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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让“就地过节”更有温度
编者按：

2021 年的春节日益临近。春节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结，但是今年春节却有千千万万的人
选择留下，就地过节，“云过年”也成为新的过年方式。就地过节，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做出的特殊选择，是每个人为防疫而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就地过节，天涯咫尺，真情不变。春
节，无论是家人围坐、灯火可亲，还是隔着屏幕送出云端祝福，我们的心相系、我们的情相牵。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同举杯、共祝愿：山河无恙、家国平安！

让“就地过节”更有温度
开宗明义，题目即观
点。

①“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关将至，春节期间能不能回家团聚，
牵动着许多人的心绪。从多个省份倡议“就地过节”，到多地向在
外游子发布“非必要不返乡”的公开信；从有的高校明确“家住中
高风险地区的在校师生，寒假期间原则上不回家”，到有的驻外大
使馆发布“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的倡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仍然严峻之际，“就地过节”成为热门话题。

开门见山。通过各地、
各部门发布倡议、公开
信等举措，引出“就地
过年”这一热门话题。

②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内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聚
集性疫情交织，“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依然艰巨。适逢气温
较低，适宜病毒生存，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流动聚集，势必给疫情
防控带来更大压力。方此之时，最是应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
防万一”。一旦失守，要立即追溯传染源、追踪密接者、切断传播
链，就需要大范围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排查，还可能影响社会
生产生活秩序，这不仅是巨额经济损失，也对应着难以想象的人力
物力投入，甚至会给人们生命健康带来威胁。严防死守、慎之又慎，
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减少春节期间的人员
流动，正是当务之急、大有必要。

重要性分析。国内外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减少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势
在必行。

③疫情面前，无论是回家过年还是“就地过节”，提高防护意
识是第一位的，既要自觉减少聚集外出，也要严格遵守“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距离”等防疫要求。与此同时，不妨对“就地过节”
倡议多一些理解，对各类防疫措施多一些配合。这既是顾全大局，
也是对个人健康负责的表现。

④事实上，“留人”重在留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要以
实际行动打消人们的顾虑，赢得更多认同。落实好“就地过节”，
尤需配套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要精细谋划、
精准施策，推动“就地过节”从简单的倡议，具体化为充满温度、
可操作性强的过节指南，最终转化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

现实性分析。要以实际
行动打消人们的顾虑，
赢得更多对“就地过
节”的理解和认同。

⑤“就地过节”怎么过？农民工、大学生、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等群体怎么办？错峰返乡如何落细落小？这些，既是人们的现实
关切，也直接关系“就地过节”的推进效果。各地区各部门在从严
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应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相关工作。
无论是春节期间的市场供应、交通出行、物流运输，还是衣食住行、
健康安全、休闲娱乐，都应提前谋划、做好预案。科学组织、精细
安排，提供更多备选、替代方案，才能让人们安心“就地过节”，
切实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现实性分析。关注农民
工、大学生、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等群体的
“就地过节”,用心用
情用力做好相关工作。

⑥“就地过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多方协作联
动。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组织等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主体，也是
推进“就地过节”的关键环节，既要守土有责，也要积极发挥作用，
配合做好“就地过节”的保障工作。最近，有的地方企业开出高达
5000 元的奖励留员工就地过年，错峰返乡；有的地方工会推出年货
免费寄回家等举措；有的地方准备丰富多样的文娱活动，满足外来
务工人员精神需求。多一些暖心关怀、务实举措，就能让人们在他

重要性分析。“就地过
节”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考虑、多方协
作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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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感受到更多温暖。

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加大。旅途中如何加强防控？返乡、返
城有何要求、如何报备？错峰返乡、返校、返岗如何部署？每一项
工作都千头万绪，防控不严就可能给病毒可乘之机。要把困难估计
得更充分一些，凝聚众智、集聚众力，周全安排、周到考虑，努力
确保安全、守护健康，让大家安心、舒心、暖心地过好春节。

号召激励，展望期待。

来源：人民网

【时代警语】
落实好“就地过节”，尤需配套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要精细谋划、

精准施策，推动“就地过节”从简单的倡议，具体化为充满温度、可操作性强的过节指南，最
终转化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每处不超过
20 字。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内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 （1） 。适
逢气温较低，适宜病毒生存，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流动聚集，势必给疫情防控带来更大压力。
方此之时，最是应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一旦失守，要立即追溯传染源、追踪
密接者、切断传播链，就需要大范围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排查，还可能影响社会生产生活
秩序，这不仅是巨额经济损失，也对应着难以想象的人力物力投入，甚至会给人们生命健康带
来威胁。 （2） ，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3） ，正是当务之急、大
有必要。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过年，无论是家人围坐、灯火可亲，还是隔着屏幕送出云端祝福，我们的心相系、我们的
情相牵。真情不变，天涯咫尺。在班级举办的“云过年，送祝福”主题活动上，请结合自己的
体验感受，写一篇不少于 500 字的发言稿。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哈尔滨十四中 姜玲）

【相关链接】

“云过年”，疫情防控之下换个方式拥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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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局部反复，全国多地鼓励“就地过年”，“云过年”就此成为 2021
年的春节焦点。近日，在清远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清远市委网信办联合市妇联策划了“云上
吉祥清远年”系列活动，将清远年味从线下搬到线上，通过云展、云味、云看、云购、云游、
云祝福、云公益七个板块，让全体市民感受新年氛围。

疫情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生活的各方面都在加速云端化，
过年也不例外。如果说去年春节，疫情的突然暴发令人不知所措，封闭突如其来，全民被迫宅
家过年，一切都是相对被动的，对疫情的发展、影响也充满了未知。一年过去，虽然疫情仍未
结束，但疫情防控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而且经过了一年的“云生活”洗礼，无论是公众
或政府部门都对此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年的“云过年”不再是被动的无奈，更多是带着些许从
容的主动选择。

不少政府部门，都有意识地主动为公众提供既能满足防疫需求又尽量少地影响年味的“云
过年”方式。例如，有的地区向民众征集节目做“云春晚”，既能分享欢乐还能增加参与感。
而清远的“云上吉祥清远年”系列活动，更是全方位地把过年搬到了云端。通过云展、云味、
云看、云购、云游、云祝福、云公益等七个板块，公众既可以足不出户观赏年俗活动，又可以
通过直播买到价格实惠的年货，而且，这些年货都是来自超百个清远地区的特色优质农产品，
感受新年祝福、置办年货和年花的同时还能做公益，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每一个个体，对于如何“云过年”，经过这一年的“云生活”和去年春节的“历练”，
甚至都不用特别思考，都能过得有滋有味。各种形式的年货节，早已在各大电商平台开锣，不
仅是年轻人能享受“买买买”的快乐。这一年来，社区超市的经营和服务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不少社区超市都有专门为老人提供的物品“代购”送货上门服务，有图看、可付现金、货
到付款，对于尤其注重年味的老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新的过年尝试。而过年送祝福的方式，其
实在很多城市里，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有了新的苗头，拜年不一定要见面，可以视频，也可以
发线上红包。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让“云拜年”得以推广也蛮好，大家保持适当而亲密的距
离，还更环保。至于过年宅家的乐趣，除了线上娱乐之外，少了串门等线下活动，多了小家庭
相聚的时光，也许对于不少家庭来讲，还有增进亲子感情的意外之喜。

2021 年的春节，当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云过年”也成为了新的过年方式。与其被动
接受，不如主动选择，从官方到个人，都能以更好的心态策划和参与“云过年”，也是另一种
意义上的好好过年，是防疫之下换一种方式来积极拥抱生活。

（来源：2021 年 0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