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其返乡隔离十四
天，不如留项目多赚万八
千。”“回家是冒险、钱包还
会扁。过年留项目，亲情不
会减。”工地现场，已经拉起
了一条条醒目的横幅。

大运会项目顺利交付
比小家团圆重要得多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加上项目
来到冲刺关键期，今年春节我决定就留
在工地过年了。”28 岁的霍佳龙来自云
南，现为三馆中多功能体育馆的现场施
工员，决定春节留守工地。

“思乡之情还是有的，毕竟项目上
忙，一年都没回去了。”霍佳龙说，大运
会项目建设任务重，工人们每天都在
争分夺秒。两年来，自己陪父母和妻子
的时间少了，彼此间的矛盾和争吵也渐
渐多了，但大多时候还是能得到家人的
包容和支持。“很感谢他们的付出，正因
如此也更加想尽最大努力把项目建设
好。”霍佳龙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觉得大运会
项目的顺利交付，比小家团圆重要得
多。”霍佳龙嘴上虽然轻松，但微微湿润
的眼角道出了男子汉的乡愁。“再说，对
项目也有感情了，从土坯到场馆，看着
它建成的自豪感也可以化解一些思乡
之情。”春节越近，思乡之情越浓。霍
佳龙认为，除夕的下午和晚上应该是最
思乡的时候。“到时候会组织大家一起
吃年夜饭、看看春晚，互相开开玩笑、聊
聊天。”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建设完
毕，到了冲刺阶段，按预期2月底将达到
竣工条件，4月底完成交付。因此，春节
期间，一线员工生产建设不停止，而他

作为管理人员，可以同岗轮休。“除夕和
初二加班，初一调休。应该会在家里好
好休息下，帮妻子打扫卫生，毕竟一年
都没怎么做家务了。”谈到春节和妻子
团聚，霍佳龙非常憧憬。

大运会三馆项目春节“不打烊”，留
守工地的大多是响应就地过年倡议的外
省工人。东安湖体育公园三馆项目党支
部副书记罗霜告诉记者：“三馆项目高峰
期有2000多人，春节期间留岗的有500
人，其中300多人都是外省的工友。”

春节期间三倍工资
工友可多挣“万八千”

“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项
目多赚万八千。”“回家是冒险、钱包还
会扁。过年留项目，亲情不会减。”工地
现场，已经拉起了一条条醒目的横幅。
就像横幅上所说，这个春节，每一位留
在项目上建设的工友，在辛苦付出的同
时，也能收到一份温暖的“压岁钱”。

罗霜说，春节期间，项目会向员工
们发放工资补贴，根据工种不同大概在
四到五倍。霍佳龙笑称，今年就地过年
确实“很实惠”：“一般工种一天工资都
是四五百，春节期间3倍工资。再加上，
实际上春节前的这段时间，招人已经是
2 倍工资了。”按霍佳龙说的计算，加上
节前这段时间，到春节法定假期结束，
算下来确实能多挣个万八千。

今年，项目上取消了年夜饭。罗霜
解释，是因为项目到了总评施工阶段，
食堂、宿舍都拆了，加上疫情防控的要
求也不允许。作为替代，春节前会开几
场慰问会，给工人送慰问品。“为了感谢
建设者们的辛勤付出，春节期间我们还
会现场煮饺子，用小餐车送到工友的手
中。”罗霜说。

项目现场，挖掘机还在挥舞着机械
臂，工人们正埋头苦干。这个春节，大运
会东安湖体育公园三馆项目组响应国家
号召，就地过年“不打烊”，全力保障项目
的如期交付。

李清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伍雪梅 摄影报道

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高桥村，名字
源于一位当地“学霸”。

清康熙年间，童生胡雨霖高中举人，村
民们便把他每天求学必经的桥称为“高中
桥”，后简称“高桥”，高桥村因此而得名。

而如今，在翠屏区高桥竹村技能培训
学校内，村民们的学习热情一点儿也不输

“学霸”。学竹编、学厨艺、学创业……在
春节到来前，村民们除了准备过年外，还
忙着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给自己“充电”。

竹村里免费“上学”

竹庭院、竹工艺、竹建筑……2 月
初，记者在高桥村看到，竹元素牢牢占
据“C位”。

2019 年，高桥村确定实施“高桥竹
村”竹文化农旅结合发展项目，以“十个
竹”为特色，打造集观竹、赏竹、品竹为
一体的竹特色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
项目。

翠屏区高桥竹村技能培训学校，一
方面对接了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一方
面契合了农村人才培养的需求。这所
技能培训学校，由翠屏区就业创业促进
中心挂牌设立，第一阶段主要开设竹工

艺、竹餐饮、竹民宿、创业和以竹生态种
养殖为主的竹文化特色培训项目。

“符合年龄条件，愿意在高桥竹村
就业创业的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据
翠屏区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副主任肖攀
介绍，培训不仅免费，每位参训学员每

天还有 30 元的交通补贴。“2020 年 12
月 30 日学校开班，目前，已开展培训 5
期，学员参训101人次。”

渔民夫妻成“同学”

“下面我为大家冲泡的是宜宾的特
产——屏山炒青，希望大家喜欢。”1 月
28日，竹民宿培训班的学员们迎来了结
业考核，考试内容包括笔试、竹民宿服
务情景演练、茶艺展示三个部分。

在这个班里，退捕渔民王明均和妻
子向兴艳成为了“同学”，这让王明均感
觉“像回到了童年”。开一家民宿，是退
捕后夫妻俩定下的目标，竹民宿培训恰
恰符合了他们的需要。“我们住永胜村，
每天骑电动车过来，十多分钟就到了。”

参加培训没几天，王明均就感到当
初把开民宿想得太简单了。“原来有这
么多学问！接待客人、手势、礼仪、房间
卫生、民宿布置，有太多东西要学了。”
通过学习，民宿的模样也在夫妻二人的
脑海中变得更清晰：现代风格，加入一
些渔家元素，开窗就能看到长江，可以
住宿、会客、娱乐……

行业“大咖”当“老师”

竹编工坊里，热闹非凡。一棵竹
子，经过选材、开片、刮青、分层、染色、

编织等十多道步骤，摇身一变成为了工
艺品。在这里，学员们学习的就是这门
考验技巧与耐性的手艺。他们的老师
来头可不小，她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宜
宾市道德模范、宜宾市最美奋斗者，宜
宾学院竹编工作室竹编教师万登贵。

“来这里学习的，大部分是村里的
留守妇女。竹编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在家里就可以做，既可以照顾家庭，又
能增加收入，应该说是比较适合他们
的。”万登贵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学员们已经可以编织一些简单的灯
笼或者竹筐。

翠屏区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技能培训学校里，还有许
多像万登贵一样的行业“大咖”，他们有
的是中国烹饪大师，有的是创业标兵或
资深培训教师。

“学校采取分专业、分阶段、小班制、
重实训的教学方式，保证每名学员在培
训过程中都能够得到充分指导，并在课
程编制中加大实操课时比重，实现‘纸
上学’到‘实践学’。”肖攀介绍，在促进
学员就业、创业方面，定期开展就业创
业推介会，为学员提供就业创业平台。

“愿意就业的，我们会推荐到高桥竹村
相关岗位就业，愿意创业的提供项目开
发、开业指导、政策扶持等孵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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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学竹编、学厨艺、学创业……

宜宾翠屏区高桥村村民忙“充电”

竹村村民学习竹编手艺。

作为成都大运会主会场的东安湖大运会三馆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随着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临近，在成都市龙泉驿区，作为
主会场的东安湖大运会三馆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响应政府倡导，项目施工方中建三局西南公司引导500名工人就地过
年。同时，为了保证大运会场馆项目顺利交付，项目员工春节期间将继续
奋战在施工生产一线。记者了解到，项目上6成留守者为外省务工者。为
了感谢建设者的辛勤付出，项目春节期间发放三倍工资。

500名工人就地过年

大运会东安湖三馆项目“春节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