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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记者 牛超

本报讯“老赵，你咋样呀？
缺不缺啥东西……”昨天一大早，
家住新华区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
区的志愿者刘爱芹就开始了每天
的“例行工作”，给辖区80岁以上
独居老人逐一打电话询问情况。

刘爱芹今年70岁，家住平煤
神马集团铁运处家属院。疫情发
生后，幸福街社区不少居民自愿

参加防疫防控工作，应大家的要
求，社区根据志愿者的年龄、性
别，专门成立了“老太太防疫服务
队”。刘爱芹就是“老太太防疫服
务队”中的一员，她的任务是为辖
区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服
务，每天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是
否需要购买生活用品等。和她通
电话的老赵叫赵自兰，今年81岁，
子女都不在身边。

“天天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

东西，得知我缺东西了，她就帮
我买了送到家里，可关心我了。”
昨天上午，提起刘爱芹，赵自兰
说。

毕克景今年70岁，家住平煤
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家属院。
自 2 月 2 日加入“老太太防疫服
务队”后，她积极参加家属院的
门岗值勤、防疫知识宣传工作。

“年轻人大多都有孩子，还要上
班，太累。我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分担一
点，我还是挺开心的。”毕克景
说。

据幸福街社区负责人周玲
阁介绍，“老太太防疫服务队”共
有志愿者 12 人，年龄都在 60 岁
以上。她们主要负责自己所在
家属院、小区的防疫宣传、卡点
值守，每天还走访辖区孤寡、独
居或空巢老人，为他们提供帮
助。

幸福街社区有支“老太太防疫服务队”

口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昨天，从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疫情防控宣传组传来消息，
滍阳镇党委、政府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对复工复产高度重视，抓
住有利时机及时安排各村有序恢
复农业生产，同时多措并举搞好农
田生产管理，确保全区农业生产大
局稳定。

2月 17日，该镇姬庄村统一为
村民免费购买了1600袋麦田除草
剂并分发到户，目前已开始大面积
喷洒除草剂；库庄村有耕地 1000
亩，麦播面积800亩，目前也在进行
大面积春耕除草。

此外，该镇周庄、焦庄等村群
众也抓住春耕时节和近期天气状
况良好的有利条件，对蔬菜大棚加
快育苗、移栽当季蔬菜，除草、施肥
等。目前，该镇春耕工作总体平稳
有序。

滍阳镇
有序复工复产

口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上世纪70年代，他们
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如今这
群年过六旬的老知青心系国家，
相约为疫情防控奉献一份绵薄之
力。昨日上午，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一起赶到湛河区九
里山街道一小区门前，接收一笔

特殊的捐款：57位知青共计捐款
2850元，助力我市疫情防控。

林振清是九里山街道飞行集
团第二生活区家属院居民，上午
10时许，戴着口罩的他早已等在小
区门口，看到身穿红十字标志马甲
的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过来，急忙
迎了上来。志愿者何栓岗说：“你
们老知青的一片心意，让人感动

啊！”林振清很有些过意不去：“我
不会网上转账，只好让你们跑这
一趟！”林振清说，社会各界人士
大力发扬守望互助精神，积极捐
款捐物，支持疫情防控。他们这
群老知青也不甘落后，春节前
夕，正在筹备中的中国知青协会
河南平顶山分会负责人孙丽君
就在知青群里发出捐款倡议，号

召大家“尽一份绵薄之力，共献
爱心”。知青们纷纷在群里捐款
接龙，先后有57位知青共计捐款
2850元。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现场帮
助林振清通过手机将这笔捐款转
到市红十字会捐赠账户，开具了
捐款收据，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感
谢知青们的爱心付出。

我市57位老知青献爱心助力疫情防控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上门接收捐款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2月19日，在鲁山县下
汤镇乱石盘村一家食用菌种植车
间内，该县交通局驻乱石盘村第一
书记申国利和被邀请来的农技人员在
进行消毒后，开始指导村民种植和管
理香菇。至此，该村正式复工复产。

乱石盘村位于下汤镇东北
部，在鲁山县交通局驻村工作队帮
助下，该村先后铺设了道路，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去年以来，该村又
投资建设了香菇大棚，成立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为了不耽误种植和
生产，又不影响疫情防控，申国利
亲自坐镇，指导村民有序生产，确
保不出现聚众扎堆现象。此外，申
国利还通过单位协调应急运输车
辆，为该村运输锯末等生产材料，
解决了原料运输难题。

驻村工作队
推动复工复产

口本报记者 胡耀华

记者昨天上午联系到吴家宝
时，他正在鲁山县下汤镇尹和庄
村几个带贫基地进行消毒，准备
复工复产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吴家宝一天也没休息，始终
奔波在抗疫战线。

吴家宝今年29岁，是鲁山县
人民法院派驻下汤镇尹和庄村第
一书记。大年初二，正在准岳父
母家吃饭的吴家宝了解到疫情防
控消息后，虽然组织上并未强调
驻村书记必须回村，但吴家宝放
心不下。“不行，今天必须得回
村上。”下午5点多钟，抬腕看看
手表，吴家宝坚定地对未婚妻
说。未婚妻一家人知道吴家宝的
性格，没有阻拦，也没抱怨，只是

嘱咐他出门戴好口罩，路上开车
慢点。

不经意的劝说使吴家宝想
起了口罩的重要性。他离开未
婚妻家后直奔药店，骑着电动车
跑了多家，才买到 200 只口罩。
此时天已全黑，他顾不上吃饭，
驱车直奔尹和庄村，将200只口
罩连夜发给村卫生室和卡点工
作人员。

“那晚他回来都快10点了，把
如此紧缺的物品送来，真的很让
人感动。”尹和庄村卫生员程瑞坤
说。

回村后，吴家宝与新郑和新
乡的几个战友取得联系，让他们
帮助购买防疫用品。在战友们的
努力下，他筹集到800只口罩和
55 袋杀菌干粉、55 瓶杀菌消毒

液、8 副新款护目镜等。1 月 28
日，吴家宝将筹集的抗疫物资捐
给下汤镇人民政府和尹和庄村民
委员会及部分村民。

“真的很感谢，因为没口罩，
可发愁了。”尹和庄村下纸坊组
村民余民祥说，疫情发生后，他给
在县城工作的儿子打电话要口
罩，但是根本买不来。

为防止村里产生疫情，2月7
日，吴家宝找朋友借了一架无人
机，对尹和庄村进行了全面消毒。

虽然上级没有安排驻村书记
回村参与防疫，但吴家宝还是主
动请缨，报名与村两委干部和党
员有序排班，24小时不间断值守
卡点，并担任村广播员，通过喇叭
宣传疫情防控基本知识及防控期
间的规定。2月1日，尹和庄村上

纸坊组村民史某背着行李要外出
务工，吴家宝知道后前往劝说，让
其近期不要出门，承诺疫情过后
亲自开车送他。史某听后高兴地
返回家中。

2 月 7 日，尹和庄村出现打
牌现象。吴家宝知道后前往现
场劝解，让村民们不要扎堆。2
月 12 日，一村民把麻将桌抬到
村文化广场上公开玩耍，吸引不
少人围观。吴家宝随即制作了
十几条横幅挂在村内显眼地方，
村民们很配合，再也不聚众打牌
了。

鲁山县下汤镇党委书记李先
应说，吴家宝心系群众，主动做
事，对抗疫防控工作思路明确，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驻村书记的
责任和担当。

吴家宝：心系疫情防控的驻村书记

2 月 18 日上午，在市区
园林路长青社区门前，志愿
者高爱军为社区防疫人员免
费理发。据高爱军介绍，她
家住长青路五彩小区，是一
名社区志愿者。据悉，近期
该社区还将组织志愿者为居
民免费理发。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志愿者为防疫
人员免费理发

口记者 范丽萍 通讯员 胡清军

本报讯“村里想得真周到，这
两天我正愁着去哪儿买农药呢，就
看到了群里通知！”2月19日上午，
湛河区河滨街道郭庄村村民郭新芳
高兴地说。

近几天，从大年初二就坚守在
疫情防控卡点的郭庄村干部发现，

“宅”在家里的村民很多都开始为家
里麦地怎么打药发愁。

郭庄村现有 195户居民，可耕
地72亩，随着气温逐步升高，麦田
除草和病虫害防治等春管工作进入
关键期，但眼下也是疫情防控关键
时期，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不耽误麦田管理，成了亟须解决的
问题。村里经过研究，对春季麦田
管理做了统一安排，多方联系、协
调，弄来了除草、杀虫药。

药物拉回来后，村里又协调来
7个喷雾器放在村口疫情防控劝返
点，供村民打药专用。

战“疫”不误
麦田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