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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年我的中国年

韩素英：

守护高速公路畅通

“您好，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情况？您的

具体位置在哪里……”在河南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

监控员韩素英接起热线电话，在安抚高速

路上遇到突发情况的驾驶人的同时，将情

况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及时处置。

老家在郑州的韩素英来到南阳已将近

20年，一直投身于南阳高速事业。今年直

到大年初四，她需要一直在调度中心值

班。通过调度中心的监控及热线电话，处

理南阳管内沪陕高速、二广高速等 6条高速

公路 663.9 公里里程的路面突发情况。“我

们的工作就是快速协调、调度不同的部

门。”韩素英说，根据不同的突发情况，他们

要快速、详细地反馈至不同部门，进行处

置，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提起南阳，韩素英很有感触，南阳人的

热情，也深深感染着她，让她在工作中更

加热情、耐心、细心。韩素英也希望南阳

的高速事业发展越来越好，旅客能享受到

畅通、愉快、安全的高速旅途，顺利抵达目

的地。③7 （本报记者 周梦）

陈钊乐：

“新警”春节护民安

“2023年年底，我来南阳工作，成了一

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虽然今年除夕值班，

但能用自己的一颗初心，守一方平安，我感

觉十分光荣和自豪。”

老家在洛阳的陈钊乐，是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公安分局白河派出所的一名民

警。作为一名刚入警两年的“新警”，说起

在南阳的生活，他深有感触。

“刚入职，所里的同事就把我当弟弟一

样手把手传帮带，平时生活上遇到困难，他

们也总是嘘寒问暖，伸出援助之手，在南阳

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温暖。”陈钊乐说，“每年

春节，辖区外出打工返乡的人比较多，针对

辖区治安特点，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开展反

诈宣传，加强夜间治安巡逻防范，守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虽然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但家里的父

母都十分支持他的工作，让他安心在南阳

工作。“最后，想给家里的父母拜个早年，我

在南阳挺好的。”③7
（本报记者 李金玺）

本报记者奔赴不同行业，倾听在南阳过年的外地人心声—

吾心安处是故乡

胡佳：

在南阳寻家乡年味

38岁的胡佳和丈夫都是湖北人，如今她在

南阳蓝天燃气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中心工作。

“今年是我在南阳过的第三个春节。”胡佳

说，每年春节，她都会做一些家乡美食，追寻记

忆里的味道。人在异乡，胃在故乡，这让胡佳

和家人在南阳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湖北年味。

腊肉、粉蒸肉、糍粑……临近春节，胡佳和

婆婆又开始忙活起来。“大江南北，年味不同。

这种腊肉是我们老家的一道特色美食，而这

种糍粑也是我们老家的特产，软糯香甜。”胡佳

说，在外地过年，年味不能少，最有年味的莫过

于家乡味。一道道难忘的家乡美食，承载着满

满的回忆，也慰藉着浓浓的乡愁。

除了饮食上的慰藉，胡佳告诉记者，湖北

过年，朋友聚会、贴门神等习俗也少不了。虽

然无法回湖北老家过春节，但是她觉得在南阳

依然能找到许多“湖北元素”。

“湖北人过春节也会举行很多传统文化活

动，春节期间，南阳的各种民俗活动也很精

彩。”胡佳说，今年春节她不能回去陪父母一起

过年，她想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向湖北老家的

亲人送去祝福，祝愿他们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③7 （本报记者 张玲）

杨小霞：

南阳媳妇的幸福生活

“虽然老家在广东梅州，但在南阳已经生

活了 20年，早把自己当成南阳人了。在南阳安

居乐业，我很开心。”说起在南阳的幸福生活，

杨小霞脸上满是笑容。

杨小霞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是在深圳打工

认识的，随后结婚成家。2004年，她跟随丈夫

回到南阳打拼。两人依靠勤劳的双手，在南阳

城区扎根，并经营一家手机店，日子越过越红

火。说起南阳的变化，杨小霞说，现在南阳道

路越来越宽，楼房越来越高，城市环境也越来

越好。“这几年春节，我都是把老家的亲人接到

南阳过年，说起南阳这座城市，老家的亲人也

是赞不绝口。”杨小霞笑着说。

“我是南阳媳妇，南阳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为了南阳的发展，我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杨小霞说，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家人身

体安康，生活幸福，也希望城市发展日新月

异。③7
（本报记者 李金玺）

王焱平：

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老家信阳的王焱平自 2008 年来到南阳

后，一直在医疗一线工作。身为市第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的她，今年春节期间依旧要在医院值

班，随时准备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唯一不变的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众的健康

服务。”王焱平告诉记者，一直在医疗一线的

她，这么多年，见证了南阳医疗卫生体系的不

断健全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更深刻

感受到近年来我市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展现

出的强劲势头，尤其是我市中药材、艾草的优

势，更让她对南阳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充满了信

心。

作为一名中医，王焱平一直希望，在综合

医院里中医、西医能同步发展，为群众的健康

需求提供更好的诊疗方案。王焱平说，在新的

一年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医疗一线不

断深耕，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在为群众提供

更好医疗服务的同时，也为南阳中医药事业发

展助力。③7
（本报记者 周梦）

崔爱环：

“志愿红”映照“新年红”

崔爱环和丈夫都是郑州人，55 岁的她和

丈夫来南阳已有 20多年，她感觉南阳特别有

温度。如今，他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生活在这

里，过年也不回老家。

2002 年，崔爱环在南阳参加了一次公益

活动，深受触动，从此走上公益之路，在一次次

奉献中收获着快乐与感动。后来，她加入南阳

市社区志愿者协会，近 20年来紧跟团队，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将爱播撒在退役老

兵、环卫工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群体之

间。

“团队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大家一起做公

益、奉献爱心。”崔爱环说，她见证了南阳 20多
年来的发展，作为一名志愿者，她想用爱心温

暖他人，为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今，崔爱环和爱人在

工业路经营着机电水泵生意，儿子已经结婚，

女儿正上高中。“南阳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年

一定要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崔爱环说，这个

春节，她已经安排好了行程，和志愿者们一起

慰问留守老人、儿童及退役老兵，为他们送去

春节的祝福，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呵护

与关爱。③7 （本报记者 张玲）

编者按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每年春节，在外奋斗的人们总会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不过，也有
不少外地人留在南阳过年，虽然是外地人，但他们同样是城市的主人，同样为城市发展奋斗。昨天，记者兵分多路，
采访在南阳过春节的外地人，感受他们对第二故乡的浓浓情义，对新年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