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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直击

八方支援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破烂王”张好生在郏县安
良镇政府捐款后，留下一张字条，上书：

“没有强大的国，就没有幸福的家。国
难当头，匹夫有责。武汉挺住，中国加
油！”昨天下午，郏县安良镇蜂刘村村民
张好生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除了向安
良镇政府捐款 1000元外，还向老家安
徽省界首市邴集乡捐了1000元。

今年 53 岁的张好生于 2003 年迁
居至安良镇蜂刘村，之前以收破烂为
生，如今在蜂刘村开了一家电动车修配
店，日子越过越好。张好生善良朴实，
发现破烂里夹带有钱或贵重物品时，会
主动送还。灾情来临时，省吃俭用的张
好生仍会毫不犹豫地捐款。汶川地震
时，他捐了1500元。2月1日，张好生来
到安良镇政府捐款1000元。

据悉，该镇人大代表、协会、企业、
爱心人士等也纷纷捐款捐物。“作为人
大代表，关键时刻义不容辞支持党委、
政府的工作，我捐5000元。”郏县人大
代表朱建功在微信上说。另外，平顶山
盛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杨新义捐款
5000元……

据安良镇镇长石臣伟介绍，截至昨
天 上 午 10 点 ，安 良 镇 共 收 到 捐 款
146099.99元、口罩近400个。

安良镇收到
14万余元捐款

●2 月 2 日下午，卫东区建设路街
道收到了卫东农商行捐赠的50箱方便
面、80箱饼干、500根火腿肠和500个鸡
蛋。当天，我市关爱老兵志愿者服务
团队也自发捐款 5100 元，并用这些钱
购买了30多箱火腿肠送到市传染病医
院。 （牛超 任世超）

●2 月 2 日下午，鲁山县土门办事
处构树庄村村民姚志鹏为家乡捐赠
2000个口罩。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马见
发介绍，姚志鹏今年26岁，在北京市经
营老年公寓。担心深山里的村民买不
到口罩，姚志鹏当即购买了 2000 个口
罩于 2 月 1 日乘坐火车从北京返回鲁
山。收到口罩后，马见发将其按需分
发给村民。 （胡耀华）

●2 月 1 日，鲁山县幸福城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田洋伟向鲁山县红十字
会捐款 10 万元用于抗击疫情。之后，
田洋伟又赶赴新乡等地连夜购买了
4000个口罩，于 2月 2日送到鲁山县公
安局和鲁山县人民医院等多家单位。

（胡耀华）
●昨天上午，宝丰县杨庄镇村民

李盼为鲁山县公安局捐赠了 250 公斤
84 消毒液（原浆）。据悉，李盼在广州
市做化妆品生意。疫情在我市出现
后，李盼为老家捐赠了600多公斤消毒
液（原浆）。得知鲁山县公安局缺少消
毒用品，李盼又托人购买消毒液，之后
捐赠给鲁山县公安局。 （胡耀华）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寒假被疫情拉长，但
孩子们的学习没有因为疫情而停
止。近日，市区多所高中利用在
线学习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努力
实现教育系统“停课不停学”的工
作目标。

开设网络直播课
开学延迟，学习不延迟

“化学课中，原子的能级有K
层、L层……”昨天上午 10 时 30
分，在市四中笃行楼一楼的一间
教室，一位老师对着一部摄像机
在讲课，以视频直播的形式进行
教学。“面对镜头讲课，虽然缺少
与学生互动的课堂气氛，但镜头
背后是高二全体学生，老师讲课
时更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全国劳
动模范、省优秀教师、该校高二化
学教师张金玲笑着说，从大年初

六开始，学校制定了为期两周的
教师视频直播表，从各年级各学
科中抽调出名师、优质课教师等
教学骨干在三个年级中做视频直
播。“虽然是一人面对十多个班的
学生，但我并不是孤军奋战，我的
身后还站着整个学科的教研组。
每次开视频课前，大家都会在微
信群里讨论，进行磨课研课。”

市四中副校长范登河介绍，
由于寒假延期，为了不耽误学习
进度，学校依托企业建立校园数
字化教学系统平台，向学生发放
二维码。学生扫码后通过使用手
机、电脑等工具登录平台，按照学
校布置的直播课表在线听课、课
后回放。学校利用平台布置作
业，学生限时上交作业，再由老师
批改后发给学生。同时，平台利
用大数据分析，会找出学生作业
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老师利用微
课答疑解惑发至平台，供学生参

考。目前该校三个年级的网络教
学活动已全部启动。除学科教学
外，学校还开设了室内体育、书
法、心理健康等直播课程，并定时
要求学生做好眼保健操。

线上学习“一师一课堂”
家长协助，提高学习效率

“完结撒花！”“谢谢老师！”
“ 小 林 同 学 赠 送 老 师 一 朵
花。”……这样的字眼出现在高中
课堂上，会不会让你有一种“走错
片场”的感觉？其实，这是市一高
高三年级网络课堂上，学生们为
老师刷出的“弹幕”。该校“空中
课堂”于大年初六上线，老师们利
用微信、QQ等云视讯平台线上教
授新知识，帮助学生解决学科重
难点问题。

“这几天上网课，大家感觉很
新鲜，不停地刷弹幕，在弹幕上问
问题。”市一高高三（16）班学生小

张说。小张向记者展示了本周的
课表。记者注意到，从早上6点
早读开始，至晚上9点40分晚自
习下课，各学科网上授课40分钟
后，安排了 1 个小时的答疑时
间。课程设置较为合理，重点科
目有所倾斜。

该校三年级年级长、高三
（16）班班主任左永记说：“学校自
从下发了紧急任务后，老师们抓
紧备课，通过 QQ 和微信建立了
班级学生群、家长群。有的老师
缺乏在家上网课的课件，大家采
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帮其备课，并
且每周每个学科都安排有网上教
研活动，保证教学质量。”

左永记认为，线上学习后，学
生有不懂的问题也可以线上询问
各班任课老师。学校还运用家校
协作的方式，请家长把学生看直
播的照片发到群里，按时打卡，督
促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离校不离教 停课不停学

我市多所学校启动空中课堂

□本报记者 牛超

“你好，如果没有特别或紧
迫的事情，请不要外出……”昨
天上午，在市区开源路与五一路
交叉口附近卫东区五一路街道
五一路社区防控点前，社区志愿
者王悦上前劝阻居民减少外出。

今年21岁的王悦是河南财
政金融学院的大四学生。王悦
的父亲王红涛今年 52岁，是五
一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一名
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1月27
日，疫情不断蔓延，在街道和社
区的号召下，王红涛积极投身到
疫情阻击战中。

“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为
组织尽自己的一份力，这是我应
该做的！”王红涛说。

据王红涛介绍，五一路社区
有常住居民六七千人。“而这个
防控点不但包括五一路社区居
民，还有繁荣街社区的，我们社
区只有八九名工作人员，急需人

手。”王红涛便动员放假回家的
女儿王悦当社区志愿者。没想
到，女儿一口答应，还连夜梳理
了一套防控小常识。

1月30日，王悦成了社区志
愿者，和父亲一起在防控点值

班。
昨天上午，在五一路社区防

控点，记者见到了王悦。她说：
“能为社区的疫情防控出份力，
帮助居民更好地防范病毒，我感
到很自豪。”

疫情阻击战 父女齐上阵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现在是非常时期，
做好通风和消毒，不要随意出
门。”昨天上午，29岁的季运贞和
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家属
院门口进行疫情的防控和宣传。

据湛河区北渡街道工作人员
介绍，季运贞是该街道碧桂园社
区市公安局湛河分局家属院的居
民，疫情发生后，他主动要求加入
社区疫情防控队伍。

“作为家属院里的一员，咱不
能光看着，也要尽一份责任和义
务。”季运贞说，他是一名海员，刚
从澳大利亚回国。家属院缺少
物业管理，街道及社区迅速组织
人员设立了卡点，对居民进行劝
返、登记、量体温等。他主动加
入疫情防控队伍，争当志愿者，
就想为大家出份力。

90后回国海员
争当志愿者

新闻短波

王红涛（中）和女儿登记进出人员信息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昨天，在市区矿工路与广胜
巷交叉口的疫情防控点，卫东区
五一路街道康复街社区的工作人
员用小喇叭向居民介绍疫情防控
的相关规定。从 1 月 29 日开始，
卫东区将400余个录有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知识和规定
的小喇叭，陆续分发到全区各个
社区、村庄，不间断地循环播放，
便于居民更好地了解防控知识和
相关规定。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四百多个小喇叭
宣传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