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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群人，在为城市制造年味

有人说，南京的年，是从“老太叠元宵”出摊开始的。
在夫子庙西牌坊对面的亭子里，这个传承了70年的

摊点，已是南京的新年符号。不出所料，1月21日上午，新
顾客、老面孔又在小推车前排起了长队，“滚水煮，煮开了
滚1分钟，小火再焖15分钟。”第三代“老太”王顺英一边收
钱一边叮嘱，从元旦起，她要在这里坚守到正月十八。

一颗甜甜糯糯的元宵，就是一份关于年的记忆。岁月
变迁，对于年的期待，远没有从前那样强烈。幸好，南京从
来不乏热爱生活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来临前，制造年味，让这个春节更有仪式感。

离“老太叠元宵”不到一公里，夫子庙大市场里人声鼎
沸。“一米的大红灯笼，拿两对！”“春联多少钱一副？”“二十
头‘老虎’，要大红色！”……市场刚开门，选购“年红”的人
们就络绎不绝。

大市场开了多少年，老陈家的“年红”生意就做了多少
年。“栖霞、浦口、江宁、大厂，不管搬到多远，年年都跑来
买，还都是现金支付。”他说，元旦后每天从开门忙到关门，
夫妻俩像陀螺一样，在小小的铺子里一刻停不下来，一句
完整的话都没法说，“儿子在店里做作业，口头禅就是，‘都
在喊我爸爸，我爸爸的头都大了！’”

“你看，这个福字上面的老虎是金丝绒质感的”“这是
‘冬奥’窗花，图案是古代宫廷里的冰上表演”……人头攒
动的小店里，拿着手机正在视频连线的何宝生格外扎眼，

前后摄像头来回切换，时不时还在纸上写写画画。“为了讨
个喜庆彩头，企业喜欢购买‘年红’作为新春福利，他就是
代购，做出名气了，天天都爆单！”说话间，老陈的手指在计
算器上飞快按动，“一共2834，给2800！”

从溧水赶来的年轻妈妈文婷，是第一次带女儿来到大
市场挑“年红”。过去，春节都是举家旅游，这两年因为疫
情无法出行，女儿开始抱怨“过年没意思”，“年味最浓是儿
时，我想带她一块，找回那份‘仪式感’。”

每一个仪式感需求的背后，都藏着一份爱的表达。传
承或是创新，总有一根情感纽带像风筝线那样，飞得再高
也是牵挂。

春节吃蛋糕，就是南京的新年俗。“好像就是去年开始
的。”小吴糖水铺老板娘吴越清楚记得，去年小年夜前后，
突然来了不少年夜饭蛋糕订单，“一直忙到初七，每天做
10多个蛋糕，盒子摞到房顶高。”那一个月，店铺的营业额
比往年翻了两番。

吴越开玩笑说，大概是生活有点苦，大家连年夜饭都
想要甜甜的。其实她知道，是因为疫情，很多年轻人呆在
家里，就想折腾个不一样的春节。“最重要的是，朋友圈、小
红书都在晒年夜饭，我们不允许自己输。”吃惯了老几样，
新生代们将目光瞄准蛋糕、甜品，生肖的、喜庆的、搞怪的，
都被端上了餐桌。

今年的“春节系列”，吴越有了更多创新——给独自加班
的准备了纸杯蛋糕，为二人世界的定制了茶缸蛋糕。“预订链
接刚发布，50多个订单就砸来了！”吴越说，最忙的那天，光快
递就发了两大车，浙江、北京、广东都有她的“收件人”，“累是
真的累，可是能给别人送去一点甜，也是真的开心。”

除夕夜，这么近又那么远

吴凡今年又没法陪女儿过年了。
1月20日，是吴凡在雨花台区邮快件集中监管仓“连

轴转”的第21天。根据“两点一线”闭环管理，监管仓作业
人员30天轮班一次，出仓后还须落实“7+7”隔离要求。吴
凡进仓的时候就已经算过，从除夕夜到大年初六，她都在
隔离期。“前年大年夜是支援南站，去年在监管仓加班，今
年酒店隔离，女儿4岁了，只过了一个团圆年。”吴凡看了
看窗外，不远处的红房子，是她每天都要路过两次、却又没
法回去的家。

这里是由雨花台区交通运输局建设运营的，南京首个
区级邮快件监管仓，所有寄往雨花台区的海外和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邮快件，都要经过监管仓的消杀后才能二次派
送。从去年12月开始，归国人员增加，海外邮件的数量猛
涨，一个多月的包裹量，抵得上之前大半年。最多一天，吴
凡处理了300多个包裹，每个搬上搬下四五趟。

“硬练出来的。100本书、10个大箱子，连着搬完不带
喘，她们喊我‘凡爷’呢！”略显瘦弱的吴凡举高手臂秀起肌
肉，叽叽喳喳介绍自己：90后，105斤，监管仓元老级人物，

“累倒还好，就是没啥机会讲话，可把我憋坏了。”
说话间，前一天送检的邮快件外包装核酸检测结果已

经回传。“全部阴性！”吴凡熟练地打出一沓印有“安全码”
的“暖心指南”，给包裹逐一贴上。监管仓投用至今累计

“接单”19728件，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她说，最喜欢看包
裹顺利出库的场景，想象着收件人扫“码”后心安的样子。

“你们守护城市，我们守护你们。”前来巡查的雨花台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世勇现场“剧透”：隔离酒店年夜饭
有“惊喜”。“领导，水饺能安排吗？”“必须的！”短暂地出来
透口气，吴凡又换上了防护服，走进了污染区，还有上百件
邮快件在等她。

每一个特殊的节日，都有无数人在默默守望着南京。他
们是岗亭前的警察，是诊室里的医生，是末班地铁的司机，是
走街串巷的社工，所有人无怨无悔，只为城市正常运行。

和吴凡相比，黄埔大酒店兼六华春的行政总厨代宏伟，
更想念那顿年夜饭。25年了，他的除夕夜，都在为别人忙。

“每年除夕晚上，都跟打仗一样。”代宏伟说，黄埔大酒
店后厨8个炉台，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要看4个，一边炒
锅里油刚热，一边炖菜就要转文火。去年除夕夜，他负责
鱼头王这道招牌菜，6种原材料加上6斤6两的鱼头，一锅
要炖66分钟。“那天做了十几锅，喝水的功夫也没有，连上
洗手间都是一路小跑。”

今年肯定比去年更忙。眼下，黄埔大酒店加上3家六
华春，80多个包间已全部订满，连小型会议室都临时改成
了包间。代宏伟心里盘了下，每桌6道凉菜、12道热菜，一
晚上就是1000多道菜，“后厨30多人，估计早上进去就不
用出来了。”

其实，这几天他已经是这种状态了。酒店推出了年夜
饭礼盒，一发布就预售出2000份。一盒11道菜，他领着

备菜的后厨们，每天从早晨9点忙到晚上9点。
每年除夕出门前，代宏伟都会跟妻子对

个“暗号”。“她只要问我今年多少桌，就能
推算出我到家的时间，然后提前热好

饭菜等着。”他笑着说，“晚点”的年
夜饭，也是幸福的味道。

脚步不停，是因前方有光

一样的年，有万千种忙。
南京中科齐信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忱的忙，都写在他的手机
备忘录里。
企业研发的一项新设备正在参与南京

生态科技岛的招投标，要和技术部门深化方
案；公司的技术和市场团队亟需完善，人才招聘正
在进行；公司第一轮的融资也已经启动，要和投资
人对接；2022年的发展规划和预算，也要尽快制
定……这家2019年底在建邺区成立的新锐企业，

最近刚刚拿下了数千万元的订单，目前正是敲定合
同条款和流程的关键时期。

1月20日上午，江岛智立方的会议室里，一场视频会
议正在召开，徐忱正远程与中国中车有关负责人交流合作
细节。“这是一款保障列车信息安全的软硬件一体设备，产
品正在性能测试，优化提升。”徐忱说，列车运行会面临各
种复杂环境，对产品性能有特殊要求，他们的产品，无论是
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温，还是几十摄氏度的高温，或者是
高海拔、一定加速度的情况下，都能保持稳定运行。

正是凭借在细分领域的强大研发能力，去年中科齐信
主导推动了一项车联网安全国家标准编制，目前相关协议
已经签署。这边视频会议刚结束，大屏立即切换，徐忱又
作为核心牵头单位，与相关领域的标准委员会专家和参与
单位进行沟通协调。

中科齐信正式运营只有一年多，迅速跻身“标准制定
者”行列，让徐忱对未来信心十足。他说，今年企业将开辟
多条产品线，投入更多精力在新产品、新解决方案、新行业
应用场景的开发上，预计2022年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

岁末年终的南京，因为有一个个像徐忱这样的奔跑
者，显得元气满满，能量十足。经济增长放缓，去年已经很
难，今年更加不易。对于企业而言，每一天都显得弥足珍
贵。研发型企业如此，制造业更得拼。

1月21日，南京经开区企业天加环境的阶梯会议室
里，年会高潮迭起，抽奖倒计时环节到了，100多名员工乐
成一片。隔壁车间的流水线上，来自河南商丘的操作工李
伟，正熟练地给多联式空调机组安装风机。1月份同比增
长40%的订单金额，让这家国内最大的地铁中央空调供应
商不得不加快生产节奏。

这么多订单，过年还能放假吗？“放心，订单再多，工人
们也能回家过年。”企业精益办公室总监陈杰拿出生产计
划，今年春节，工厂像往年一样，大部分工人腊月二十四后
就能返乡。如此笃定，是因为过去一年，天加环境持续加
大技改力度，引入精细管理手段，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
16%。他指着新“上岗”的沉降式工作平台说，“光这套设
备，就能让员工一天可以少弯上百次腰。以往10个小时
的活，现在8个多小时就能干完。”

人忙换成了机器忙，数字化改造，让企业质效双增。
去年，天加环境凭借全球领先的“降碳”技术，全系统销售
收入达85亿元，总增长率20.7%，“乐观估计，今年这个数
字可能还会提高。”

平安团圆，就是最好的年

无论过年的方式如何更迭，对团圆的期盼，都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这大概就是春节最大的诱惑力。

这股力量，大到让新生命迫不及待要来到这个世界。
“伴随着老婆20分钟一次的腹痛，我们马上要去医院

了，无比的激动和紧张中……”1月17日凌晨2点半，中国
药科大学体育老师林峻先，在朋友圈开始“直播”二宝的诞
生，他还不忘调侃自己的妻子，“李老师不慌不忙，要洗个
澡再出发！”

林峻先的大女儿，已经上幼儿园小班，但这一次，她的
不淡定比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平时只穿运动服的她，竟
然鬼使神差换了套衣服，还特意穿上了皮鞋，“好像要迎接
一位重要的客人。”整整11个小时，林峻先一分钟也没合
眼，直到当天下午1点半医生告诉他：“生了，母子平安。”

新成员的到来，意味着林峻先的这个新年会格外忙。
尤其是之前约定好的月嫂，因为家人突然病重没法履约。
夫妻俩商量好，在家休养几天，回妻子娘家仪征坐月子。

“最近这几天，那叫一个忙。”尽管是运动员出身，但林
峻先还是直呼吃不消。儿子晚上两小时喂一次奶，他每天
断断续续最多睡4个小时，女儿这两天又染上了肠胃炎，
白天还得去医院挂水，但所有的忙碌，都是那么甜蜜，“幸
好有父母帮忙，现在女儿康复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最
大的幸福。”

添丁的喜悦与人分享，老去的孤独，也始终有人惦
念。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岁月的年轮一起，与日俱增。

75岁的蒋秋霞老人，也到了每年最忙的时候。在玄
武区锁三社区，已经延续了11年的空巢老人年夜饭，每年
都是由她一手操办。这几天，蒋秋霞隔三差五就会接到独
居老人的电话，“今年的年夜饭，啥时候吃？”

2011年，退休在家的蒋秋霞被社区老书记请出山，组
织了低龄照顾高龄的“银发互助社”。那年除夕的中午，她
把社区里的空巢老人请进社区，志愿者们每人带一道拿手
家常菜，别样的团圆让不少老人当场落泪。

“场面感人哦，吃着吃着，就有人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这一幕深深打动了蒋秋霞，她下定决心，只要
还走得动，就把这顿年夜饭坚持下去。这些年，年夜饭对
于锁三社区的空巢老人来说，意义绝不亚于春晚，“他们太
需要关爱了！”

不过这两年，年夜饭的形式有点不一样。“因为疫情防
控，我们不搞聚餐，改派送了。”蒋秋霞掏出早就拟好的菜
单，肉圆、熏鱼、盐水鸭，盐焗鸡、什锦菜、西红柿……荤素
搭配，还有水饺和水果，“够他们吃一个礼拜了。”

这么多菜，蒋秋霞还张罗得过来吗？“我年纪大了，只
负责采购和监工。”她笑着对一旁的社区书记黄梅说，送菜
都是社工们帮忙，要现做的菜，都交给社区里的三点红养
老服务中心。

前两天，三点红还专门请她去试什锦菜的口味，“我建
议他们，多加点胡萝卜丝和荠菜，色彩鲜艳一点，过年嘛，
不就就是图个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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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城市的节奏
更快了。

1月25日就是小年，旧习
俗 里 ，忙 年 就 从 这 一 天 开
始。祭灶神、扫房子、贴春
联、备年货……浓浓年味里，
是满满的仪式感。

南京的“忙年模式”似乎
开启得更早，阳台挂着的香
肠咸肉，街巷氤氲的腾腾热
气，商场回荡的欢快乐曲，都
在酝酿着年的情绪。还有那
些行色匆匆却又步履铿锵的
人们，依然奔波在通向希望
的路上。一座城，因为他们
的酸甜苦辣有了万般滋味，
因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更加鲜
活生动。

近日，《南京观察》记者
走进社区院落，来到商场车
间，透过一个个“忙年故事”
感知城市温度，和这些平凡
的新老南京人一起，憧憬新
一年的到来。

故
事南 京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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