要点。

过个“放心年”：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扩散

过个“安心年”：加强生活保障和群众服务

几天几夜一口饭没吃
听到钻孔打通一激动就站起来了

最难熬的时光喝水维生
每天都有人敲击钢管试图传递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