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将近，网友们纷纷晒
出了父母寄来的包裹。零食、
家乡土特产、腊肉、香肠，还有
人收到了年夜饭半成品食材。

很多孩子习惯从父母那

里索取。今年，一些人不能跟
父母一起过年。身为子女，我
们也应该想想，我们给父母寄
了啥？

据新华社

心在一起

2020年新生儿爆款名字公布
【事件】
2 月 8 日，《2020 年全国姓

名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0
年出生且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
男女新生儿中，使用频率最高
的名字分别是“奕辰”和“一
诺”。

男性新生儿中，使用频率
最高的 10 个名字依次为：“奕
辰”“宇轩”“浩宇”“亦辰”“宇
辰”“子墨”“宇航”“浩然”“梓
豪”“亦宸”。

女性新生儿中，使用频率
最高的 10 个名字依次为：“一
诺”“依诺”“欣怡”“梓涵”“语
桐”“欣妍”“可欣”“语汐”“雨
桐”“梦瑶”。

（2月9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勾十三：我认识一个女
生，叫“刘奕辰”；我认识一个男
生，叫“王一诺”。刚好相反！

@喵星人邮局：女孩为啥叫
“一诺”？因为“一诺千金”。

@珍珠糖：全都是偶像剧的
名字！

@降维打击：看“玛丽苏”小
说长大的孩子们，当父母了！

@繁星终有破云时：父母都
是“王者荣耀”的玩家吧？好几
个都是职业选手的名字。

@帅锅：堪比当年的“娟”
“秀”“丽”“伟”“强”……

@骑牛上天山：鲜明的时代
特点。

@咕噜咕噜：张伟：“我是过
来人！”

@皮卡丘：几十年以后，在
小区门口喊一声“一诺大妈出
来跳广场舞”，半个小区的窗户
都打开了。

@小生姜：“李雷”和“韩梅
梅”，你们还好吗？

@Fang汪汪：好家伙！这些

名字都好熟悉。好几个朋友的
名字都在里面了！

@沙雕日常：我同学的名字
占了好几个。

@碟子里装小雨：给孩子取
名字，避开这些字！

@杠精：我就占了其中一个
（笑哭）！

@一剑破甲：突然发现“张
三”“李四”没有重名的。

@团子妈咪：取名的时候，
用的同一款取名软件吗？

萌娃哄妈妈开心
“你是最美女人”

近日，广州一名 4 岁的萌
娃做错了事，为了哄妈妈开心，
他使出浑身解数，对妈妈进行
花式赞美：“妈妈，你是世界上
最美的女人！”“你那樱桃小嘴，
涂口红真漂亮！”

在萌娃甜言蜜语的攻势
下，妈妈很快和儿子和好了。

据新华社

回音：一张小嘴甜死人！

一句句“兄弟”
救回一条人命

2月3日，保定一辆出租车
失去控制。执勤交警发现后，迅
速控制了出租车，发现司机在
车内突发抽搐，口吐白沫。民警
驾驶出租车，将司机紧急送医。

一路上，民警都在呼唤发
病的司机：“兄弟，别睡，醒醒！”

“和我说说话，兄弟！”
经医生诊断，该出租车司

机为急性心肌梗塞。
由于送医及时，患者得到

及时救治，目前已病愈出院。
据《河北日报》

回音：谢谢你，兄弟！

死神手里夺人
使出“刹”脚锏

近日，日照一家医院收治
了一名 25岁的心梗患者。患者
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医护人员
推着担架车，以最快速度跑向
手术室。

在电梯门前，护士用脚支
地，使出一记“脚刹”，让担架车
稳稳地停在电梯口正前方。

经过紧急的手术治疗，患
者转危为安。 据“央视新闻”

回音：“刹”脚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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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吗？
2021年的春节，一定有人问

过你这样的问题。
回家吗？
身在异乡的你，一定也这样

辗转自问过。
打拼一年了，遥望一年了，

路的那头，有父母的期盼，有孩
子的渴望，有依偎的时光，有团
圆的家宴，怎能错过这一年一度
的团聚？

回家——团聚、过年，是每
个离乡者绕不开的关键词。

这些词背后铺排的场景，曾
湿润过多少人的目光。

所以，有钱没钱，回家过
年，是所有异乡打拼者的信念。

所以，故乡再远，也要回去看
看，是所有游子最揪心的牵念。

所以每到过年，浩浩荡荡
的回乡大军就成了一道风景；
所以每到过年，中国就有了世
上最独特的热词——春运。

故乡在那头，打拼的你在
这头，中间，是千里迢迢的路和
思念。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游子
们不约而同，向着家的方向，向
着亲人的方向，如候鸟，奔向温
暖的太阳。

可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有更多的人对团聚

有了更全新的理解，对过年有
了更全新的体验。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很
多在外打拼的游子，选择了“就
地过年”。

情怀依在，只是他们更明

白，有了自己的留守才有了大家
的安定。

牵挂依在，只是他们更懂
得，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长久的

团圆。
“不给国家添麻烦”“隔空隔

不了爱”“等疫情过去了，什么时
候都可以回去”……

他们是明理的父母，他们是
有担当的儿女，他们是懂事的学
子……

2020年，那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无
论角色大小，每个人都对温暖和
爱有了全新的释义。

我们在抗疫战斗中刚刚得
到喘息，我们以最大的警醒，防
备着病毒的再次肆虐。

这场战役让所有人都明白，
一个人遵从于集体的召唤才有
了共克时艰的光明。

每个人都在自律中保护好
自己，才会有全民防疫的胜利。

当责任、担当融进过年的新
义，当团圆与大众健康相连，一
个人的年就不再是一个家庭的
团圆。

“响应号召，不给国家添
乱”，这是对家国最大的成全。

“好好上班，不要惦记我
们”，这是对游子最大的理解。

所有的成全和理解，都是温
暖的力量，支撑起打拼者一个又
一个奔跑的明天。

因为这份爱，我们才奔波得
那么有力量，即使遭受挫折也会
一次次奋起。

因为这份爱，我们才会遥望
再遥望，即使回不去也要看看故
乡的月亮。

灯火温暖，有梦可做，心在
一起，哪里都可以过年。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白居易说，大抵心安即是

家。
身在异地的你，就来个“云

问候”“视频宴”吧！
等到春暖花开，你会发现，

久别的亲人依然为你敞开家门，
桌上依然摆着你爱吃的饭菜。

此心安处即吾乡
本报评论员 彭 玲

承欢父母膝下、过年回家团
圆，是每个人的殷切期盼。然而，
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在沧
州打拼的外地人，选择就地过
年。
（据2月9日《沧州晚报》4版）

春运的大幕已经拉开。大年
初二回娘家，大年初五迎财神，
走街串巷访亲戚，同学毕业周年
聚……以往，人们习惯于春节期
间走亲访友。

今年，疫情防控工作因人员
流动而更加严峻。此外，还有一
部分群众迷信明年是“寡妇年”，
提前在春节前扎堆办婚礼。这些

“旧年俗”，加上节后返城等因
素，让疫情防控压力倍增。

为响应防疫需要，这个新春
佳节也要有新过法、“新年俗”。

在外的游子，变“返乡过年”
为“就地过年”，减少人员流动风
险；回乡的人们，陪伴在家人身
边，非必要不出门，减少聚集隐
患。

拜年不一定要走亲访友，一
个网络视频也可以传递温情。见

面时，改“握手”为“拱手”，既重
拾了传统礼仪，又避免了接触感
染的风险。毕业周年庆、婚礼，也
没必要非赶在春节期间跨越千
山万水来相会，待到春花烂漫时
再聚首也不迟。喜事缓办、丧事
简办，一些人因疫情防控政策无
法及时到场，也要给予理解……
为了大家的健康，每个人必然要
有所改变。

变则通，通则达。疫情下的
第二个春节，有了去年的经验和
教训，我们更不应懈怠：非必要
不出门，减少聚集、聚餐、聚会，
注意戴口罩，拱手不握手，保持
合理的社交距离。防控意识常
在，共同过好特殊年。

每一位返乡人都应在春节
期间遵守疫情防控规则，共同努
力过一个欢乐祥和年。

特殊年应有“新年俗”
新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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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