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秋节的团圆宴比往年轻松
多了，儿子从网上订了大厨上门做饭。”9
月9日，家住市北区的杨女士笑言。中秋
节前夕，网上出现了一种新服务——网
购厨师上门做菜，买家还可以私人定制
菜单。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记者从微信上看到，在“51 厨师”小
程序的页面上，“团圆家宴”4个字非常醒
目，顾客既可以选择“精选套餐”，也有

“私人定制”。
套餐基本是适合中秋宴大圆桌的中

式席面，如果看中某一款套餐，点击进入
后可以查看主厨资质信息、可服务时间
以及具体的菜品等。预约时，需要填写
服务日期、用餐时间、用餐地点以及用餐
人数。注意事项显示，需提前48小时联
系厨师。如果不想从既有套餐中直接选
择，还可以进行“私人定制”，首先提交联
系电话、用餐日期、人数、地址等基本用

餐需求后，平台联系顾客沟通厨师及菜
品，顾客支付生成的待支付定制单，厨师
就会上门服务了。

记者从平台客服处了解到，中秋节
当晚所有厨师都已接受了预订。“作为平
台方，我们会对每名厨师进行严格把
控。厨师入驻平台需经过面试、试菜、身
份登记、交纳高额押金等流程，平台也会
对厨师身份信息进行统一备案。”平台客
服告诉记者。

对于疫情期间厨师上门如何保障安
全，相关平台客服表示已制定专门的疫
情防控注意事项，厨师上门时须主动向
顾客出示健康码绿码等。

已做了5年上门厨师的任全介绍，由
于过节，很多客户对菜品的质量要求也
提高了，菜单上一些能烘托节日气氛的
菜肴变得多了起来，这就需要厨师们的
厨艺更加专业。

厨师上门服务，相当于从“幕后”走
到了“台前”，直接面对客人。“以前很难
听到客人的直接反馈，现在要在客人家
里做菜，而且很多时候是当着客人的面
做，从你做菜的一招一式到做好后的口
味，都会获得客人的直接反馈。”任全说，

“如果做的菜得到了客人的夸奖，心里别
提多高兴了。”

记者了解到，提供上门服务的厨师
基本上来自各个酒楼，都有健康证、厨师
证、相关的工作证明，而且对菜品也是各
有擅长。

青岛相关单位餐饮主管任成龙表示，
传统行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餐饮业
也会因互联网而转变，铺天盖地的团购和
网上预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线下邀请
厨师上门服务由来已久，随着服务方式的
转变，转战网上预约也是一个趋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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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是归途 最忆是家乡
早报记者连线在他乡生活和工作的青岛人 听他们讲述游子心目中的“最美中秋节”

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
节，远在世界各地或坚守在他
乡工作岗位上的青岛人，倍加
思念遥远而温暖的故乡。近
日，记者与几位青岛游子连
线，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思乡情
和对家乡人民的祝福。

01
让中华传统文化
永远扎根心中

“中秋节能吃到妈妈做的大餐，希
望周末爸妈有时间带我去看一看唐人
街的舞龙舞狮中秋活动！”接到记者采
访时，电话那端的小宇刚刚放学回
家。小宇在 2019 年底跟随父母来到
温哥华，今年正在读小学三年级。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孩子都是
语言不通，有些想家。2020年初小宇
入学后，在校园结识了很多同学老师，
语言进步也很快，现在已经非常适应
了。”小宇的妈妈李女士告诉记者，现
在小宇的英文讲得比自己地道，还经
常会纠正自己的发音。

尽管小宇有了许多热情的新朋
友，但他还依旧记得青岛的小朋友，也
常常会跟爸妈聊起青岛的大海和沙
滩。“虽然温哥华的华人比较多，超市
里也有许多国内小吃，如麻辣烫、黄焖
鸡、奶茶甚至月饼等，但具有咱们青岛
地域特色的比较少，比如我们全家人
都喜欢吃的青岛蛤蜊这里就没有，螃
蟹也不一样，月饼更是家乡的好吃。
我们时常想念青岛。”李女士说道，尤
其是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他们自到
达加拿大后，几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回
来，非常遗憾。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小宇放学后经常在家背诵古诗，
为的是不管在哪，都要让中华传统文
化永远扎根心中。他告诉记者，中秋
节自己会在视频聊天中向在青岛的爷
爷奶奶问好，表达思念，还要告诉爷爷
奶奶替自己多吃几块月饼，“期盼着疫
情早日结束，我能回到青岛的家跟爷
爷奶奶相聚！”小宇说，期盼家乡青岛
越来越美，等自己回来时，要去更多好
玩的地方打卡。

人物：小宇
身份：3年级小学生
地点：加拿大温哥华 02

最自豪的是
“我是中国人”
“身处异国他乡，比思乡更浓烈的

是‘我是中国人’的自豪感！”从高中时
就来到日本读书的青岛小伙刘震，已
在日本待了10年。27岁的他目前在
当地一家医疗公司工作，今年把妻子
也从青岛接到日本横滨一同生活。

刘震告诉记者，疫情之前，每年他
都会抽时间回青岛好几次，对家人的
想念和青少年时代在故乡青岛的美好
回忆，始终伴随着他一路成长。“即便
来日本这么久，我仍吃不惯当地的饮
食，总是怀念那一口家乡味。”刘震说，
尤其记得中秋节时，父亲将一桌子琳
琅满目的青岛海鲜摆上桌，再沏上一
壶茶，全家人围桌欢聚，享受最具中国
文化内涵的中秋团圆宴。

今年，刘震虽然仍是在海外过节，
但第一次有了妻子的陪伴。他表示，
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95后的他们在
未来规划时比较看重事业的发展，能
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挑战工作环境
的变化、城市生活的不同。“越是在国
外，越能体会到中国人凝心聚力的精
气神和团结友爱。我们在这边的许多
华人同学和朋友，大家都非常团结，互
帮互助。”

今年中秋，除了与当地的山东老
乡们聚会，刘震和妻子还会第一时间
拨通双方父母的电话，“最大的牵挂就
是希望双方老人身体健康，因为工作
需要，我们无法在中秋佳节回家团聚，
但一定会把满满的祝愿通过网络传递
给他们。”刘震和妻子希望在青岛的家
人们放心，即使身在海外，他们也会看
中秋晚会，一起感受中国传统佳节的
美好，同时祝愿家乡青岛发展得越来
越好。

人物：刘震
身份：某医疗公司职员
地点：日本横滨 03

乡愁是一张到
青岛的回程机票

今年 21 岁的毕心仪目前在加拿大温
哥华留学，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
关系专业。初中毕业后，她便只身一人踏
上异国的土地，开启了留学生活。在毕心
仪看来，中秋节和春节是中国最具团圆意
义的两个传统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
是我从小诵读的诗句，但在2017年来到温
哥华后，才切身地体验到了诗句中的酸
楚。对我来说，乡愁是一张温哥华—青岛
的回程机票，但我更明白这份乡愁还承载
着父母的期许和自己的名校梦。”

毕心仪说，在温哥华这几年，每年中
秋节自己都会和身边的朋友、同学一起
度过。“在这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过去
这几年，我们彼此支撑着度过生活坎坷
和学习难关。”毕心仪告诉记者，温哥华
是一个融合包容的城市，所以不难找到
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店铺和商品，每逢
中秋时节，大家会一起买上几盒月饼，
晚上开车到海边赏月。“我们常说，海的
对面就是家，漂洋过海为学业，满载而
归为家人。虽然没有办法像国内的同
学一样在中秋佳节和家人团聚，但跟自
己的朋友们一起过中秋，也有完全不一
样的感觉。”毕心仪说，在国外的同学和
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选择的“家
人”，大家也会把月饼等中国美食分享
给国外的同学和老师，希望将这份美好
的祝福传递下去。

中秋佳节之际，毕心仪也想借这个机
会向父母表达感谢：“感谢你们的努力托
举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让我能更加坚
定地做自己，让我看到了人的不同活法。
虽然这几年我们无法一起度过中秋佳节，
但此刻的分别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团聚。
不必担心，女儿会照顾好自己，变成更好
更优秀的人，这是我们的约定！”

人物：毕心仪
身份：留学生
地点：加拿大温哥华 04

中秋节当天
要去病房看望患者

“在胸外科领域，这里开展的工作比较
少，需要我们协助提升医务能力，填补空缺。”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胡波两次参加医疗援助
行动，之前是援助贵州，如今是在定西市医疗
援助一年。51岁的他冲锋在前，不断挑战自
己，为促进东西部协作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从8月上旬来到定西市，如今已有一个
月的时间。尽管当地的高海拔和极其干燥的
环境与家乡青岛截然不同，但在当地人民的
热情欢迎和帮助下，医疗团队还是很快适应
下来。

万事开头难，在进行医疗援助工作的同
时，还要注重疫情防控，很多患者无法跨县前
来医治。“如何提高医院的知名度，让病人来
到医院并接受先进的医疗理念是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胡波告诉记者，到当地后，他救助过
一名肋骨骨折的患者，对方年龄比较大，一开
始非常不愿意接受治疗方案，后来通过大家
耐心、详细的介绍，最终同意了治疗方案，后
续恢复良好。“好在来日方长，相信我们一定
会取得好的成效。”胡波对团队的工作充满信
心。

舍小家为大家，中秋节假期，医疗队依然
要在一线奋战，“明天早上我要去医院，有最
近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需要去看一下。肝胆
外科的陈主任现在还在做一场比较大的手
术，他明天肯定也不能休息。”这是提到中秋
节安排时胡波的第一反应。胡波计划向家中
的亲人和市立医院的同事遥寄中秋佳节的祝
福和思念。等后面有空闲，团队的4名成员
计划在当地周边的景点参观一下，好好感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

“希望青岛的父老乡亲度过一个愉快而
又幸福的中秋佳节，也希望我们团队能在这
次的定西医疗援助中做出成绩，不负使命！”
这是胡波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真诚祝福，也是
对自己及团队的热切期望。

人物：胡波
身份：市立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地点：甘肃省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 05

一名“医生妈妈”
的忙碌和“缺席”
“作为一名医生，节假日值班、工

作，不能跟家人团聚，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不管在哪里，把工作做好就是我的
职责。”昨日下午，高娴接到记者采访
时，刚做完一台手术。今年8月，40岁的
高娴和几名同事来到陇南，参与东西部
扶贫协作卫生健康对口帮扶工作。

这已经不是高娴第一次离家执行
援助任务，离开自己的两个孩子。对医
疗事业充满热情和干劲的她，若不是接
受记者的采访，已经忘了第二天就是中
秋节了。“没时间想念家乡，更没时间想
怎么过节，来到这里就要尽全力为当地
病人看好病，为推进和改善当地的医疗
技术水平做出努力和贡献。”高娴告诉
记者，自己平时下班后会尽可能地跟孩
子聊视频，问问他们的学习情况，而孩
子们早已经习惯了妈妈的忙碌和“缺
席”。

有了家人的支持，高娴全身心地投
入当地的帮扶工作中，一个月以来已经
为当地多名中耳胆脂瘤患者实施了手
术，收获了越来越多病人的满意和认
可。中秋佳节，高娴最大的心愿是在

“第二故乡”陇南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
为当地老百姓提供扎实的医疗服务和
健康保障，更要发挥好“传帮带”作用，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和医学技术专长，协
助当地医院加强科室团队建设、人才培
养、开展新技术，促进现有团队诊疗水
平不断提升，同时不断向高端诊疗项目
延伸。“一定不辜负市立医院对我的锻
炼，好好增长才干，也感谢家人的支持，
真诚地祝愿青岛的亲人们中秋快乐，一
切都好！”高娴表示。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刘文超 实习生 韩晓倩 受访人供图

人物：高娴
身份：市立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
地点：甘肃省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门厨师”走俏中秋家宴

9月9日14时，321路驾驶员刘婧驾
驶车辆返场。车辆刚刚停稳，刘婧的爱
人、对班驾驶员富新昌立即登车，与她一
起装扮中秋主题车厢。这是他们一天中
为数不多的相聚时刻。

2020年12月，刘婧和富新昌因工作
需要被调至城运控股公交集团市南巴士
321路线参与运行，夫妻俩同开一辆车，
互为彼此的对班，一时成为分公司的佳
话美谈。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将生活中
的默契带到了工作中，让车厢服务持续
升温。“平时，我们会交流一些服务小事，
她比较细致，会直接指出我的不足，让我
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用更加温暖平实
的语言和热情积极的态度服务乘客。”富
新昌介绍，他们不仅互相交流提升，也会
为对方及时补位。“有时候，她说给乘客

送了爱心口罩救急，下午上班时，我就会
检查一下应急口罩数量是否足够，会主
动添上几个。时间长了，这些细节都在
彼此的心里。”富新昌说。

默契保障的背后，是两人同心握紧
一轮方向盘的坚守。据了解，因互为对
班，刘婧和富新昌几乎无法同时调休，交
接班的时间成了两人为数不多的相处时
光。“我们一天中见面的时间非常少，在
家的大多数时候，对方都在睡觉。”刘婧
介绍，她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下午2点
左右结束运行返场；丈夫富新昌接班后，
返场时间在晚上10点左右，最晚时接近
11点，深夜回家时，她和孩子早已熟睡。

到了节假日，两人更是鲜少团聚。“节
假日正是需要运力保障的时候，为了更好
地服务乘客，我们不会主动调休。”刘婧

说，为照顾家人的感受，去年中秋，两人只
能轮流带着孩子到其中一方老人家过节。

“上午我上班，他就去丈人家过节，
下午他上班，我再带着孩子去婆婆家。”
刘婧说，两人会在交接班时互赠月饼，用
最简单的方式度过传统佳节。“对我们来
说，握紧同一轮方向盘保障乘客出行是
别样的中秋回忆，希望我们的十米车厢
小团圆，能够成全千家万户的佳节团
圆。”刘婧说，今年中秋，他们仍选择人不
离岗、保障出行。履职尽责之余，两人还
携手打造主题公交，让每一位乘客都能
感受到中秋佳节的浓厚氛围。“乘客的一
张张笑脸和一声声鼓励，就是对我俩最
好的肯定，也是我们最珍贵的中秋记
忆。”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通讯员 韩尧钰

公交“夫妻档”车厢小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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