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一年，我国持续加强政策支持促

进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支出就业补

助资金预计超过1000亿元。

新华社 商海春

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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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双红

近日，两张火车站的图片，引起笔者深

深共鸣。

一张拍摄于2011年1月25日，在太原

火车站，来自安徽的小女孩钟媛媛手里拖

着行李箱，走在她身后的父母双手拎着几

个大桶，还有几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袋子。

另一张，拍摄于 2025 年 1 月 18 日，在

太原南站，即将踏上回家路的旅客，背着一

个双肩包、单手拉着一个行李箱，步履轻

快。

不知从何时起，印象中大包小包回家

过年的场景越来越少了，“轻装上阵”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行囊之变，原因何在？

“家里什么都能买到，物价也便宜”成

为不少人的心声。近年来，乡村全面振兴

与城乡融合并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从

零食点心，到服装鞋帽、家电产品，过去一

些在大城市才能买到的商品，如今在小城

市和乡村也不再是稀罕物。市场供应充

足、货物品类丰富，想买什么，家门口就有。

行李“瘦身”，还在于有日益发达的电

商产业和物流网络的支撑。

今天，电商平台上全球好物“触手可

及”，各类年货节活动精彩纷呈，“春节不打

烊”等服务贴心暖心……线上下单、“云端

赶集”更加方便。

物流网络的不断健全，也让年货的回

乡之旅更加顺畅。即便是在偏远的山乡，

快递也能稳稳投递幸福。

返乡的行李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

方式把关心和惦念送到家人身边。这是技

术改变生活的生动缩影。

也有人的行李变新了。新，主要体现

在物品之新。

95后陈轩准备的是“科技年货”，他带

回了投影仪，和家人一起用它看电影。宋

锦外套、香云纱马甲、螺钿马面裙，如今“新

中式”日渐流行，也成为不少人行李箱里的

“重头戏”。

从手机、平板、智能手环等电子产品，

到文创冰箱贴、精美平安扣、创意春联等

“花式年货”，再到健康滋补礼盒、便携式按

摩仪等养生好物……不仅有“年味儿”，还

有“潮范儿”，不仅具备实用价值，还能提供

“情绪价值”，行李箱里年货的新变化，映照

文化创新创造的强劲脉动，折射消费升级

的大趋势，为蒸蒸日上的生活写下生动注

解。

变化总是悄然发生，身处其中时我们

往往难以觉察，但在某个时刻回望就会发

现，生活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轻的行李

箱，越来越“短”的回家路，越来越丰盛的年

夜饭，越来越丰富的文娱活动，时光相册

里，记录着家家户户生活的变迁，照见国家

发展的日新月异。

有变，也有不变。在佛山西站，张女士

踏上返乡路，一束粉色的百合花被小心翼

翼地放在行李的最顶部。因为妈妈喜欢

花，所以她带上一束自己工作地的鲜花，跨

越千里送给妈妈。家，是中国人心底最温

暖的牵挂。每到过年的时候，即便“一票难

求”，即便山高水远，也要奔赴家；只要能和

家人一起，心灵就能被抚慰，积蓄的情感就

能得到释放。所以，无论行李箱是多是少，

礼物是轻是重，那份对亲情的眷恋没有变，

对团圆的守望没有变，对美好的向往没有

变，而这正是春节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与

情感密码。

返程临行前，很多人的行李箱再一次

被塞得满满当当。家乡的特色美食、家里

的自制腊菜、母亲织的毛衣……明知“网

上什么都买得到”，但仍挡不住亲友的忙

碌张罗。此时此刻，情感的流动，是如此

动人。最朴素的情感，也是最强有力的纽

带，是它牵着我们无论快或慢都要回到这

里，是它激励我们无论远或近都要再次启

程。

而我们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回家与启程

中、在一次次的坚守与创新中，不断抵达更

远的地方。

新的一年，新的出发。向着更美好的

生活，个人的脚步与国家前进的脚步同频

共振，定能不断翻山越岭，领略更壮丽的风

景。

孔德淇

春节长假结束了，劳动者又回

到熟悉的办公桌前。不过，一些人

的生物钟还停留在“夜宵配春晚”的

轻松惬意里，还没有走出假期营造

出的心理舒适区，睡眠紊乱、手机沉

溺、疲劳焦虑等症状纷至沓来，“节

后综合征”如期“报到”。

每到长假收尾，医学专家们都

会及时科普“节后综合征”有关知

识，并给出应对之策。从医学角度

看，“节后综合征”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疾病，而是长假期间生活习惯的

改变引发的暂时性不适。即便如

此，这些不适症状却实实在在影响

着劳动者节后的状态，让不少人在

重启工作模式时，多了几分不情愿。

中国独有的“春运大迁徙”，使

得上亿外出务工人员在短时间内，

在不同的方言体系、饮食习惯和社

交礼仪中来回切换，这种环境的变

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也成为

了“节后综合征”的重要诱因。回到

家乡，我们沉浸在熟悉的乡音和亲

情的温暖中，回到工作地，又要迅速

适应快节奏的工作和复杂的环境，

如此反差之下，身心都需要一定的

时间来缓冲。再加上假期里各种社

交应酬、走亲访友，身体和精神都处

于高度兴奋状态，节后的回归平静，

可能让人感到某种失落或失意。

有人调侃说，我们不仅有“节后

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

午焦虑症”，似乎只要一提到上班，就

让人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换个角度

想，假期虽然热闹，却同样伴随着诸

多无形的压力，上班则意味着可以重

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在工作中实现

自我价值，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对个人而言，积极主动调整状

态是克服“节后综合征”的关键。在

心理上，不妨尝试一些正面冥想，每

天抽出几分钟时间，静下心来，排除

杂念，专注于当下，这有助于减轻内

心的焦虑和不安。身体上，适度的

体育锻炼必不可少，比如在户外晨

跑、夜骑，或者在室内做瑜伽、健身

操，都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大脑功

能，让精力更加充沛。饮食方面，节

后应尽快调整膳食结构，减少油腻

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多补充维生

素和膳食纤维，以修复在假期里“受

伤”的肠胃。

一些企业和单位敏锐洞察到了

“节后综合征”的存在，逐渐摸索出

了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为缓解员

工节后的疲惫与不适，不少企业在

办公室布置上花起了心思，融入更

多人性化的元素。一些公司精心策

划形式多样的团建活动，比如户外

拓展、手工制作、主题派对等，让员

工在游戏和互动中缓解压力。另

外，给予员工必要的自主空间，是提

升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有

效办法。比如，一定条件下实行远

程办公和错峰考勤，可以成为一种

“灵活管理”的选择。

为缓解和治愈“节后综合征”，

我们不妨从简单的工作做起，逐步

调整心态、生物钟和工作节奏，平稳

地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和社会角

色。“节后综合征”虽然会带来一些

困扰，但也是我们在忙碌与放松之

间转换的一种体现。只要我们积极

应对，就能迅速克服“节后综合征”

的影响，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

志投入工作和生活，在奋斗中收获

成长与快乐。

向秋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务工人员陆续返

岗，“春风行动”搭起就业“连心桥”。各地

出台多项举措，保障外出劳动者温暖复工。

大年过后，返岗就业成为农民工心头

大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9 部门《关

于开展 2025 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的

通知》明确，开展返乡返岗“点对点”运输服

务。结合农民工节前返乡、节后返岗需求，

强化运力保障和运输组织调度，根据需求

组织开展“点对点”包专车、专列（车厢）、飞

机等服务。

“点对点”运输服务畅通返岗之路。春

节过后，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岗，是农民工

集中出行期、换岗高峰期。集中组织“点对

点”运输，外出务工人员无需再“蹲点”抢

票，减少了交通费用，省钱又省心。通过

“点对点”运输，外出务工人员可以直接从

居住地到达工作地，减少了中间转乘的环

节，运输效率提高，缩短了返岗时间。许多

地方为务工人员设置了专用集合点，开通

了进站、安检绿色通道，并安排了志愿者在

地铁、大巴站、机场等交通接驳处提供乘车

指引、重点人员帮扶等服务，让返岗之路既

顺畅又舒心。

“点对点”返岗助力企业及时复工。春

节前后一段时期，是餐饮、零售、物流、制造

等多个行业用工高峰期。为全力支持返岗

复产，多地“点对点、一站式”有序组织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切实缓解企业用工的燃

眉之急。许多城市全面排摸重点企业用工

需求，梳理存在用工缺口的重点企业名单，

建立“重点企业用工服务档案”，积极匹配

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务输出大省的劳动

力输出需求，“穿针引线”做好企业用工保

障工作。“点对点”运输服务不仅帮助务工

人员顺利返岗，还通过精准对接用工需求，

保障企业顺利开工，促进地方经济的复苏

和发展，推动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点对点”返岗行动促农民工就业。大

量务工人员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正是因为

“机会多”。在帮助大批务工劳动者陆续返

岗的同时，还要持续结合市场用工需求和

个人就业意愿定制推荐个性化的定向培训

项目，给予培训补贴支持，助力其掌握一技

之长、提升就业能力；提前研判用工需求形

势和变化，并有针对性地密集举办招聘会，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确保“天天有岗位、周

周有招聘”；充分发挥“15分钟就业服务圈”

社区就业服务站点作用，为广大劳动者提

供“就在身边”的招聘服务；挖掘更多非全

日制、临时性、阶段性、新业态等灵活就业

岗位，确保务工劳动者“进得来、留得下、住

得安、能成业”。

“点对点”返岗，“心贴心”服务。“务工

班车”“务工专列”“务工包机”上满载的不

仅是回到城市的喜悦，还有对新机遇的期

待。愿“点对点”返岗运输服务力度更大

一点、频次更密一点、持续时间更长一点，

全力促就业、保用工、优服务、助发展，帮

助务工人员顺利开启新一年务工增收新

征程。

克服“节后综合征”，
关键要积极调整状态行囊改变 温情不变

期待“点对点”“心贴心”返岗服务更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