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西安人”的新年愿望是相同的：疫情早点过去

每个人都在努力让生活变得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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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济南
市天桥区滨河南苑的
沈女士向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反映称，她
充值300元办理了自动
售水机的水卡，可是
没多久设备就停止了
运行。这是咋回事？

沈女士说，小区内
有一台“天天一泉”自
动售水机，距离自己家
很近。“这台机器在我
们小区投放很长时间
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
取水，2021年6月份的时
候我找到负责人邵先
生，办了一张水卡，充
了300元钱。”

然而，刚充值没
过几天，售水机却突
然停运了。邵先生告
诉沈女士，他与物业
产生了纠纷，物业停
掉了售水机设备的水
电，居民如果有意见
应该找物业解决。

沈女士认为，邵
先生是在推卸责任。

“我们又没把钱交给物业，怎么能找
物业给解决呢？”

“一开始售水机负责人还接电
话，说会尽快让设备恢复运行，但从
去年6月至今还没有解决，现在给他
打电话也不接了。”沈女士表示，如
果设备不能恢复运行的话，希望邵
先生能为她办理退款。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
到天桥区滨河南苑，看到了两台已经
停运的“天天一泉”自动售水机。其中一
台位于小区的健身广场处，现已被移
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品牌的
售水机，另一台被放置在小区角落处。

小区的物业经理表示，2021年6月，
他们与“天天一泉”饮水公司签订的合
约到期，物业要求邵先生将自动售水
机设备移走，但邵先生却不同意，物业
只好对设备做停水停电处理。

据物业经理介绍，起初“天天一
泉”公司在小区投放了三台自动售水
机，合同到期后邵先生移走了一台，
另外两台一直没人来处理，再到后来
就联系不到他了。设备停用后，很多
居民都来物业问过情况，他们只能先
登记下来，经初步统计，居民还没使
用的充值金额合计已超过一万元。

“2021年10月，邵先生曾主动联系
过我们一次，希望物业能将这两台自
动售水机承接下来，并承接他所欠居
民的债务，但我们没有同意。”物业经
理告诉记者，物业没有责任承担事情
造成的后果，但也在积极地帮助居民
解决问题，目前他们已向市场监管部
门反映了该情况。

根据居民和物业经理提供的电
话，记者联系到了滨河南苑“天天一泉”
自动售水机的负责人邵先生。据邵先
生称，他只是自动售水机的维护人员，
并非公司负责人，并且与物业签订的
合同永久有效，是物业停掉了设备的
水电，应该找物业解决。但物业表示两
方签订的合约2021年6月就已到期。

“天天一泉”公司总部的客服人
员表示，他们已记录下了该问题，核
实后会提供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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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王思佳：
跨年夜宿舍里联欢

在经过了最初的紧张担心
之后，西安财经大学大三学生
王思佳逐渐习惯了现在“封闭
式”的校园生活。一周前，学校
宿舍楼封楼，她和其他四名室
友过起了小集体生活。疫情期
间，为了减少接触，楼道也不能
随便活动，寝室成了她们的小
天地。

吃饭由一名室友出去买回
来，可选的只有食堂提供的饭
菜，种类不比平时，但王思佳和
同学们都表示特殊时期可以理
解。其余时间则各自在寝室打
发。往年这个时候，正是期末考
试的时间，但王思佳说，现在正
在封校，考试改到了下学期，这
几天大家没有紧张的复习任
务，就在寝室里进行一些轻松
的活动，聊聊天、看看书、追追
剧……

元旦到了，王思佳和室
友们不甘心就这样平淡地度
过，出不去校门，校内又不能
聚集，那干脆就自己想办法
在寝室内部搞个小联欢吧。
她和室友一商量，大家都觉
得该找个方式“发泄”娱乐一
下。

“我们也没有太多东西去
装饰，谁准备好了谁就开始表
演，唱唱歌、跳跳舞。”看着手机
上的歌词，伴着旋律，在跨年之
夜，寝室传出来一阵阵歌声和
欢笑声。

当天晚上，远在山东聊城
的父母给王思佳发来微信，让
她在西安照顾好自己，鼓励她
在新的一年里要好好努力。自
从西安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以
来，父母就非常担心，为此，王
思佳的父亲前几天还专门给她
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一个寒冬
不会过去”，鼓励她坚强面对疫
情。

看完父亲的来信，王思佳
忍不住落了泪，还和同学们一
起写了请战书，想为抗疫出份
力。

过完元旦，王思佳和室友
们又要进入紧张的学习中了。
从下周起，学校利用这段封校
的时间，准备开网课，学习新学
期的课程。她希望西安这轮疫
情早日过去，“能回家过个春
节”。

市民李溪：
邻里“以物易物”相助

在居家隔离的第13天，西
安未央区市民李溪的作息时间
都变了。元旦这天中午11点，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系
上她的时候，她刚刚起床，跨年
夜她到了凌晨2点多才睡觉。没
有特殊的仪式，只有业主在群
里分享了一下饭菜，“居家已经
13天了，大家都已经感觉很平
常了”。

每天上午起来，李溪都会
留意一下当天的疫情通报，持
续几天，西安每天都有上百例
新增确诊病例，这让她非常担
心，“毕竟这个数字居高不下，
还没看到拐点。现在封控起来
会减少传播，但就怕有漏掉
的”。为此西安进行了多轮核酸
检测，李溪数了数，她前后已经
检测了11次，包括2021年的最
后一天，她也进行了一次核酸
检测。

另外让李溪特别关注的就
是买菜的问题了。“之前还能两
天出去采购一次，现在没法出
去，只能通过社区或者微信群
的供应商来预订，想吃点什么
菜不一定能买上。”

很多西安的网友在元旦凌
晨发出了2022年的第一条微博，
有人感慨：预设过几种跨年方
式，却没有想到在这辞旧迎新的
伊始，是拿着手机在某生鲜平台
上抢菜。窗外，时而有救护车鸣
着喇叭飞驰而过，时而传来对面
楼里人大喊的新年祝福。

“条件有限，邻居之间就
相互帮助，让我体验了一把

‘以物易物’。其实邻居都是真
心想把富余的蔬菜送过来的，
我有富余的也想拿给他们一
起分享。”李溪说，一些邻居家
养着宠物，他们暂时买不到猫
粮狗粮，谁家有多的，就会匀
一匀，这让她感觉到一种邻里
团结的温馨。

在居家隔离期间，美食成
了一种慰藉。“平时上班很少在
家做饭，现在没其他事，就研究
怎么做菜，很多菜都是我第一
次做。”前两天，邻居给她送来
了面粉，李溪正计划着做手工
面条。“父母听说我每天自己下
厨，他们还想等我回去尝尝我
的厨艺呢。”

新的一年开始了，李溪希
望疫情早日过去，她有了一个
最朴素的愿望：每天能上上班，
吃到想吃的菜，下下馆子。

导游李琳：
转型做微商是个机缘

接到街道下达封控通知的
当天，李琳同时也接到了公司
下发的停业通知——— 这也就意
味着，接下来的时间里，公司不
再发放基本工资，李琳失去了
最后的“保障”。

结果并不算是出乎意料。
实际上，公司能撑这么久，已经
出乎了李琳和同事们的预料。
作为一名西安本地的导游，即
便是在封城通知下发之前，李
琳已经赋闲超过四个月了。

作为一个“网红城市”，西
安旅游业极为发达。李琳记得，
最火的时候自己超过两个月一
天都没休息——— 大巴车流水一
样发送，天南海北的游客云集
于此。除了秦陵兵马俑、西安钟
楼等传统景点，还有近年来兴
起的大唐不夜城、永兴坊等商
业街区，每一处都是人头攒动。

“去年元旦的时候，大唐不
夜城根本走不动人。”李琳说，

“街道上全是灯，全是人。好多游
客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就是为了
看网上特别火的不倒翁小姐姐。
当时我带着游客过去，围得里三
层外三层，根本看不见演员。”

正是因为本土旅游业的火
爆，虽然旅游业全行业受疫情
冲击严重，但作为本土旅游公
司，李琳和同事的工作基本没
有受到太大影响，甚至因为好
多游客不能出国，将目标转向
国内，李琳感觉夏天疫情缓和
的时候，西安游客比往年更多。

谈到现在的状态，李琳连
用了三个“太难了。”她说，自己
目前的收入主要是靠卖土特
产。之前带团的时候认识了很
多游客，也加了微信，就转行做
了微商，售卖陕西土特产，最近
卖得比较火的就是陕西富平的
柿饼，一百元钱3包，利润薄，但
是卖得还可以。

在这个元旦假期，李琳说自
己在家只干了一件事：抱着手机。
一方面是拿着手机抢菜；另一方
面就是发广告、建群推销产品。

“说不焦虑是假的，但是最
焦虑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还是想办法转型吧。”李琳说，
新的一年开始了，她把转型这
件事当成一个机缘，促使自己
找到新的出路，“其实这些年我
一直想着转型，因为带团确实
很累。但是以前没有下定决心
去转，这次算是被逼着转型，也
许不是件坏事。”

李琳说，新的一年，总有新
的奔头，“最大的愿望，就是疫
情赶快过去，国泰民安。”

居家的张梦：
心爱的人相伴厨艺大长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居家隔
离的，张梦有些记不清楚了。他
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家里完成的，
疫情的到来，对他生活最大的影
响就是：“不能陪女朋友出去逛
街了，就在家多给她做点好吃的
吧。”他说，最近厨艺明显见长。

“今天中午的干锅鸡翅就做得很
成功，我和女朋友都吃撑了。”

隔离的日子很单调，张梦
基本上每天上午8点来钟起床，
吃过早饭就会穿好外套，等待
下楼做核酸检测。之后去小区
的超市买点菜，接着回家打会
儿游戏或者工作，做个午饭，吃
完饭就工作或者再打游戏，紧
接着就是晚饭。“我住在未央
区，家离着渭河很近，平时经常
会去运动。但现在出不去了，这
两天有点积食，口腔也溃疡
了。”张梦说。

每天重复着相同的生活，
让张梦有些忘了日子，直到小
区群里有业主提议：为了迎接
新年，请于2021年12月31日晚8
点整，戴上口罩，在自家阳台举
办“疫路有你”跨年演唱会。“虽
然疫情让人很压抑，但过年的
气氛还是要有的。”张梦说，有
很多业主响应了，但物业则劝
阻大家不要这样做，“毕竟飞沫
传播也挺危险的。”

演唱会没有办成，但疫情到
来之后小区发生的种种，也让张
梦觉得挺暖心的。他说，2021年
12月25日那天，西安下起了大
雪，看着满天的飞雪，他感觉到
久违的放松。下午雪停了，张梦
接到通知下楼去做核酸检测，他
看到一个小小的雪人在路边站
着岗。“当时积雪也不多，应该是
哪个小朋友堆的，很可爱。”这让
他想到了动画片《雪孩子》，也让
他想到了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
员和志愿者。“他们为了帮助别
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张
梦并没有做太多的准备，心爱
的人在身旁，远方的亲人每天
一个电话关心着自己，同在疫
情中的朋友们互相鼓励，他很
满足。“新的一年，我希望疫情
快点过去吧，如果疫情不过去
的话，很多愿望也只能是奢望
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
溪、李琳、张梦均为化名）

跨年夜，相信很
多在西安的人都许下
了新年的第一个愿
望：希望这轮疫情早
点过去。的确，如果没
有这轮疫情，大学生
王思佳可能会和朋友
去倒数新年的钟声，
市民李溪会和亲友们
在馆子里庆祝，旅游
从业者李琳会忙碌地
带着旅游团夜游西安
古城。然而，这一切都
因为疫情而暂停。他
们的生活、工作、学习
因为疫情受到很大影
响，但每个人都在努
力试图让生活变得好
起来，以自己的方式
度过这个元旦。

深夜，西安当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为居民送菜。 西安网友展示"领菜票”。 图片来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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