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的
人行道上，立着十多个小商亭，
多数已闲置不用，外观破损，表
面积了一层灰。据了解，这些商
亭以前曾经是早餐亭、报刊亭，
后期有的改成了杂货店，有的卖
起了烤鸭。而一些位置偏、客流
少的亭子就长期处于关停状
态。这些亭子占据在人行道上，
影响行人通行，附近居民都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将其清走。

闲置路边亭
占据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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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破圈相融

□文/本报记者 李国玉 李天池 摄/本报记者 苏强

最近一段时间，省内多个地方开启了居家生活的模式，从
早到晚在一起的父母、子女，从最初的甜蜜期开始演变成唠叨
和躲唠叨的模式，甚至一家几代人各自捧着手机、除了吃饭几
乎没交流的场景也时有发生。也有很多家庭在居家这段时
间，通过各种方式逐渐“破圈”：有的全家一起研究网上美食，
学习热门舞蹈；有的发现父母身上的才艺，当起直播助手；还
有的一起玩各种网红游戏……通过不同的娱乐方式，代沟被
填平，一家人的心又融合在一起。

每晚19时，哈尔滨市民吕先生
家中三代六口人都会在客厅开始
玩“套盆”游戏。地上放满零食、玩
具、水果等，六口人会按长幼顺序
依次排好队，队伍最前面的人手里
拿着塑料盆，一起喊“开始”后，盆
被抛了出去，无论套到与否，家人
们都会发出欢乐的笑声，孩子们更

是格外开心。
吕先生告诉记者：“最初玩游

戏时，只是想让不能出门玩的孩
子开心，后来我们大人也觉得很
有意思，便都参与进来。我们最
近在商量，这个游戏玩腻后，在研
究点别的游戏，还是全家齐上
阵！”

三代六口人 客厅玩“套盆”嗨翻天

白萝卜切薄片腌制、拌肉馅、
将肉馅夹入萝卜片中……哈尔滨
市民韩女士和婆婆在厨房里，按照

“抖音”短视频的步骤做起了新
菜。婆媳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期间更是闲话家常有说有笑。

韩女士说：“婆婆会用抖音后，
就经常研究短视频的菜谱，边看边
学，餐桌上不时会有一道‘新菜’，
做的还很好吃；我平时工作忙，也
帮不上忙，最近居家了，我趁机加
入，跟婆婆一起做饭挺有意思的。”

哈市市民刘女士和母亲、还有

自己的女儿，最近一直忙着学习火
爆“抖音”的“拖拉机舞”。“右手向
上指、右手向下落、双手向上并拢、
开手跳”……刘女士边跳边指导母
亲和女儿，三口人在一起有说有笑
的。刘女士的母亲打趣地说：“平
常都是和老姐妹们一起去跳广场
舞，我还是第一次和女儿、外孙女
一起学舞。我脚步虽然慢点，但这
次算是跟了一把潮流。”

刘女士说：“等练熟了，我们就
一起录一段视频传到‘抖音’上，参
与‘拖拉机舞挑战’的比赛。”

“抖音”“快手”一起学 美食、舞蹈赶潮流

家住道外区的婷婷是一个综艺迷，
下班回家吃饭后，就躺在房间里看热播
的综艺节目，天天嘴里说着各种流行词
汇“duck不必？”“耗子尾汁？”要不然就来
一段凡尔赛体，让家人无法回答。父母
每天的催促和唠叨，让婷婷更喜欢自己
独处在房间。前一段时间，她在综艺节
目里看到一位 50多岁的艺人，吃饭时顺
便询问了一下父母，没想到父母说了很
多她不知道的事。她把综艺节目投屏到
电视上，带着父母一起看，因为有了自己
熟悉的明星，婷婷和父母之间的交流也
多了起来。

最近几天晚饭后，婷婷的父母也不
再看电视剧，婷婷也不躲在屋里，全家人
一起看热播的综艺节目，婷婷给家人介
绍年轻演员，父母讲自己年轻时的偶像
有多厉害，一家人又回到了围在电视前
的状态，婷婷给家人解释各种流行词语
的由来，她与父母之间的话题也多了起
来。

张浩一家是因为游戏让三代人又聚
到一起的。张浩平时喜欢玩王者荣耀和
绝地求生，他儿子也天天偷着模仿，让张
浩的爱人和父母很恼火。不过，最近一
次张浩给孩子买了拼组游戏后，全家人
给孩子当助手，慢慢大家来了兴趣，全家
人都成了孩子的队友。

张浩由此受到启发，找到一些复古
的游戏，比如魂斗罗、超级玛丽，投屏到
电视上，全家开始比赛，就这样，一家人
不仅有了共同的话题，也因此减少了许
多家庭矛盾。

小手机投屏大电视
家人一起看综艺 打游戏

杨轩浩今年读高一，这几天居家的时候，他发现平时
爱练字的爷爷有成为“网红”的潜质，比短视频平台上很
多人都写的棒，所以想把爷爷变成大家喜欢的高手，得知
杨轩浩的想法后，全家人特别支持，父母帮着注册账号，
购买直播用的器材。杨轩浩研究直播的角度和内容。四
天后直播就顺利开了起来，最开始没有粉丝，全家人就在
各种群里推荐直播链接，让亲友转发。全家人又开始当
直播助手，帮助回复留言、互动，让平淡的居家生活热闹
起来。现在直播一周多，已经有200多个粉丝了。

类似杨轩浩这样全家人展示长辈才艺的还有很多，
比如书法、绘画、钢琴、围棋等等，都可在网络上直播，不
仅让父母有了粉丝，还能带来一些收入。

意外发现长辈才艺
全家当起直播助手

五常市市民高淼利用自家高
层联层的优势，在楼顶用雪堆了雪
人、建起了冰滑梯，从查看地形、到
考察安全性、再到三代人一起动手
堆雪，最终在顶楼建起了迷你“冰
雪大世界”。自从这里建好后，他
们会轮流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玩。

高淼说：“因为疫情，不能去冰

雪大世界，孩子们也很少去小区院
里玩，为了增加孩子们户外活动的
频率，我们和老人们一起利用顶
楼的积雪，堆雪人，建滑梯，大
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感觉特别
好。孩子和老人们的户外活动
次数增加了，身体也能得到适
当的锻炼。”

堆雪人建滑梯 楼顶“冰雪世界”其乐融融

躲进自己屋，各看各手机，天天没交流？
看看人家咋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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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7日 10时许，学府路中央
红超市门前车行道边，有三十多辆
出租车在排队等客。记者乘上一
辆排在前面出租车，据司机师傅介
绍，现在道上基本没有打车的市
民，大家只好在医院、商超门前排
队候客。“即便是这些场所，打车的
人也比平时少很多。”这位师傅说，
这两天也有要打车的乘客，推门看
到驾驶员位置没有设置隔离区，关
门便走了。

记者在果戈里大街上，看到医
院和商圈外侧，都有大量出租车在
排队候客。一位已经拐进邮政街
排队的出租车司机说，这里有很多
人在打车平台上也有注册，但现在
受疫情影响，出行的人越来越少，
大家都没活儿干。这位司机算了
一笔账：平时每天早五晚四，跑 10
个小时的活儿，日均收400元左右；
现在一样的时间，溜一样的距离，
日均收200元左右。“客流减少一半
以上，算上空跑的油钱，肯定超过
七成了。”

溜不到客 揽不到活儿

出租车选择排队候客

□文/
本报记者

张同
摄/本报记者
张同 苏强

“行人少了，
都居家了。”1月
26 日 8 时许，哈
市出租车司机刘
师傅告诉记者。
刘师傅当日 6时
许出家门，拉上
记者前的两小
时，他只拉到 3
位客人，收到不
足 30元的车费。

“大家都在防控
疫情，能不出门
就不出门了。”他
说。

记者走访了
解到，连日来，由
于出行乘坐人数
骤减，哈市超过
1.5 万辆出租车
和接近6000辆公
交车，都在调整
各自的营运模
式。与往日相
比，各条主街和
辅街略显空荡，
早晚高峰也不再
有堵车问题。

104路途经学府路和东西大直
街，平时也是一条繁忙线路。1月
26日11时许，记者在黑龙江大学站
乘上这条线路的公交车，看到一直
到秋林商圈附近，车上竟然都有座
位。“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现在车
上平均有三十人，只有正常流量的
不到一半吧。多数都是中老年乘
客，都能按疫情防控要求扫码，也
都戴着口罩。”司机这样介绍。

记者走访了哈市公交公司的
多条国营公交线路，看到客流都不
足平时的一半。据业内人士分析，
哈市公交公司共有 6个分公司，平
时每个公司的日收票款都在 30万
左右，近期合计也就 50万上下，也
就是说票款收入少了七成以上。

“这也代表着乘坐公交出行的人数
减少了七成，换算成人次，也就是
说每天有 150万以上人次，不再乘
坐公交车。”

1 月 27 日 15 时 20 分许，一辆
102路公交车从香坊区经南岗区驶
入道里区。哈市公共交通和出租
汽车事业发展中心的牟志伟主任
说：“我看到了，车上只有1名乘客，
这与平时人挤人的繁忙情况相比，
有着天壤之别。”据他介绍，加上民
营线路，哈市目前有 200多条公交
线路，条条都处于亏损运营状态。

“车辆该出还得出，即便只有1名乘
客，我们也要做到及时消杀、督促
扫码，保证安全的运行环境。以前
车间距七分钟左右，现在平均要十
几分钟，也请乘客谅解。”他说。

繁忙线路只有1名乘客

票款核算人流减少七成

1月 27日 11时许，记者在
博物馆站乘坐了地铁一号线，
平时这个时间虽然不是高峰时
段，但车厢内也是人挤人的状
态，而现在的情况却是三分之
一以上的座位都空着。乘客大
多是年轻人，而且都戴着口罩
和手套乘坐，一个与平时最大
的区别，是没有人拿出手机，做
出划屏浏览的动作。一位安保
人员说，以前在车上走一圈儿
得挤，现在空荡荡的。

家住松北区的郭先生说，
平时他都是开车到江南城区，
这些天不开车了，都是乘坐公
交车，然后转乘地铁。“如果不
是照顾父母，我也不出家门。
这个时期出行，我首选公交，空
间大，人与人距离能拉开；其次
选择地铁，环境好，速度快；实
在没办法才叫滴滴，主要担心
它们空间小、客流复杂。”

牟志伟表示，现在出行的
人减少，意味着疫情流动传播
的风险也减弱，这是全民认可
的好事，出行服务行业必须严
守底线，保证服务环境的安
全。“如果必须出行，做好防护
工作至关重要，希望出行市民
继续保持冷静，按照扫码要求
乘车，这是对驾乘双方都负责
任的选择。”

地铁空座占到三分之一

乘客人人戴口罩
和手套

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上，，乘客寥寥无几乘客寥寥无几。。

秋林商圈等客的出租车秋林商圈等客的出租车。。 地铁里空位很多地铁里空位很多。。

堆雪人堆雪人，，全全
家齐上阵家齐上阵。。

陪孩子玩游戏陪孩子玩游戏，，
增进彼此了解增进彼此了解。。

雪 后 玩 爬
犁，北方最常见
的亲子游戏。

帮 你问

□文/摄 本报记者 杨桂华

针对 1 月 29 日本版“关注舒适供
暖”栏目刊发《居民 供热不满意 能否
更换供热方？》一文中哈市南岗区广场
社区居民的供热诉求，1月31日上午，金
山堡供热公司第八运营部负责人与生
产技术人员、信访服务人员深入广场社
区部分居民家中进行测温调查。详细
了解居民室内温度，采集室温数据，询
问用户家平日供热情况，征求用户对供
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查看室内供热系
统运行情况，同时对换热站内的设备设
施及所属供热系统进行了全面排查，保
证供热设备设施及系统平稳运行。

在居民李女士家测温调查时，李女
士说，虽然感觉当天的室温有所提高，
但在室内待久了还得穿上棉服。调查
人员表示，会继续提高供热温度，做好
服务。在走访及部分电话回访的 13户
居民中，大家对供热公司此次走访服务
都比较认可，同时希望能够彻底改善供
热条件。

在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个别供
热设施产生的气阻现象及时进行排气
处理，实时观察各项供热参数，做到上
下联动、抓好落实，有效解决用户反映
的供热诉求。

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接下来的供热
工作中，会持续加大对供热管网和换热
站设备检修维护，尽全力保障供热运行
的安全、稳定。

金山堡供热公司
解决用户诉求

□本报记者 郭铭华

新的一年开启，连日来，本报接到读
者来电及网上留言，咨询今年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时间，是否受疫情影
响有所变动等相关问题。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人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202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随之本年
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时间表出
炉，56类考试项目从3月陆续开考，具体
考试日期和详细内容可登陆人社部官方
网站查看。

同时，我省人社部门在此特别提醒
准备报考职业资格考试的专业技术人
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日期由主管部门另行通知。

2、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
试日期由各地自行确定。

3、因疫情防控等原因部分考区、考
点不能正常组织考试的，按程序报批后
及时向社会公告调整考试日期。

4、本年度暂停考试，合格成绩实行
滚动管理的，报考人员已经取得的合格
成绩有效期相应延长一年。

5、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统一大
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专
业技术人员请通过正规渠道报名，切勿
轻信虚假宣传。

6、实行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对虚假承诺行为和违纪违规行为加
大惩处力度。

7、国家未指定任何培训机构开展职
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对不法培训机构
打着“保过”幌子，招摇撞骗或组织实施
作弊的，依法追究责任。

本年度
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
3月陆续开始

回 音壁

考试日期
扫码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