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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就地过大年 企业花式送温暖

本期关注关注

“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家乡味年夜饭、爱心包裹……

相关报告报告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李雪婷

1月2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
印发通知，于1月21日至3月底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鼓
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等，让异地
就业人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春节。随着政策
落地，企业和职场人也到了决策春节计划的关
键时刻。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了解
到，近段时间，各地企事业单位都在集中策划
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行动，保证和鼓励企业职
工在安心留下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新
年的喜庆热闹，在异地过一个安乐祥和的好
年。

暖心行动一暖心行动一：：
留岗红包+节日礼包，归属感更强

由中铁二十局参建的南宁至玉林铁路，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属于自治
区统筹推进的重点项目，是广西“一环五纵五
横”干线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设
者大多来自四川、湖北、辽宁等地，为鼓励建
设工人留在岗位过年，项目部一方面备足生
活和防疫物资，让他们平安过年、温暖过年。
另一方面，为工人们发放节日补贴，每名工人
在春节期间除正常工资外，还能领到500元
津贴。

境外项目多、驻外员工多是中交集团的特
点，根据众多海外员工不能回国度过新年的现
状，中交集团将从集团工会账户划拨600万
元，按有关单位春节期间境外在岗人数、人员
类型统筹划拨，专项用于在京单位海外职工及
家属的慰问。对坚守海外岗位的中交员工、工
程项目中方人员，按照不低于1000元/人的标
准发放专项慰问金；对于海外员工家属，按照
不低于500元/户的标准发放慰问金或慰问
品。

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
团公司武汉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职工工
作性质的真实写照，他们被誉为铁道线上的

“吉普赛人”，众多职工春运期间坚守在一线岗
位。由于职工不能回老家过年，该段工会统筹
划拨专款，对奋战在施工一线的职工，按照不
低于800元/人的标准发放慰问物资；对困难
职工家属，按照约1500元/户的标准送上慰问
金及慰问品；对有阅读兴趣的职工，送上百余
张线上读书卡，鼓励疫情期减少人员聚集，在
留守地享受“文化大餐”。

酱肘子、酱猪耳、鲜笋花生、米粉肉……一
份新年美食礼包让传统“年味”扑面而来，这是
国管局专门为留京过年且父母不在身边的未
婚青年定制的熟食礼盒套装，用美食营造的

“年味”满足在京过年职工的生活需求，体现组
织关心关怀。

暖心行动二暖心行动二：：
品尝家乡味，异国度新春

疫情同样改变了在安哥拉卡宾达省坚守
四年的中铁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员工回国
计划。2020年年底，卡宾达供水项目正式进
入通水运营阶段，4000多户民众家里通上了
自来水。但卡宾达省是安哥拉确诊病例排名
第二的省份，项目员工因疫情影响无法回国度

春节。
虽然卡宾达省地域特殊，物资匮乏，但为

了让员工能在离祖国万里之遥感受到年的味
道、家的温暖，项目部不仅提前与国际物流联
系，为员工置办传统年货，购买各种食物原料，
还宰杀了自己喂养的猪和羊，四川腊肉、豆腐、
糍粑、年糕等食物首次亮相卡宾达，让坚守的
员工们第一次在西非大地品尝到家乡传统的
年味。

王新建和张婕夫妇是中铁二十局莫桑比
克公司的员工，2014年，两人在建设纳卡拉
走廊铁路时结缘，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
两个人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当时，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莫桑比克进入了封闭状态，为

了不让家人、同事担心，张婕在王新建陪同
下，在异国莫桑比克生产，最终平安顺利生
下女儿。

今年春节，王新建夫妇原本打算带着孩子
回家过年，却不料，年底疫情形势更加严峻复
杂，夫妇俩决定在莫桑比克过春节。让他们欣
慰的是，公司为了增添“年味儿”，不仅在门口
挂起了红灯笼，还组织员工一起筹备年夜饭，
羊肉泡馍、肉夹馍、小炒肉、锅包肉……家乡味
十足的年夜饭将传递着家的温暖。

针对疫情较重国家的海外员工，中交集团
还聘请了专业机构开展海外员工的心理健康
测评、一对一访谈、24小时心理咨询服务、心理
疏导辅导讲座、危机干预等工作，为海外员工
提供实时身心状况监测及心理疏导，并为下一
步扩大海外员工关心关爱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和决策依据。

暖心行动三暖心行动三：：
爱心包裹，把爱寄给亲人

“爸爸，北京的包裹有大礼包，有牛牛贺卡，
爷爷说这是你们公司寄来的，我好开心呀……”
听着3岁多的儿子在电话里叽叽喳喳说个不
停，电话这头的张扬哭了起来。

张扬是中国石化北京石油崇文门加油站
的员工，2006年他来到北京打工。原本说好
2020年春节回家过年的他，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未能如愿回乡。2021年的春节，是他和
孩子又一次约定的时间，但他再次失约了。

北京石油员工纷纷响应疫情防控倡议，放
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留在北京过年。为
了让外地员工在京过一个温暖的春节，北京石
油开展“把爱送回家”活动，为2500余名外地
员工留守在家的未成年子女和父母送上新年

礼物，送去真挚的祝福与问候。“看到孩子开心
的笑脸，我感到很幸福。虽然过年不能与亲人
团聚，但为了抗疫大局，我愿意拉长这份思
念。”张扬微笑着说。

“人不能回家，但可以把爱和思念寄回家，
也给家里报个平安。”在寄出年货和明信片后，
邹齐安笑得格外开心。

1月27日，中建三局总承包安装公司为长
江中心项目20余名春节值守的工友送出爱心
大礼包，礼包里最重头的项目要数为员工们现
场拍摄并打印出来的照片，很多工友们就把

“家书”写在了这张工地近照背后，连同干果、
春联等年货一起，通过中国邮政上门设立的邮
寄点，从工地直接邮寄回家。

47岁的工友邹齐安来自湖北黄冈，家里有
82岁的老母亲，妻子来自宁夏，还有2个孩
子。“明信片上的照片可以让家里放心，很多电
话不方便说的话也可以通过书信写下来，我想
我的母亲收到了心里一定很暖和。”邹齐安说。

此次活动还得到了中国邮政的支持，他们
专门在工地上设立了邮寄点，并提供了包括

“湖北省内5kg以下物品邮寄10块钱包干”等
优惠套餐，助力爱心寄到家。

暖心行动四暖心行动四：：
结对过年+文化大餐，幸福倍增

除了丰富多样的新年美食礼包，还有的企业
为员工送上了一份春节期间的文化大餐。中国
信保机关工会在深入调研员工实际需求的基础
上，为员工购买和发放了爱奇艺、喜马拉雅和网
易云音乐等3家平台线上会员资格，鼓励大家春
节期间减少人员聚集，“宅”在家享受影视、音频
书籍、音乐等文化盛宴，为疫情防控作出应有贡
献。

国管局留守在京过年的青年职工们也将
共度一个别致且有意义的“线上新年”。该局
以“国管局青年”微信公众号为主要载体，通过

“别样的青春，别样的年”“年夜饭，文化餐”“年
味浓浓暖心田”三个版块，在全体员工中开展

“我的7天”Plog征集展示、读书微心得分享、
年夜饭大比拼、司长寄语“一句话视频”等活
动，客观反映不同岗位人员过年期间的工作生
活，充分展现全局上下“家国一心、共克时艰”
的情怀决心。同时，该局干部职工通过“国管
群团”APP线上报名，以个人或家庭名义积极
参与文艺表演、大众健身、亲子互动等线下活
动，机关工会按照参与情况评比成绩，同步在
APP、“国管局青年”微信公众号中展示节目视
频和比赛花絮等，积极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因地制宜
地开展团团圆圆“同过年”活动。中心提前调
查了解该单位有12位青年干部“孤身一人”在
京过年的实际情况，班子成员与中层干部主动
提出与12位青年结对子，热情邀请他们春节
期间到家中过一个温暖不减、幸福倍增的快乐
年。

（韩展展 张驰 杨黎君 李龙桂 彭焕 王
丹等对本文有贡献）

/ 七部门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 /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李雪婷

2020年12月30日~2021年2月1日，智联
招聘面向全国企业及异地就业人员发起调研，内
容覆盖企业“稳岗留工”政策及规划，以及全国异
地就业人员的返乡计划、过年计划、困难和需求
等等，为进一步帮助异地就业人员过好春节，提

供更精准的服务和支持。

超两成企业已开展“稳岗留工”

作为用工主体，为确保员工安全和节后有序
开工，企业有责任积极响应防疫政策。针对HR
和企业管理者的调研显示，21%的企业已落地

“稳岗留工”政策，还有15.2%正在准备开展。同
时，46%的企业并未设置相关政策，还有17.8%
表示不清楚。

从企业规模角度来看，规模越大的企业对政
策的响应力度越高。政策落实情况与企业规模
成正比关系，规模在2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仅有
不到2成响应政策，1000人以上大型企业中已
落地具体政策的企业占到26.7%。

企业多数用“钱”留人

从措施的具体实施手段来看，企业普遍采纳
以“钱”留人的实惠方式，其中“发放慰问品或福
利”占比最高，达53.4%，其次是“发放留岗红包

（39%）”和“安排值班并提供高薪（34.9%）”。
同时，在各地政府“暖心举措保障就地过年”

的倡导下，企业也积极提供调休、发放防疫物资、
组织员工内部活动等支持，给异地过年的员工提
供多样化的保障。

在已制定相关政策的企业中，72.6%的企业
自认这一政策奏效，具体反映在多数员工已经选
择就地过年，对抗疫行动做出积极贡献。

八成企业期望得到政府现金补贴

企业为“稳岗留工”支出了硬成本和软性的
企业关怀。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单个企业的力量
也依然微薄，在福利性政策落地的同时，自身也
需要政府给到一定的支持，79.5%的企业提出期
待政府发放“稳岗留工”的现金补贴；41.3%期望
得到社保减免、26.2%期望减税，以分担企业在

“稳岗留工”政策上的资金压力。除经济支持外，
23.3%的企业期望政府提供防疫物资，19.6%希
望获得企业培训支持或补贴，还有10.4%对延长

社保缴纳期限表示期待。

黑龙江“返乡最难”

当地的风险等级直接决定了人员流动的
活性。在当前疫情零星散发的几个省市中，
家乡在黑龙江省的异地就业人员就地过年比
例最高，达80%，这一比例在同样处于疫情发
展阶段的河北省与吉林省分别为 66.2%、
59.2%。

就业地的政策则从另外一端约束着职场
人，如北京、上海这类超大城市，防疫层次较高，
政策制定也更严谨，因此在这些城市工作的职
场人返乡也更谨慎，担心节后返工受到影响。
而且这类城市商业资源和文化活动丰富，配套
的生活服务也相对便利，因此北京与上海的异
地就业人员在当地过年比例较其他地区更高，
均占到7成左右。

就地过年的原因中，7成出于安全考虑，还
有14.9%受“稳岗留工”政策倡导。

问及异地就业者选择就地过年的原因，
72.9%的受访者表示“因为疫情，安全第一”，因
防疫政策严格，返乡不便而就地过年的受访者占
50.5%；此外，近期出台的“稳岗留工”政策也直
接影响14.9%的异地就业者决定就地过年；还有
13.6%的受访者表示原本就不准备回家过年。

传统行业最积极

分行业来看，“稳岗留工”政策影响力较高的
行业分别有能源/矿产/环保、贸易/批发/零售/
租赁业/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汽车/生产/加
工/制造，表示因响应政策就地过年的受访者占
比均超2成，位于其后的有交通/运输/物流/仓储
和房地产/建筑业。以上行业多属于较为传统的
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并曾在2020年疫情中面临
复工复产难题。因此，为降低疫情带来的用工
荒、复工难、供应链断裂等风险，2021年“稳岗留
工”政策聚焦经济基本盘，向工业生产等传统行
业从业者倾斜。

2021年春节异地就业人员返乡及过年计划调研报告——

▲国管局工会邀请生肖为牛的员工
用作品表达对新春的美好祝愿。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
工会女工委开展的为外闯干部职工包饺子、
写春联活动。

▲

中建三局总承包安装公司为长
江中心项目春节值守工友现场拍照、
书写家书。

▲中铁二十局集团六公司承建的
绿地丝路全球文化中心项目400多名
员工春节将坚守岗位，图为项目部员
工展示自剪窗花。

▲北京石油开展的为外地员工留守
在家的未成年子女送爱心包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