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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洛阳火车站日退票量为
800 余张，较春运前小幅增长。旅客
多因行程调整或重复购票而退票，由
于互联网购票可网上退票，因此网购
票退票所占比例并不大。

目前电话、网络订票的服务时间
都是7点到23点，如果14点查询到有
余票，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购票，但
是，如果在零点查询到还有余票，电话

和网络订票就行不通了。
12306 客服人员建议，如果在零

点查询到还有余票且车票在窗口预
售期内，旅客可以到车站 24 小时售
票窗口购买。如果车票在窗口预售
期外，零点到 7 点前所有旅客肯定都
是买不到的，这也是公平的。旅客可
以等到 7 点，通过电话或网络的方式
抢票。

幼儿园放假孩子没人带

市民张凯的孩子在洛龙区某幼儿园
上小班，2 月 1 日就放假了，这可让他犯
了愁——他和妻子是双职工，要到农历
龙年腊月廿九才能放假，实在没时间带
孩子。

“把孩子放家里不放心，送去老人身
边又怕管不住，真希望幼儿园能不放假。”
张凯说。

跟张凯有着类似情况的人并不少。
市民王晶说，平时假期都是父母带孩子，
孩子放假后，父母准备提前回老家过年，
考虑到路途远人又多，她没有让孩子跟父
母一起回老家，但临时找保姆又来不及。
最后，她只能暂时将孩子放在一个朋友家
里。

为了照顾放假在家的孩子，家长们
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请钟点工照料孩
子，为孩子请个家教，送到亲戚朋友家
里，还有的家长迫不得已把孩子带到单
位。

寒假期间托管班变少

记者采访中发现，寒假期间，幼儿培
训班、托管班比较少。

在我市某企业工作的肖丽丽说，暑
假期间，她将 4 岁的孩子送到幼儿园的
托管班，虽然一个月 1000 多元钱，价格
不菲，但让她很放心。可寒假开始后，
她到处打听，几乎没有学校办幼儿托管
班。

太原路一家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表
示，和暑假相比，寒假幼儿园放假时间
短，报名的孩子也少，开设培训班的人力
成本较高，因此他们寒假一般选择不办
班。

市区某辅托中心的负责人认为，幼
儿园中班、小班的孩子都在 5 岁以下，与
小学生相比管理难度大，托管机构不愿
意开设幼儿班。

幼儿园放寒假出于无奈

不少上班族家长建议，幼儿园能不能
不放假或者晚点放假？

“我们一般会在春节前两周放假。”
市区某幼儿园的负责人付女士表示，因
为天气较冷，有些家长会提前把孩子接
走，这几天幼儿园的孩子并不多。但只
要有一个孩子，幼儿园就要开着空调，并
要支出食宿等各方面费用，根本顾不住
本钱。

西工区某幼儿园的老师表示，趁着寒

假，他们会对整个校舍环境、大型玩具等
进行一次维护。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不少幼儿园
已放假，但也有一些企业办幼儿园和私立
幼儿园选择不放假或晚放假。市区某企
业办幼儿园教师唐甜表示，他们考虑到幼
儿园里父母是双职工的孩子比较多，平时
都是按照法定节日的规定放假，今年春节
也不例外。临近春节孩子少了，老师们可
以轮流上课。

可选择私立幼儿园临时托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国不少城
市出台措施，对幼儿园如何放寒假作出规
定。

上海出台新规，要求幼儿园不实行
寒假、暑假制度，在中小学的寒假、暑假
期间，幼儿园工作人员实行轮流休假。
成都也推出新规：幼儿园不实行寒暑
假制度，应当给无家长照看的孩子提供
留园服务，同时不得强制家长接受该服
务，也不得向未留园的幼儿收取相关费
用。江苏也有类似的规定，鼓励幼儿园
不放寒暑假。

对于家长和学校的无奈，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不属于义务教育阶
段，目前，我市对幼儿园放假没有强制规

定，幼儿园一般以中小学放假时间为参
考，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开学和放
假时间。

按照今年中小学1月27日放假、2月
25日开学的时间，有一些幼儿园从1月底
就开始放假，但放假时间不会早于中小学
放假时间，开学时间不晚于中小学放假时
间。相对来说，企业办、民办幼儿园放假
时间会晚一点。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少民
办幼儿园根据市场需求，过年前都缩短
放假时间，并且生源相对较少，有需求的
家长可以将孩子送到私立幼儿园进行临
时托管。

社会学者安峰表示，随着城市上班
族父母越来越多，作为居民生活的社
区，应发挥服务功能，通过设置场地，招
募老人或返乡的大学生来照顾放假的
孩子们，组织他们开展学习和娱乐活
动。一些本地志愿者组织也可以开设
临时课堂，为寒假期间仍要上班的孩子
家长们提供帮助。

本报见习记者 武怡晗 实习生 刘子扬

春节临近，我市许多幼儿园放了寒假，而不少幼儿的父母仍忙于工作——

寒假，孩子让谁带？
孩子接种证丢失咋补办

■网友“七海游霞”发帖: 我的孩子 1 岁 5 个
月了，之前一直正常接种疫苗。去年我们搬家，
孩子的接种证丢失了。听说接种证丢失可能影响
到孩子入园和入学，我想知道接种证能不能补
办？

■市卫生局回复：孩子接种证丢失，可以到孩子
以前接种过的医院补办。

■网友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记者跟踪
市卫生局疾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预防接

种证是儿童预防接种的记录凭证，每个儿童都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建证并接受预防接种。儿童接种
过疫苗的医院，都会以电子信息或其他方式保存
孩子接种疫苗的记录。如果接种证丢失，儿童家
长或监护人可以持户口簿等身份证明材料，到接
种过的医院查验接种记录底册，补办预防接种
证。

该工作人员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在办理入托、
入学手续时会查验儿童预防接种证，因为这是儿童
身体健康的“身份证”，家长应该妥善保管。接种证
丢失，将会给孩子入托或者入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请家长尽早为孩子补办接种证。如果家长有孩子接
种证办理的其他事宜，可以向市卫生局疾控科（电话
63267219）咨询。 本报见习记者 郭秩铭

连接“网上网下”
架起“沟通之桥”

蛇年春节临近，“您咋过年”成为高频问候语。当
中国的春节开始被不少人抱怨了无新意、没有年味的
时候，这还真不是一个伪问题——几千个“年年岁岁
花相似”下来，过年方式如何才能“有些新意思”？

向时尚要新意。通过视频工具与各地的网友办
一台网络春晚，约上三五好友去咖啡厅开一场主题
派对来守岁，拼车自驾游彻底告别“春节七天家里
蹲”……年青一代引领着过年的新时尚，可时尚从来
不会抛弃任何人，所以请您不要用年龄来拒绝，不要
因疲惫而走开，当您的心态随着时尚发生改变，您的
世界必将出现新变化，从而拥有到真正的“过年七天
乐”。

向传统要新意。“传统的年味，就是走亲访友唠家
常的味道。”除此，还有赶庙会、看社火、祭祖祈福等传
统的过年习俗，它们反映着中国年的核心价值，也具
有穿越千年的生命力，就看您愿不愿意重新走近它
们。不妨来一次郑重其事的回归，和久违的春节习俗
来一个新朋友似的拥抱，比如：拿起毛笔写几副春联，
也把您的得意之作赠送给您的邻居，拉近一下平日里
疏远的人情；去赶一场庙会，或者干脆找一户农家小
住，和主人一起贴门神、包饺子、磨豆腐，过一个地地
道道的农家年。

向亲情要新意。亲情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另一
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日常的忙碌有时候造成了亲
情的疏离，而春节正是修补亲情的好契机。带上笑
容，带上祝愿，带上爱人和孩子，回家去看看“空巢的
老人”；系上围裙，翻开菜谱，用您一年到头最放松的
心情，亲手给家人烧出一桌可口的团圆饭；领着孩子，
踏青郊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尽情感受泥土和青草
的气息……

有人说：“其实，春节就像我们小时候手中把玩的那
块橡皮泥，只要想象力够丰富，您可以把它变成任何您
喜欢的样子。”

没错，“与日俱新”才能“与时俱进”，而新意不会
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去创造。

就从这个春节开始，用创新点亮您的生活，也用
创新提升您的工作。愿您新年日新月异，天天进步！

愿您的春节
“与日俱新”

右耳

昨日，在一牡丹催花温室中，洛阳牡丹科技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照看”什锦催花牡丹。

该公司负责人说，什锦催花牡丹又叫五彩牡丹，
通过嫁接和催花技术，可以实现一棵牡丹在春节期
间开出多种颜色的牡丹花。 记者 陈占举 摄

五彩牡丹迎新春

是什么让春运大迁徙每年往复上演，让城里人又回到乡村？
让我们走近一位在洛打拼的四川人，听他讲述过年回家的故事

一位洛阳“移民”的返乡梦
本报记者 张喜逢/文 鲁博/图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收
入如何，回家过年总是在外
漂泊的异乡人深深的渴望。
一位在洛打拼的四川人，经
过20多年奋斗，在洛阳买房、
成家，成为这个城市的“移
民”。近日，记者对他进行了
采访，听他讲述了过年回家
的故事。

一张小小的车票，寄托了漂泊在外的
异乡人回家过年的梦，但这梦实现起来并
不容易。而在如今的信息时代，那些整日
忙着为生计打拼，对电脑、手机功能并不
熟悉的农民工，只能依赖售票点购买春节
回家的火车票。

从 1 月 18 日起，在西工区中州路与
定鼎路交叉口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经常
能见到一名男子刚一开门就急匆匆地冲
进去。

他叫熊雪峰，今年38岁，家在四川省
达州市渠县鲜渡镇玉灵村，17 岁就随同
乡来洛打工。起初，他是后厨打杂的学徒；
如今，他和爱人在老城区西关附近开了一
家小餐馆，已10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为买到一家三口回达州市渠县的火
车票，10多天里，熊雪峰从饭店到代售点

往返奔波数次，最多时候一天会跑四趟。
尽管熊雪峰听说可以通过电话、互联

网订票，但由于他平时接触较少，几次尝
试均未成功。

“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就是餐馆后厨，
早上 6 点起来备菜，一直忙到晚上 10 点
左右，根本没有体力和心思再去学咋用网
络。”熊雪峰说，使用互联网和电话这种

“有技术含量”的订票方式，对于像他这样
整日为生计忙碌不停的人来说并非易事，
还是通过售票窗口购票比较实际。

“妈，我终于买到车票了，可是只有两
张，我和孩子回去，媳妇回不去喽！”2月3
日 8 时，熊雪峰终于买到两张硬座火车
票，尽管要和妻子分开过年，但他依然欣
喜，因为 10 多年后，他和 10 多岁的儿子
终于能回乡跟老家人团圆了。

“在离开家的20多年中，我回家的次
数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出来。”熊雪峰
笑得有些无奈。他说，作为异乡人，想要
在这个城市扎根，必须付出很多心血，有
时候有家回不了是一种无奈。

熊雪峰的家位于达州市最偏远的鲜
渡镇。他父母已70多岁了，俩人本来身
体就不好，前年父亲因伤致残而无法行
走。他还有 3 个哥哥，除了二哥在家照
顾父母外，其他都在外打工，每月寄回生
活费。

“我们那里，外出打工是改善生活最
好的途径，穷地方走出的人很能吃苦。”熊
雪峰在洛阳打拼的轨迹看似简单实则不
易：他2000年结婚，此前一直打工，积攒
在城市立足的资本；2002年儿子出生后，
一家三口挤在十五六平方米的出租房里；
2006 年，他和妻子用攒下的 9 万元钱买
了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二手房；2012 年
年初，他又筹钱开了一家小餐馆……20
多年过去了，他从打工者变成了小老板，
还有了自己的家庭、房子。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熊雪峰在这
个城市的生活有了改变，但他始终深深
想念着故乡。

熊雪峰说，为了能在城市有一席之
地，再苦再累都无所谓。有时候父母打
电话问道：“今年春节，能回家吗？”当得
到否定答案时父母又会说：“没关系，只
要你在外一切都好就行。春节人挤，不
回少受罪。”挂断电话后，他总会泪流满
面。

“我年轻的时候都在为‘移民’这座
城市而努力。现在，父母年龄大了，身
体越来越不好，虽然我在洛阳有家，但
父母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所以，去年
年初我就答应母亲，今年我们兄弟都回
家过年！”熊雪峰说，今年春节，也将是
他们兄弟四人20多年来第一次在家团

圆过春节。
熊雪峰作为从外地“移民”洛阳的第

一代农民工，其实，也是当下不少城市人
的缩影。他们在异乡打拼的背后，除了
艰辛和汗水之外，对家乡的爱一直难以
割舍，这也是为什么“回家过年”对他们
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熊雪峰在外
打工的三哥已经到家，但他当时只买
到 了 一 张 火 车 票 ，妻 儿 无 法 跟 他 回
家。

一张车票承载着太多人的回家
梦。熊雪峰说：“为了今后春节能顺利
回家，我一定要学会通过网络或电话订
票，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更广泛
的宣传，为我们这些人提供更细致的帮
助。”

打拼20多年，在洛阳成家立业

回家过年，是异乡人不变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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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家人吃顿饭，熊雪峰和儿子就要踏上返乡之路

终于买到两张回家的车票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