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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结合疫情防
控需要，上月起无锡地铁
开启“最严进站”模式，乘
客需通过“健康码”查验和
测温正常后才能进站。有
市民担心：使用老人机的
老人、没有手机的中小学
生、手机进站时没电了等
情况怎么办？昨从无锡地
铁集团获悉，目前地铁全
线完善了“健康码”查验措
施，确保“无码”人群也可
通行。

昨天上午，在地铁三
阳广场站看到，安检入口
处摆设了“健康码”二维码
告示，乘客可使用支付宝
或微信扫码获得相应“健
康码”，出示给站务人员后
才能通过安检进站。据了
解，自进入寒假以来，地铁
乘客中多了未成年人群
体，还有一些小学生独自
乘坐地铁出行，既没有手
机，也无法出示“健康码”，
和部分老年人组成了“无
码”群体。

“针对‘无码’人群我
们制定了专门的通行办
法”，无锡地铁运营分公司
客运服务部工作人员黄鹂
琛介绍，持老年机、无手机
的老年人或中小学生等无

“健康码”的群体，可由同
行人员代为申领并出示健
康码。既无“健康码”又无
纸质健康证明的乘客，若
手机可接受验证码，车站
工作人员会使用疫情防控
行程卡代为查验轨迹。若
无法接收验证码的，须由
乘客签署健康承诺书，并

在异常乘客信息表上做好
登记，测温正常且无中高
风险旅居史的可放行。需
要注意的是，对于拒绝出
示“健康码”，或持不合要
求“健康码”强行进站的乘
客，车站会及时通知公安、
辅警介入处理。

自春运启幕以来，地
铁三阳广场站、无锡火车
站、靖海站等重点车站客
流上升，但各站点运营依
然秩序井然。针对春运出
行高峰，地铁集团建议乘
客出行提前准备好“健康
码”，客流集中的站点一般
都设有2台及以上安检机，
不同安检机进站客流区别
也较为明显，乘客进站时
可留意一下，多走几步到

“冷门”安检口进站，速度
会快很多。一般来说，工
作日地铁重点站早高峰客
流集中在7时30分至8时
30分这一时段，怕迟到的
乘客尽量提前出门，在7时
30分前安检进站乘车，不
急着上班的乘客尽量选择
9时以后出行，这样可以有
效避开高峰时间，重点站
的安检压力也会明显减
小。

另外，很多乘客会随
身携带水杯或矿泉水进站
乘车，车站工作人员建议
乘客在过安检时可提前拿
出水杯打开杯盖，在安检
员面前喝一口，因为如果
放在包里，过机后还是会
被要求拿出来检测，浪费
不少时间。

（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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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董师傅上一次见到女儿已半
年有余，更多的时候他只能透过屏幕看
看孩子的笑脸。“爸爸妈妈，你们辛苦
了”，浓浓的思念透过屏幕传来，电话的
另一端是董师傅正在上高二的女儿董
兰婷，她和奶奶今年留在老家过年，这
是一家人第一次无法坐在一张年夜饭
桌上。听着熟悉的声音，董师傅既开心
又心疼，他在视频中给女儿介绍新家的
布局，叮嘱她照顾好奶奶的身体。

“新的一年要继续好好学习，争取

以后考到无锡来，我们一家人早日团
聚”，董师傅对女儿的叮咛言犹在耳。
在锡打工十几年，这座城市在他心中的
分量非同一般。去年本报对这个快递
之家进行报道后，有网友这样评论道：

“付出总有回报，家庭式快递服务，更可
持续发展，祝福他们一家”。董师傅一
家在陌生人的善意中大受鼓舞：“感谢
这座城市给予我们的温暖，新的一年
中，我们将用更好的服务回馈大家。”

（晚报记者 陈钰洁/文 李霖/摄）

在老家亲人心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1月的最后一天是董师傅搬
家的日子，中午妻子陆定云已张罗
了一桌好菜。桌上的红肠香飘四
溢，是董师傅老家的风味，由家乡
的亲人亲手制作，交由同样在锡打
工的亲戚带了过来。“不管多大年
纪，在老家的亲人心里，我们永远
都是需要照顾的孩子”，家乡的风
味在舌尖蔓延，笑意爬上了眼角，
这一餐董师傅吃得格外香。“青菜
豆腐保平安”，最后上桌的是一碗
平安汤，董师傅家新年餐桌上必不
可少的一道汤水，代表着对新的一
年最淳朴的期盼——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就是最大的福气。

“2020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无锡买
房安家了，以后再也不用为了搬家而四
处奔走”，上一次采访时，他们一家还与
人合租在一处毛坯房里，与今天窗明几
净的新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董师傅一家而言，房子意味
着安稳。董师傅直言，来锡十几年，已
记不得搬过多少次家。“房东卖房子我
们搬家，房东要装修我们搬家，最短的
地方只住了几个月”。拖家带口的飘
摇生活让董师傅坚定了在这座城市扎
下根来的决心。电商兴起助力快递行
业跑出“加速度”，董师傅的收入跟着
水涨船高，他把妻子和儿子也带入了
快递行当，一家三口在保障生活之余，

努力攒钱，终于在去年6月购置了房
子,“从今以后，在这座城市生活更有
底气了”。

过年，对于很多行业而言是“修生
养息”的时候，但对于服务业来说，却是
人手最紧张的时候。在董师傅看来，这
正是他为家人奋斗的好时机——我不
准备给自己放假，只希望妻子和儿子能
够安心歇年，给女儿买上她惦记了很久
的新鞋。董师傅介绍，公司对于不回家
过年的快递小哥，设置了丰厚的奖励，
平时一票件一块多，过年时候可以达到
八九块钱，还有额外的两百多元一天的
加班费，“辛苦这几日，抵得上平时半个
月”。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留锡
过年的快递小哥董志荣心里多
了一份踏实与安定。董志荣老
家在盐城滨海，是本报去年8月
刊登的《这个家庭送快递挣出了
一套房》中的主人公，在春节到
来之际，他和家人喜气洋洋地搬
进了无锡的新房。如果说还有
一点遗憾，就是小女儿和母亲
过年无法来锡，团圆饭的餐桌
上少了两幅碗筷。

远道而来的“家乡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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