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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姨，您要的蔬菜已经放到家

门口了，有什么需要再打电话，我们随

叫随到。”5 月 13 日上午，在湛河区南

环路街道建兴社区，志愿者魏华把装

着黄瓜、香菇等蔬菜的袋子放在 73岁

居民王淑芳的家门口，并对她再三叮

嘱。

疫情发生以来，湛河区按要求分

类对各村（社区）实施防疫管控措施。

为充分保障老年人、行动不便者、部分

封控楼栋居民等特殊群体的生活需

求，该区商务局牵头，以 10 个乡（街

道）为单位组建生活物资保供队伍，并

开通 10条“保供热线”，24小时倾听居

民诉求。居民有生活需求，可以直接

拨打电话，将会有志愿者在半个小时

之内把必需的生活、应急物资送到家

门口。

该区商务局从备足物资入手，以

德信泉储备中心、正安农产品生产基

地、商超、便利店为保供储备点，根据

辖区居民生活物资日消费总量，提前

储备10天以上生活物资并及时补充。

为保障物资安全，该区指导各大商

超直接与市内外指定区域内的田园综

合体、农业合作社、种植养殖大户对接，

由商超直接到田间地头采购，并由当地

食品检测部门现场检测，出具报告。

为做到放心配送，该区以各大商

超、便利店工作人员为主，广大志愿者

做好配合，提前备好送货车辆。各社区工

作人员接到保供热线后，立即通知各保供

储备点，由保供储备点紧急备货装车，运

送到社区卡点，由志愿者将物资送给“片

长”（各村实施“十户联保”政策，每 10 户

选定一个片长），再由“片长”送到居民家

门口。

对特殊群体中的低保群体、特困等人

员，该区采取民政帮扶的方式，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低价销售或政府代购等形式，

将保供物资送货上门。

截至目前，该区通过“保供热线”共为

辖区居民提供上门送货 3000 余起，做到

了接通即落实，送货到家门。

（本报记者 孙聪利 通讯员 张旭长）

居民有需求 电话可解决

开往社区的爱心“直供车”

平报“购时惠”抵达保供“最后一百米”

物业好“管家”乐当“采购员”
“在小区封控期间，我们还能吃到

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是你们辛勤的付

出，才让我们宅在家里衣食无忧……

感谢各位领导，还有坚守在抗疫一线

的工作人员！”5 月 13 日晚，管控小区

示范区常绿大阅城居民杨家杰写下

的这段文字，被小区内多个业主群转

发。

常绿大阅城小区自 5 月 6 日被管

控至今，不仅未出现新增病例，而且居

民们物资供应充足。“小区的物资保障

能受到居民认可，离不开 6 位物业‘管

家’的辛劳与付出。”驻守在小区内负责

防疫工作的龙翔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

琪说。

对外，“管家”们要联系供货商，还

要渠道正规、质量上乘、价格合适，保证

货品供应充足，让居民“家中有粮，心中

不慌”。

“刚开始，部分商家考虑到我们是

管控区，不愿意供货。为此，我们磨破

了嘴皮子，提供了细致严密的防疫计划

和消杀措施，才争取到了更多的供货渠

道。”物业经理邢运着说。

对内，“管家”们要确保每一位居民

都能及时、足量收到物资。一般情况

下，大多居民在网上下单后，自行到南

门排队领取货品。对于 8 户不会使用

智能机订菜的老人，“管家”们要帮忙订

菜或送菜上门。对于排查出的两户生

活不能自理的居民，物业“管家”提供送

饭上门服务。

“小区有 30栋楼，常住人口近 5000

人，人多面积大，物资保障工作繁重。

为减少我们的工作量，小区内 20 多位

居民自发将自家的电动车、电三轮骑到

防疫志愿点，方便我们为居民提供上门

服务。”物业“管家”胡远介绍道。

封控楼栋是重点服务对象，由邢运

着和胡远专人负责。33号楼居民柴帅

鹤及爱人、两个儿子，已经被封控在家

逾一周时间。5月 13日下午，柴帅鹤收

到了自己在购物群里订购的一大袋物

资。里面有黄瓜、娃娃菜，有苹果、香

蕉、圣女果，有王守义十三香，还有一袋

大包装的旺仔小馒头，是柴帅鹤买给 1

岁小儿子的零食。

（本报记者 曹晓雨）

“果蔬直供车”开到小区里
“昨天我们楼栋微信群里居民都

说这瓜特别甜，我今天也来买一个，你

看又大又便宜。”5月 13日下午 3时许，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路街道西湖

印象小区“蔬菜直供车”一进院，业主

李业红就下楼排队等着买西瓜。

车上，芹菜、生菜、菠菜、香菇、千

禧果和西瓜、耙耙柑、香蕉、苹果等 10

多种蔬菜瓜果琳琅满目，果蔬被统一

称量分装成袋，价格标注在袋子上。

居民选购完后，车旁的物业工作人员

帮居民装进大袋子里，方便他们手提。

西湖印象小区有常住居民 600多

户 1000 多人。该小区协调的“蔬菜直

供车”直接开到了居民楼下，这让小区

居民赞不绝口。

“这是我们整个小区齐心协力争

取来的。”该小区临时党支部书记蔺泓

光正在现场不时提醒居民，做好个人

防护，按“两米线”距离排队买菜。

据他介绍，为了能让居民每天吃

上新鲜蔬菜，他们动员全小区想办

法。业主郭永及时联系上他在丰莱果

蔬交易中心做蔬菜生意的朋友，并借

了辆小货车为小区居民供菜。就这样

郭永成了小区“蔬菜直供车”的送货司

机。

该小区临时党支部积极协调，按

照我市疫情防控要求，申请车辆通行

证，联系为郭永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并

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小区防护措施。

郭永每天早上五六点出去买菜，

中午回来后把车停放在小区大门外，

由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

车辆进行全面消杀，之后将瓜果蔬菜

卸车，统一进行称量分装标价，确保每

份菜只多不少。

在当天下午 1点开始称量分装果

蔬时，来了十几位党员志愿者。就这

样分装工作还是持续了整整两个小

时。

为了确保买菜的队伍间隔有序，

党员志愿者吴京伟、王海超提前跑回

小区，拉起警戒线，将道路隔开，引导

居民一边排队选菜，一边扫码付钱。

蔺泓光表示，他们将继续创新服

务举措，保障好疫情期间居民的生活

需求。 （本报记者 张亚丹）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今天平报

‘购时惠’来不来小区了？得来啊！居

民反映，‘购时惠’的菜既新鲜又便宜，

打电话给我们，要我们请报社继续送。”

5 月 13 日下午 4 点，新华区中兴路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沙旭升说。

7.5 公斤菜 35 元，包含新鲜的西红

柿、黄瓜、花菜等菜品。这样的“蔬菜

包”，赢得了居民点赞。家住中兴路街

道文化宫社区粮食局家属院的张聚山

说：“良心价！疫情期间不太好找这样

送货上门的价位了，关键还很新鲜，这

些菜也耐放，能吃好几天。”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疫情防控期

间，居民“米袋子”“菜篮子”保供“最后一

百米”的问题疏忽不得。此轮疫情发生

以来，平顶山日报社作为党媒勇于担当，

除了编采人员用宣传助力外，还利用“购

时惠”平台为新华区开通“直通车”，为居

民提供价低质优的生活物资保障。

按照疫情防控政策办理相关通行

手续，为配送人员购买防护服，配齐消

毒产品，写有“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字

样的平报“购时惠”送货车上路了。5

月 11日下午，新华区中兴路街道文化宫

社区是第一站。

“为了方便统计大家的需求，我建

了个群，共 200 人，一会儿工夫就加满

了。不少人拿到蔬菜晒到了群里，这一

晒不要紧，好多人在群里@我，要报社

接着送。”平顶山日报社记者程颖是文

化宫社区粮食局家属院的居民，在此次

保供中，她和同在小区群的报社财务人

员杨娜起到了“穿针引线”作用，热心帮

助居民联络、对接。

应居民需求，5月 12日，平报“购时

惠”往文化宫社区的配送范围扩大到了

更多小区。

为让更多有需求的居民也享受到

这一实惠，平顶山微报视频号公布了平

报“购时惠”的联系方式。“居民可以自

建群，接龙，只要够 50 份，就可以拨打

我 们 的 联 系 方 式 13603901555 和

15836959990，我们送货到小区，提前会

通知采购者下楼取货。”平报“购时惠”

经理林岩五说。

5 月 12 日上午，新华区中心路小学

附近一个建筑工地负责人打电话向平报

“购时惠”求助。很快，“购时惠”配送人

员就把蔬菜、米、面等生活物资送上了

门，解了工地数十位工人的燃眉之急。

需要的居民越来越多，配送员非常

辛苦。再累，出发前他们也会一一码

好、认真消毒、穿好防护服。“不能为了保

供，疏忽了防疫，确保价低、新鲜是基础，

保障物资安全是关键。”林岩五说，截至

5月 13日，平报“购时惠”已配送平价蔬

菜近 5万公斤，为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居

民平价保供的同时，也解决了鲁山县养

殖户鸡蛋和叶县种植户蔬菜滞销问题。

“接下来还会增加真空包装的烧

鸡、空心面、鸡蛋等，全部平价，质优。”

林岩五补充道。

平报“购时惠”是平顶山日报社探

索“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创新实践，

是市委组织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指定

的“百万党员消费助农”活动中我市唯

一的网上购买平台。该平台把助农和

惠民相结合，在去年我市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三个一

百”评选中被评为先进服务团队。

“没时间，忙得很。”5月 11日下

午，在市区东安路一家超市卸货的

乔燚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鹰城

的宁静，也打乱了乔燚的正常工

作。

51 岁的乔燚在天宏选煤公司

上班。疫情发生后，按照我市疫情

防控要求，一部分员工吃住在单

位，一部分员工居家就地转为社区

志愿者。作为党员的乔燚转为卫

东区东环路街道五条路社区志愿

者，做临时货运司机，无偿为超市

送货。

“连着几天都是 4点多起床到

菜市场进货，要保证早上六七点送

到超市，让市民能够买到新鲜菜。

一天忙完基本都是晚上 11点多了，

睡觉时通常都零点了。”乔燚说。

11日下午 5点，乔燚卸完货，记

者跟随他来到批发市场体验进货。

“政府想得很周到，为民生保

供车辆专门办了通行证。批发市

场对持通行证的车辆开设有绿色

通道，查验完行程码，很快就放行

了，很方便！”乔燚说。

乔燚的车里放着通行证，车头

还张贴着写有“卫东区疫情管控生

活必需品保供专用车”的横幅，一

路上都很顺畅。这一趟，乔燚去了

丰莱果蔬交易中心、双鹰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装完货返回超市已经快

晚上 7点了。

和乔燚同样是货车司机的刘

冰洋跑的路程就要远多了。刘冰

洋是市区人，开大货车，常年奔跑

在山东与河南之间，拉货到丰莱果

蔬交易中心，一个来回一般是 4天

时间。

5 月 8 日，刚从山东拉回来一

车辣椒的刘冰洋，到高速口就被拦

下了。“出去的时候平顶山还好好

的，没想到回来就有疫情了，车辆

下高速要通行证。”刘冰洋说，他立

即给丰莱果蔬交易中心相关负责

人打电话求助，负责人给他的车辆

办理了通行证，并安排接车员把他

的货车开到了交易中心，而他则直

接去了中心设置的外地司机统一

集中管控休息处。

丰莱果蔬交易中心市场经理

谢军辉说，为筑牢疫情防控“防火

墙”，该中心组成接车员专班到高

速口接车，货车司机到达后统一集

中封控管理；货车经全面消杀后，

中心内部人员将货车提入、卸货，

“全程闭环管理，外地人员及外地

返平人员一律不进入交易中心，坚

决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丰莱果蔬交易中心每天进出

瓜果蔬菜 1000 吨左右。果蔬在这

里中转后，最终到达市民的餐桌。

而这背后，不知饱含着多少常年如

一日“奔跑”在路上的货车司机的

心血。

（本报记者 王代诺）

努力奔跑着 只为保餐桌

5月 13日上午 10点 30分，记

者采访靳国喜时，他还在小区里

忙碌，劝阻居民不要下楼聚集。

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万倩榕说：

“他就是这样热心，忙半天了，怎

么 劝 他 也 不 愿 回 家 休 息 一 会

儿。”

今年 57 岁的靳国喜是东工

人镇街道花园社区东湖花苑北小

区的业委会主任。本轮疫情突然

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到社区报名

参加志愿活动，每天帮助社区布

置核酸采样现场、维持现场秩序、

到卡点执勤等。

小区居民黑中明说：“老靳不

但热心，而且有爱心。他帮忙照

顾一个老太太快 3 年了，我们小

区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老太太名叫赵秀芳，已年近

90岁，不方便下楼。靳国喜每隔

一段时间就要自费买些油盐酱

醋、牙膏洗衣粉等给老人送去，每

次老人要给钱都被他拒绝了。疫

情防控期间，为了让老人吃上新

鲜蔬菜，靳国喜每隔一段时间就为

老人代购一些蔬菜，还把自家的牛

奶拿给老人喝。

5 月 12 日，靳国喜协助小区居

民做完核酸采样后，就回到家中给

老人包素饺子。“老人肠胃不好，怕

肉饺子不好消化。”靳国喜说。

5 月 10 日，靳国喜在疫情防控

卡点值班时发现超市为近 90 岁的

牛大娘配送了一兜菜，于是主动接

过配送员手中的菜给牛大娘送去。

快到牛大娘家门口时，他突然发现

有几个鸡蛋碎了，于是赶紧回到家

中，把自家的鸡蛋放了进去。看到

老人买的菜品比较单一，他又把家

里的青菜装了进去，一块儿送到老

人家中。

靳国喜长期无私细致的服务赢

得了小区居民的一致称赞。万倩榕

说：“靳国喜不计报酬不计得失，积

极参加社区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彰显了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 朱江淼）

热心靳国喜 情暖老人心

5月 9日，新华区矿工路街道

乐福小区出现新冠病例后，距离

乐福小区很近的天虹小区管控也

随之升级。

当晚，天虹小区业主群的邻

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家

说没油了，那家说没菜了，买菜成

了难题，一个个为吃饭发愁。有

个在德信泉上班的大姐（微信名

“木子”）说，她可以帮大家通过超

市买菜，但超市车少，运送是个问

题。业主刘海超当即表示，可以

用自家的小客货为邻居运菜。

刘海超是谁？他可是一名老公

益，既是平顶山永安应急救援队的

队员，也是平顶山卡车协会会长，曾

经参加过汶川大地震现场救灾援助

行动。

刘海超当即向社区党支部书

记、小区物业报备说明情况，以便自

家车能出入小区。随后，他和那位

大姐建了一个社区保供群，大姐负

责配单，他负责义务给邻居运送。

5 月 10 日一大早，他就开着自

家的小客货，赶到新华路德信泉超

市装运各家需要的米面油和蔬菜。

临近中午，他将菜运送到小区，又和

那位大姐一起让大家排好队，依

次把货物分发到他们手中。

忙完已是下午两点了，他泡

碗方便面就算是午饭了。

5 月 13 日，记者联

系 刘 海 超 采 访 时 得

知，这几天，他和救

援队队友们一起忙

着赶赴多个单位和

居民小区做义务消

杀。

（ 本 报 记 者

王 春 霞）

开着私家车 为邻运菜忙

图为身穿防护服的平报“购时惠”

配送人员把新鲜蔬菜送到小区居民手

中。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西湖印象小区的志愿者

在分装蔬菜。

本报记者 张亚丹 摄

编者按：
平报“购时惠”平台为新华区开通“直通

车”，及时把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送到千家

万户；为了保障居民餐桌供应，一群货车司机

不辞劳苦，奔跑在路上；一些志愿者、物业“管

家”等无私奉献，乐当“采购员”……家家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居民手中有了粮，才能安心

宅在家。饭菜飘香，从中人们品味出来自各

方的关爱和邻里守望相助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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