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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安徽麒泰泓域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91340111MA2TAXWH4R）,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为吴术、吴羽芯组成，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2021年1月28日

遗失声明
李莉（身份证号：342426197312280046），

合肥蓝筹星座大厦 1420 室在光大银行合肥

分行贷款结清，他项权证遗失（他项权证号：

8230009187），声明作废。

28日春运正式开启，与往年相比，返乡旅客明显减少。

飞常准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8日12时，全国已取消客运

航班超半数。

在多地“就地过年”的倡导下，春节期间人口迁徙最大的

群体——数亿异乡打工者，面临一道急迫的选择题：回家，还

是就地过年？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以及互

联网企业的众多从业者，了解他们的过节安排。

低风险地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建筑业与制造业的从业者，多数已经停工返乡，但还有

少数不会停工。

受寒冷天气等因素影响，北方地区的不少工地已早早

放假，一些工人 2020年 12月底就返回了家乡。在沈阳做

加固工程的吴景鹏告诉记者，冬天气温低，室外工作无法

进行，加上疫情影响，外地工人从 2020年 12月上旬就陆续

回家了。“工地上一共 30多人，现在只剩几名本地人留下

收尾。”

与此同时，部分建筑工程因为工期紧且在室内作业，春

节期间预计不会停工。几位家在外地的在京建筑公司农民

工告诉记者，他们还是想回家过年。

一位江西籍农民工表示，虽然春节留岗有工资和补贴，

但老家人都在等着自己回去。“老人年纪大了，孩子太小，妻

子身体不好，不回去不行。”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还是想和家人团聚，陪

陪老人、孩子，已经订了 2月初的票。”一位河南籍建筑工

人说。

南方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外省工人 1月初就可以离厂

回家。

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张国栋买的是 1月 27日回山东的机

票，今天已经到家。有的家在低风险地区的工友一周前就已

经返乡。张国栋说，“回乡要向村里提前报备，回去前、回去

之后第 7天和第 14天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一共做三次，费

用自己出。”

记者了解到，有些在低风险地区从事家政等服务行业的

外来务工人员，也在1月份陆续返乡。

北京一个家政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公司100多名员工，三

分之一已经回家，留下的员工中一小半是本地人。

浙江台州一家模具生产企业已经联系好当地酒店，为留

守员工统一提供食宿，每人发放1000元补贴。“如果所有外地

员工都留下来，按平均每人2000元的标准，我们准备了约80
万元红包，但估计用不完。”企业负责人说。

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表示，还不太清楚回乡之后的政

策，暂时还没决定是走是留。在台州打工的湖北人林威已经

买好了 2月 7日返乡的车票，“从低风险地区回乡，理论上有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但老家的微信群里说当地有关

部门通知，外地回来的都要隔离。”他想再等等看，如果不用

隔离就回家。

“花式”福利留人，津贴礼包吸引打工者

目前，北京、天津、浙江、福建等 20多个省市发文为春节

不回家的打工者送出包括现金补贴、租房补贴、消费券等在

内的多项温馨福利。江苏苏州还提出对春节期间外地留苏

职工给予落户加分。

“花式”留人政策下，不少打工者选择留下。还有一些原

本打算回家的人退掉了回家的车票。

在浙江义乌的杨村社区，按照近期房东调查登记情况来

看，有15%左右的人愿意留下来。房东龚小宝有14间房屋出

租，租客主要来自吉林、江西、湖北等省份。“起初只有一间房

客留下来，市里政策出台后，又有两三间的租客表示愿意留

在义乌过年。”他说。

黑龙江人郑凯是中铁四局路桥公司长春地铁2号线东延

线工程的现场施工队长，这个春节，他选择在工地和工友们

一起过年。“半个月能拿到3000多元工资，其间如果工作还能

得到1000多元奖金，再加上3000元补助，不回家能多赚7000
元。”郑凯掰着手指算着。

郑凯说，公司准备了奖金补助以及各种慰问品，宿舍房

间有电暖器，淋浴间有热水，工地上还安装了网络设备给大

家和家人视频联系。“除夕就先和家里人视频，再和工友们一

起开联欢会、包饺子。”

在东莞，一些工厂发布的福利方案让原本还有些犹豫的

员工坚定了就地过年的想法。许多员工踊跃报名表示愿意

留下，有些买了票的人也退了票。

华美食品集团董事长助理、集团副总经理周宏纯表示，

集团拿出 60万元发放薪酬和奖补，30万元筹备春节期间文

娱活动，还新建了健身室、母婴室、阅览室等，购置了20多台

洗衣机。

员工易丽红一开始是想回家的，爸妈还有小孩都在湖南

老家，这将是她结婚后第一次不在家过年。“一是担心路上不

安全，加上留下有补贴，还能参加抽奖等活动，所以就不回

了。”她说。

据介绍，东莞目前多家规模近千人的企业，留厂过年员

工超过半数。这些人也将是年后复工复产的重要力量。

在一些大城市里，还有不少虽然没有额外福利也愿意就

地过年的人群。前程无忧最近发布了以职场人群为调研对

象的《2021 年新春假期去留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66.7%的受访者选择就地过年，其中，异地就业者占比达到半

数以上；37.2%的人愿意春节假期返岗，他们大多为互联网/
电子商务等行业从业者。

29岁的沈阳人小杨在北京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

今年春节，她已经和爸妈说好，不回家过年。

“就地过年挺好的，要不来回要做好几次核酸检测，

回去了也是在家待着。”小杨说，不回去反倒省心、更轻

松，“不用再被各种亲戚叨叨催婚，也不怕熊孩子弄坏东

西惹人烦”，她准备用春节假期好好放松一下，“补补觉，

追追剧”。

在上海某公司工作的天天今年也不回家，但他更多是担

心再回来时要隔离。“公司内部通知，外地回沪一律居家隔离

14天，隔离期间不带薪。”他的工作和各个部门都有交集，就

算隔离期间不上班，大家还是会找来，“到时候就成了无薪加

班了，不如不回。”他说。

中高风险地区：平衡把握“严格防控”与“过好年”

截至2021年1月27日20时，全国共有9个疫情高风险地

区，74个中风险地区，分别位于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和上

海。

如何平衡把握“严格防控”与“过好年”，对多地政府意味

着考验。

按照要求，高风险地区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

最低。中风险地区原则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经批准。出

行人员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今年34岁的张宁是河北省临城县人，十几年来一直在陕

西省子长市一家煤矿企业工作。他所在的这家企业，有近

500名河北籍农民工。以前每年春节，煤矿都会早早停工，让

省外务工人员回家过年。

“如今河北多地出现疫情，我们也很担心，返乡途中是否

会遭遇阻拦，春节后能否顺利返岗。”张宁说，和他一起的十

几名邢台隆尧籍矿工，由于家乡有中风险地区，为了尽量避

免麻烦，今年春节都主动留在公司值班。家在低风险地区的

河北籍农民工，虽然公司愿意统一包车送他们返回，但一些

村庄不给开具接收证明，导致他们有家难回，被迫留在务工

地过年。

值得注意的是，受疫情影响，一些异乡打工者暂时滞留，

既无工作可做，也无法返乡。

在石家庄打零工的河北邢台籍农民工刘恒，本来想趁

着春节前保洁市场火热，多打几天工再返乡过年，没想到

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住。“现在在出租屋居家隔离，收入也

受到了影响。”他说，虽然自己离家仅有百公里，但有家难

回, 没了收入来源，也没有家人陪伴，今年春节可能比较

难过。

面临同样难题的还有在石家庄上班的小冯。春节期

间，他虽然可以放假，却无法回家，出租屋不能做饭，没有

电视和冰箱。“想想自己春节就一个人还挺难受的。要是

除夕晚上外卖爆单，吃不到饺子，就只能拿手机看春晚吃

泡面了。”

一些受访对象表示，餐饮、住宿、消费、医疗需求能否保

障，节后休假探亲有没有具体安排，留岗生产者工资、加班费

是否到位，线上文化娱乐产品能否加大供应等问题，是过年

最关心的问题。

当前，一些高风险地区实行严格的人员管控措施。为保

障居家人员生活需求，超市、粮油店、果蔬店等采取“订单配

送”方式进行供货，市民线上下单，商家线下配送到卡点，并

由卡点工作人员转运至居民家中。

黑龙江省绥化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建民介绍，目前库存

大米 5.5万吨、面粉 4087吨、食用油 230万升、肉蛋奶 1000吨
以上，可供全市人民至少两个月以上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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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就地过

年的群众无论在哪儿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觉，都能过一个好

年。（记者 宋佳 冯维健 魏董华 黄浩苑 李双溪 李典 杨思
琪 邹明仲）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春运开启，数亿异乡打工者谁要走？谁会留？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西安1月28日电（记者 欣芷如 毛海峰）“即

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让一个职工回家。”西安

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杨义卿告诉记者，“对于

困难职工来说，能保住岗位、有一份稳定收入，是他们最大

的愿望。”

西纺集团和五环集团是西安的两家国有纺织企业。

西纺集团是由原西北三棉、西北四棉、西北六棉和西北一

印等老国有纺织企业合并而成，目前有 2000 多名职工。

五环集团在原西北第五棉纺织厂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目前

在岗职工约有 1800 人。尽管职工平均收入不高，但西纺

集团和五环集团以职工为中心，努力提升职工的获得感、

归属感。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对他们

进行重点帮扶。

杨义卿和五环集团工会负责人袁瑞娟告诉记者，看病和

子女教育的花销是导致职工生活困难的两个主要原因，而保

住工作岗位、让职工有稳定收入，对他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

事。杨义卿说：“去年七八月份，受效益影响，我们关了 100
台织布机，实行轮流上岗，大家的工资都降一点，但尽量保住

了每个职工的饭碗。”

当地省总工会、市总工会、民政局等各级组织给了西纺

集团和五环集团不少资金补助，集团工会将这些资金全部用

于对困难职工的帮扶，将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杨义卿说：“我们自己也成立了一个‘爱心互助基金会

’，每个职工都捐一点钱，工会再补贴一些，将这笔资金用到

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逢年过节，我们都要给困难职工发

点钱、发点生活用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总能给他们带来一

些暖意。”杨义卿提到，集团工会还牵头帮助职工解决子女

入学问题。

王本兴是西纺集团的设备维修技术员，2012年，他查出

了较严重的肾病，平均每个月看病吃药要花七八百元。屋漏

偏逢连夜雨，去年他的母亲又查出肺癌，治疗费用已经花了

10多万元，医疗报销额度很小。

王本兴告诉记者：“我每个月赚 4000多元，是家里唯一

的经济收入来源。我爱人没有固定工作，儿子目前在上小

学六年级。”除了生活和看病的开销，王本兴每个月还要还

1000多元的房贷，经济上非常拮据。“厂里给了我很多帮助，

还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问题。”说起自己的孩子，王本兴眼

里充满暖意。

袁瑞娟介绍，集团工会每年都会到困难职工家里拜访，

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诉求。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厂里都要发

一笔钱给职工，给孩子补补学费的缺口、添置点生活学习用

品。“我们厂里职工感情很好、很团结，谁家有了事情其他人

都是抢着去帮忙。”

今年 46岁的李新连是五环集团织布车间的一名女工，

进厂工作已有 20多年时间。爱人早逝，她靠着微薄的收入

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我女儿在读大四，去年刚考了研，她成

绩好、特别乖巧懂事。”

但李新连每个月的收入只有 3000元，她要支付女儿的

生活费、公租房房租和日常开销，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几乎积攒不下什么钱。她给女儿办了助学贷款，用来支付

大学四年的学费，一共两万四，马上就要到期了，目前还没

有筹到足够的钱。“幸好，厂里给了我很多补助，我娃儿考

上大学的时候厂里帮我申请了 5000 元的补助，去年厂里

还补助了我近 1万元。”说起厂里对自己的帮助，李新连充

满感激。

“能拉一把是一把，不能把一个人落下了。”袁瑞娟说。

隆冬时节，西安两家纺织厂里的织布机在高速运转着，这里

的职工用纺纱织布温

暖着他人，也被纺织

企业温暖着。

““不能把一个人落下了不能把一个人落下了””
——西安纺织工人的冬日暖意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于文
静）春节临近，面对疫情防控形势，农业农

村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28
日向农民工朋友们发出倡议书，提出非必

要不返乡、返乡前准备足、戴口罩勤洗手、

不信谣不传谣等四点倡议。

倡议书提出，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是大家

的传统习惯。防疫特殊时期，为了农民工

朋友和家人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提出以下四点倡议：

——非必要不返乡。建议尽量留在

工作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不远行。生

命健康最宝贵，平平安安才能过好年。与

亲人异地同心、“线上团圆”互送祝福，也

是特殊时期别样的年味儿。

——返乡前准备足。如果确需返

乡，尽量选择安全、便捷的出行方式。提

前备好口罩、酒精湿巾、消毒剂等用品，

做好旅途防护。抵达后认真遵守当地防

疫规定，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有关工

作。

——戴口罩勤洗手。无论选择就地

还是返乡过年，都要提高防范意识，做好

自身防护。密切关注自己和家人健康状

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等不

适症状，不要拖延，也不要自行服药，要

第一时间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早就医、

早治疗、早康复。

——不信谣不传谣。根据春节期间

用人单位需要，统筹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合理做好返岗计划，尽量错峰出行。随

时关注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疫情动态和相关政策规

定，不信谣、不传谣，不发布或转发不实信息，做一名传播

正能量、肩负责任感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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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工人在宿舍区外挂灯笼。春节将至，中国中铁华东总部基地项目承建单位中铁建工集团鼓
励外地工友就地过年，为他们提供免费核酸检测、留守生活补贴、各种春节慰问品等，免费开放活动室和食
堂，并组织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让就地过年的工友们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上海：暖心举措鼓励工友就地过年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8日说，第三方大数据统计

显示，2020年全国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零售总

额 3014.5亿元，同比增长 26.0%。其中，四季度国家

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 945.7 亿元，同比增长

30.4%。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5.0%、

32.0%、34.5%、30.4%。分类别看，实物类网络零售额

1769.7 亿元，同比增长 48.0%；服务类网络零售额

1244.8亿元，同比增长4.1%。

服务类电商增长在四季度实现年内首次由负

转正。2020年全年，在线餐饮网络零售额为 505亿
元，同比增长 13.5%。游戏话费、生活服务网络零

售额分别为 48 亿元、75.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9.7%、29.5%。在线旅游网络零售额为 580.6亿元，

同比下降 6.1％。

此外，农产品电商持续较快增长。2020年，国家

级贫困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406.6亿元，同比增长

43.5%，增速较2019年提高14.6个百分点，更多农民将

线下农产品转向线上销售。

高峰表示，面对疫情冲击，农村电商成为农民

销售农副产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好帮手，不少无

法及时返工返学的农民工、大学生，利用电商实现

了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截至 2020年底，国家级贫困

县网商总数达 306.5万家，较 2019年增加 36.6万家，

增长 13.7%。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吴谦 28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国务

院、中央军委批准，今年起组织实施一年两次征兵。上半年

征兵将于2月20日开始，3月31日结束；下半年征兵将于8月
15日开始，9月30日结束。

吴谦说，关于男、女兵应征报名时间和具体条件，请登

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进行查

询。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

的女青年可以报名参加 2021年上半年女兵征集，年龄放宽

至 23周岁。

吴谦表示，今年将

继续以大学生为重点

征集对象，突出各级各

类学校毕业生征集，优

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

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

人才入伍，同时也欢迎

职业院校（含技工院

校）取得国家认可的高

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的毕业生应征入伍。

国防部：
今年起组织实施一年两次征兵

2020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
网络零售总额超3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