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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 1月24日 8时，全国疫情
风险等级划定为高风险地区6个，按照和参
照高风险地区管理地区11个，中风险地区
37个。

6个高风险地区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融汇社区、吉

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全域、河北省石家庄市藁
城区全域、石家庄新乐市全域、邢台南宫市
全域、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

11个按照和参照高风险管理地区：按照
高风险管理地区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裕华区、高新区、长安区，参照高风险管理
地区为石家庄市桥西区、无极县、新华区、
鹿泉区、栾城区、平山县、赵县等7个中风
险地区有病例的社区、村庄。

37个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 3个，为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

（福州路以南区域）、中福世福汇大酒店、宝
山区临江新村（一、二村）小区。

吉林省7个，松原市2个为经济技术开
发区新农小区7号楼、宁江区善友镇新屯
村，长春市4个为绿园区蓉桥壹号C区、绿
园区大禹华邦B区、二道区鲁辉国际城荷兰
小镇小区、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全域，通化市
1个为医药高新区奕达小区。

河北省9个，石家庄市7个为桥西区、
无极县、新华区、鹿泉区、栾城区、平山
县、赵县，廊坊市 1个为固安县英国宫 5
期，邢台市1个为隆尧县烟草家园（烟草公
司家属院）。

黑龙江省14个，大庆市1个为龙凤区世
纪唐人中心小区2栋1单元，哈尔滨市12个
为呼兰区兰河街道、呼兰区呼兰街道、呼兰
区公园路街道、利民开发区裕田街道、利民
开发区利民街道、利民开发区裕强街道、利
民开发区南京路街道、道里区工农街、香坊
区香坊大街街道办事处香中社区古香街12
号、香坊区大庆路街道办事处电塔小区101
栋7单元、香坊区和平路街道办事处风华社
区石化小区9栋6单元、香坊区上东社区万
象上东小区E栋2单元，齐齐哈尔市1个为
昂昂溪区大五福玛村。

北京市2个，为顺义区北石槽镇北石槽
村、赵全营镇联庄村。

辽宁省2个，大连市2个为金普新区拥
政街道古城甲区、光中街道胜利西社区。

提醒广大群众从上述地区返（来）白要
及时向社区（村屯）、单位登记报备，配合落
实相关防控措施。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如
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确有
特殊情况必须前往的要及时向所属社区（村
屯）、单位报备。

餐饮行业推出预制菜，电商平台开启网上年
货节，线上文娱活动火起来……受疫情影响，多地
倡导就地过年，近期线上线下推出的一些迎新春
的服务举措，已让人感受到了别样的年味气息。

预制菜、送餐到家，年夜饭有新
味道

年味，在味蕾里。年夜饭，是一年到头每个
人的期盼。

今年的年夜饭怎么吃，吃什么？在家里“露
一手”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订购预制菜，
来“装点”这一年一度的“盛宴”。

广州酒家、西贝莜面村等很多餐饮企业推出
送餐到家、小份菜、位菜等服务，以半成品加工
为主的盆菜、预制菜火了起来。

天眼查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超
过6.9万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包含“速冻、预
制菜、预制食品、半成品食品、即食、净菜”等
关键词。从地区上看，山东相关企业数量超
9400家，河南、江苏、广东均有超过5000家相
关企业。

美团联合商家开展年夜饭到家服务，眉州东
坡等餐饮品牌陆续在线上推出年夜饭套餐。全聚
德、丰泽园、稻香村等老字号品牌也在外卖平台
推出“老字号过大年”活动。与此同时，许多餐
饮企业上线数字供应链，实时监测库存，及时备

货，保障菜品供应。

直播选购、在线体验，网上年货
“备”起来

年味，也在年货里。足不出户“逛”集市，
网上年货“备”起来。

制扇手艺人孙亚青、皮雕匠人乔雪、糕点
技艺师傅邓祖如……不少非遗传人和技艺师傅
走进抖音平台，通过直播等方式展示糕点、剪
纸等传统年货的制作过程，以及手艺传承背后
的匠人故事。

抖音电商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4日至1月
20日，抖音年货节总成交额为208亿元。其中，
非遗手工艺品总成交额较去年“双11”期间增长
13倍。

很多电商平台都推出了“家乡特色年货”等
热点话题，联动商家、买手等打造不同类型的直
播场景，同时推出一系列文娱互动，为消费者提
供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商务部、工信部等联合
相关单位举办2021年全国网上年货节，参与活
动的电商平台“统一时间、统一标识”，并开展
新品首发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二级巡视员张军说，工
信部将引导生产企业适应无接触消费新模式，全
力保障居民防疫用品供应，鼓励个性化定制和柔

性化生产，提高健康、绿色、智能的消费品供给
能力。

稳岗留工，就地过年保障要足
就地过年，过的是安心和温暖。推出新服

务、新应用的同时，做好保障格外重要。
1月21日，国网杭州建德供电公司对杭州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增容工程进行中间检
查，本次增容将由7650千伏安增至10500千伏
安。东方雨虹有关负责人说，能源部门紧急对
接，原计划春节后投产的增容工程将于春节前提
前完成，更好保障企业生产。

临近春节，中建三局北京公司东方厂安置房
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项目经理冯荆凌说，春
节期间，项目将进行封闭式管理，为每名留京工
友建立健康档案的同时，推行“栋号长”制、扫
码点菜、票选年夜饭等应用，并强化智能WIFI
上网系统，方便工友们和家人视频联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印发通知，于1月21日至3月底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
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落实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各地还
将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
同时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调休。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就地过年，也要把年味过足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疫 情 防 控 提 示

浙皖闽赣四市联手打造区域旅游共同体

新华社杭州1月23日电（记者李平）围绕规
划设计一体化、旅游交通一体化、产品开发一体
化、营销推介一体化等方面目标，浙江衢州市、安
徽黄山市、福建南平市和江西上饶市22日共同签
署旅游合作协议，联手打造区域旅游共同体。

根据合作协议，四市将组建专班，共同打造
“联盟花园”区域旅游品牌，并开展四市旅游资源
普查，设计推出首批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力争用
3到5年时间，将“联盟花园”打造成跨省域旅游
协作先行区和世界级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为推进旅游管理服务一体化，四市将建立旅游
综合协调、旅游案件联合查办、旅游投诉统一受理
等综合监管机制，全面提升无障碍旅游管理服务水
平，不断优化旅游市场环境。

衢州市、黄山市、南平市和上饶市地处浙皖闽
赣四省邻接处，总面积6.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400余万人。四市生态山水资源丰富、人文积淀
深厚，目前有9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82个4A
级旅游景区、131家星级饭店和602家旅行社，是
华东地区重要的景点集聚地和旅游目的地。

1月23日，北京大学离校学生在校车上展示福字。
1月22日至25日，北京大学综合寒假离京学生基本情况以及学生宿舍分布等信息，在做

好新冠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分批次将3000余名离校学生送往北京站、首都机场等送站目的
地，保障学生顺利离校。 新华社记者任超摄

这是1月22日拍摄的雪乡国家森林公园景色。
寒冬腊月，黑龙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白雪皑皑，景色壮美。 新华社发（张春祥摄）

1月23日，一名学生在广西南宁书城阅读。
当日是广西南宁市中小学2021年寒假第一天，不少学生选择来到书城阅读选购图书。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江苏：为万名“事实孤儿”改造“梦想小屋”

新华社南京 1月 24日电 （记者陈席元）
“小朵，看我们给你带什么来了，有你喜欢的公
主裙。”24日8点多，在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苏陈镇大冯甸村，海陵团区委书记徐静来到小
朵家，为她添置过年穿的新衣服。

小朵刚上小学一年级，父亲重度肢体残
疾，母亲精神残疾，全家靠71岁的爷爷打工维
持生活。之前，小朵在餐桌上写作业，和奶奶
挤一张沙发睡觉。2020年11月，海陵团区委
联合苏陈镇政府和青年商会的企业家，将小朵
纳入“梦想改造+”关爱计划。

徐静告诉记者，得知小朵喜欢粉色，施工
人员给小屋刷上粉色的乳胶漆，购置了粉色的
书桌、衣柜、窗帘和小床，给她一个独立的生
活和学习空间。“这个房间太好看了，就像公主
的城堡一样，我要请好朋友们来玩。”小朵说。

小朵是江苏目前已经住上“梦想小屋”的
80名“事实孤儿”之一。这些孩子的父母虽然

健在，但由于残疾、服刑、失踪等特殊情况，
事实上无法为子女提供监护和照料。除了生活
困难，一些孩子在长期缺乏亲情关爱的环境
下，还出现自卑、抑郁等心理问题。

记者从江苏团省委了解到，在前期摸排建
档基础上，2021 年江苏全面启动“梦想改
造+”关爱计划，预计两年内筹款1.2亿元，按
每人1.2万元的标准，为1万名“事实孤儿”改
造“梦想小屋”。

“孩子们需要的不仅是一间小屋、一笔资
助，他们还需要面对面关心和交流。”江苏团
省委书记司勇表示，江苏团组织将建立“1+
3+6”项目支持体系，由一名团干部、一名少
先队辅导员、一个社会组织结对联系一名

“事实孤儿”，每年定期组织“暖冬行动”“悦
读计划”等 6项关爱活动，长期跟踪帮扶，
引导孩子培养良好习惯，为身心全面健康发
展“护航”。

冬日的南国，艳阳高照。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
县富禄苗族乡归述村的山坡上眺望，一座座具有
苗族特色的木楼鳞次栉比。村里叮咚作响，不少村
民装潢新居，道路两旁，孩童嬉戏玩耍，不时传来
阵阵欢声笑语。

归述村位于海拔约600米的山坡上，贫困发
生率曾一度高达44.23%。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
以来，在一批批帮扶力量的带动下，村屯的道路、
饮水、住房、产业等发生巨大变化，如今贫困人口
全部清零，不少村民开启创业之路。

“欢迎你到我家玩，佳肴美酒相招待。燃起篝
火同唱跳，阿哥阿妹等你来……”寻着歌声，记者
走进村民韦兰花的家中。身穿苗族服饰的韦兰花
一边唱着民歌，一边在直播间展示新制作的民族
服饰。

“我制作民族服饰有8年了。做网络直播后，服
饰卖得更好了。”40岁的韦兰花说，2019年底，她

注册了直播账号，平均每天直播6个多小时，如今
拥有7000多个粉丝，民族服饰远销四川、贵州等
地，年收入超5万元。

一部手机、一匹布、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
……这是韦兰花工作时的“标配”。在直播间，她不
仅推销自己制作的苗族服饰，还向网友展示服饰
制作过程，讲述苗族风俗习惯。

“我没有想到，民族服饰可以卖得这么好，最
多一天能赚3000多元。”韦兰花说，现在道路越来
越宽，快递物流越来越方便，产品也越卖越好。目
前她手上有6个订单，正忙着赶工期。新的一年，她
想扩大生产规模，带动其他村民增收。

随着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像韦
兰花一样的村民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不断注入
新鲜血液。

2019年，富禄苗族乡岑洞村村民姚仕辉返乡
养殖了2000多只鸡鸭和10多只羊。“村里交通便

捷，可以直接把家禽运到柳州的交易市场销售，今
年准备扩大羊的养殖规模。”姚仕辉说，以前在外
务工无法指导孩子学习，现在可以更好地关注孩
子的教育。

“现在家家户户住新房，年轻人开始回流，
村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大家对教育越来越重
视。”岑洞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迅说，如今村里因
地制宜发展油茶、杉木、优质稻及辣椒等特色
产业，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

走进岑洞村，一排排传统的木质楼房映入眼
帘。在脱贫户滚老定家门口的空地上，木匠正忙着
打磨木制架构，为他装潢新房。“以前6口人住在狭
小的木房里，进门都要弯着腰。”滚老定说，2019
年，他获得5万多元危旧房改造补贴，缓解了一家
人的经济压力。

曾经一把锄头两只手，干罢春夏与秋冬；如今
产业发展促增收，生活更上一层楼。

曾经陋居深山无人知，衣食不暖人尽出；如今
青年返乡争创业，教育成为新关注。

……
午后的暖阳洒遍富禄苗族乡的山丘，孩童的

嬉笑声在山间回荡。富禄苗族乡换了“新装”，苗族
群众走上“富禄”之路。（新华社南宁1月23日电）

苗族山乡“换装”记
●新华社记者 黄庆刚 林凡诗

（上接一版）并按照要求妥善地处理了几起紧急和
突发的事件，深感责任重大。”挥手告别时，那不
停闪烁的警灯和滚动显示写有防疫宣传标语的
LED光带，为这个在寒冬中孤独屹立的检查站增
添了几分活力，也让记者在这寒冷的黑夜感受到
了阵阵暖意……

23时30分：凛冽的北风中，酷寒的深夜里，
几辆老旧的警车就是他们坚守的阵地。

“我们这个检查站点是全县4个条件最为艰苦
的站点之一，在这里交流基本靠‘手’，抗寒基本
靠‘抖’……”正在大地北粮路口的检查站执勤
的59岁和55岁的张守德与王占辉老哥俩不无调
侃地向记者笑着说道。他们告诉记者，全县13
个检查站9个设有活动板房，4个因各种原因、
条件所限，只能将检查车辆作为“检查站”。在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这个检查站点是通往城
区的要道，守住这里也就守护住了城区安全，
守护住了他们身后的万家灯火。“我们老哥俩都
快要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两人加起来都100多
岁了，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担起这份责任是我
们老哥俩的本分。”

同老哥俩交谈的十几分钟里，记者用来记
录的油笔已被冻住，手指也被冻得疼痛僵硬，
无法记录。同时，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发抖，
耳朵仿佛要被冻掉一样……“快进车里暖暖，

这天，在外边呆个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把人冻
懵……”老哥俩夺过记者手中的纸笔，随后将
冻得浑身发抖的记者塞进车里。透过车窗向城区
望去，一座座楼房窗外的点点灯光在街边树木和
路灯的衬托下愈显温馨、静谧。道一声珍重，挥手
而别。仰望夜空，一弯冷月，几点寒星……

22日凌晨3时：随着马达的轰鸣，一束灯光
照进位于吉林、内蒙古交界处的金边湖省际公路
口一间只有40平方米的活动板房之中。正在执勤
的镇赉交巡警大队建平中队中队长李国东抓起桌
上的手电，打开房门，消失在夜色中。“一辆从中
高风险地区过境的大货车，不具备放行条件，通
过劝导、说服，已经被劝返了。”十几分钟后，李
国东拉开房门，带着一股寒气“冲”进屋内。“每
天的这个时候是最难熬的，又困、又冷、又饿
……”摘掉棉帽，放下手电，做好登记后李国东
同记者攀谈起来。和他一起在站点执勤的队员几
乎都知道，3年前，李国东被查出直肠癌3期，肠
道手术切除25厘米，术后恢复差不多了，他就回

到了岗位上，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跟没事人
一样。面对当前依然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他同去年一样，不顾大队领导和同事们的劝说，
执意冲在最前线。这期间，他时常受到疲劳和病
痛的困扰，但他每次都是在短暂休息后，待情况
稍有缓解便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

7名队员，4张床，一箱泡面，一个电热水
壶，几个保温杯……在这寒冷的冬夜，床一直是
空着的，水杯一直是凉着的，桌上的几盒泡面一
直是未曾泡过的……耳边始终回响着的一直是发
动机的轰鸣声、板房门的开关声、队员们匆忙的
脚步声……

6时40分：鸡鸣数遍，东方已露出鱼肚白。
拖着疲惫的身体，揉着干涩的双眼，稍有闲

暇的队员们或续上一杯热水或泡上一盒热面或点
燃一支香烟……在屋内享受着难得的惬意时光。
走出那小小的活动板房，记者举目望去，朝阳已
渐渐升起，金色的阳光铺洒大地，白雪覆盖下的
田野一股春的气息正在孕育、萌动。

坚守，为了身后那万家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