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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从家人被确诊隔
离治疗到我也被隔离，我们感
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和
关爱，请替我们一家向他们说
声谢谢。”2 月 20 日晚上 10 点
多，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沿西社
区党委书记张建华收到了一封
感谢信。

这封感谢信来自该社区刚
度过隔离期安全回家的居民任
银枝。昨天上午，记者联系到68
岁的任银枝时，她正在家里休
息。聊起此事，她仍感动不已。

今年 2 月，任银枝的儿媳、

儿子和老伴相继出现发烧等症
状，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
5日，老伴被确诊的当晚，任银枝
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接到集中隔
离点隔离。

“街道办事处、社区和隔离
点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照顾得无
微不至，是他们给了我们一家人
战胜困难的勇气。”任银枝说，在
老伴刚生病住院时，张建华和社
区第一书记杨晓敏、社区主任席
海洋等人忙前忙后为他准备香
皂、卫生纸、老花镜等必须的物
品。得知任银枝心脏不好，工作
人员还为她购买了丹参滴丸等
常备药。

任 银 枝 刚 到 集 中 隔 离 点
时，很担心患有高血压和糖尿
病的老伴，焦躁不安。“我给张
建华书记打电话说了好多难听
的 话 ，可 他 一 直 耐 心 向 我 解
释。现在想想，我心里真过意
不去。”任银枝说着流出了眼
泪。到集中隔离点的第一晚，
新华区相关负责人冒雪为她安
排住处，陪伴她到深夜，次日凌
晨还打电话安慰她。

任银枝说，在集中隔离点，
每天一日三餐由专人负责，合理
搭配、营养丰富。工作人员忙前
忙后，消毒、打扫卫生、测体温，
还引导他们画画、读书、写心得，

以释放他们的压力，放松心情。
“在那里我有在家一样的感觉。”
任银枝说。

2月 19日晚 8点，度过隔离
期的任银枝被送回家。下车瞬
间，她看到张建华等人来接她，
张建华说：“姨，你回来了，需要
啥了只管说。”当时，她泪就流出
来了。2月 20日上午，杨晓敏、
席海洋还为她送来了大米、面
粉、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临走叮
嘱她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一定待在家里，不给大
家添乱。”任银枝说，她的家人目
前都已出院，在集中隔离点隔
离。

68岁任银枝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街道办、社区和隔离点的工作人
员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2月19日她解除隔离回家

他们给了我们一家战胜困难的勇气

□本报记者 杨元琪
通讯员 何洋

“车队还没回来完吗？7号
车回来没有？”“我们班长做过
心脏手术，我有点担心，他是 7
号车的驾驶员。”这是前些天河
南援鄂医疗急救转运队工作群
中的一段对话。

2月20日晚8点半，支援武
汉的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队员因为担心队友的身体，在
工作群中发出了问候。

这里的 7号车驾驶员苗建
伟，早年在解放军山西某部服
役，退役后在我市第一人民医
院工作，担任医院司机班班
长。前段时间，他临危受命支
援武汉，已在武汉工作近20天
了。

作为河南省第四批支援武
汉的急救运转队成员，在武汉
的日子里，苗建伟所在的队伍
负责协助当地进行新冠肺炎危
重患者急救转运工作。他们不
分昼夜，穿梭在武汉的街头巷
尾，连吃饭都要挤出时间。急
救车蓝色的车灯日夜闪烁在武
汉街头，连接着病患和医院，与
时间赛跑，为患者护航。他们

被当地群众誉为生命“摆渡
人”。

武汉当地专业的医用防
护用品极度紧缺，为了节省防
护服，每次执行转运任务，苗
建伟都不敢喝水，不敢上厕
所，一件防护服他至少要穿 6
个小时以上，防护服里的衣服
全被汗水浸透，手腕上被防护
服勒出一道道印痕。苗建伟
今年已经 53 岁了，心脏做过
搭桥手术，长时间“连轴转”，
他身体有些吃不消。病患上
下车、队友帮忙打饭的几分
钟，成了他“插缝”休息的时
间。

2 月 10 日晚，武汉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紧急指
令，要转运患者到火神山医
院。这次任务来得比较急，大
家刚执行完上一个任务，很多
人还没来得及吃饭。苗建伟带
领全体队员迅速集合整装，饿
着肚子驾驶救护车飞驰在武汉
的夜色中。

“我曾经是军人，这次再上
‘战场’，一定要完成使命。”“我
只有一个想法，努力救治更多
病人。”苗建伟的话语，疲惫中
透露出坚强。

急救车的蓝灯日夜闪烁在武汉街头，连接病患和医院，与时间赛跑
他们不分昼夜，穿梭在武汉的街头巷尾，连吃饭都要挤出时间

他们是来自平顶山的生命“摆渡人”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昨天一大早，17 岁
的史宇吃过早饭，就来到新华
区湛北路街道朝阳社区体西28
号院疫情防控点，开始为出入
的居民发放出入卡，并进行登
记。

史宇本人就住在体西28号
院，目前就读于河南质量工程

职业学院。疫情期间，他年仅
48岁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朝
阳社区得知后，到他家里慰问，
帮他料理父亲后事，并送去生
活必需品，鼓励他和母亲要坚
强起来，并留下联系方式，让他
和母亲有啥需求就及时联系。

“这段时间，社区对我家很
关照，我很感激。现在正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想当个

志愿者，为大家分担工作。”2月
18 日上午，史宇找到朝阳社区
负责人侯守领，提出这样的要
求。

在史宇的一再要求下，社
区让他就近到家门口的疫情防
控点当志愿者，负责为出入的
居民发放出入卡并登记。

昨天上午，记者在疫情防
控点见到了史宇。他戴着口

罩，趴在桌边一丝不苟地为居
民登记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
话。

“父亲在世时，常教我做人
要知道感恩。俺家困难的时
候，是社区帮了俺。现在正是
社区需要用人的时候，我没有
别的能力，只有做个志愿者，为
社区的疫情防控添把力。”史宇
说。

父亲刚刚去世，社区的帮助让17岁的史宇很感动

我要做个志愿者，为社区的疫情防控添把力

□记者 牛超

本报讯“喂，你好，幸福街社区
吗？我是李兴坡的儿子。谢谢你们，一
天几趟地给我父亲送饭，如果不是你
们，我真不知道咋办才好……”昨天上
午，新华区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区接到
一个感谢电话。

打电话的人叫李友亮。据李友亮
介绍，他父亲叫李兴坡，今年76岁，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父亲不愿与他们一起住，平时一个人住
在幸福街社区幸福花苑小区。今年春
节，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幸福花苑小区
实行封闭管理，拒绝外来人员进入，李
友亮特别担心父亲的吃饭问题。

“没想到，这些日子都是社区在帮
助照顾我父亲，不但给他送吃的、喝的，
还给他送生活用品。”李友亮说。

据社区负责人周玲阁介绍，2 月
初，幸福花苑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考虑
到老年人是易感染群体，其中还有空
巢、孤寡和缺乏子女照顾的独居老
人。社区将这些老人纳入关爱重点，
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上门宣传防疫
知识，并询问有无发热、咳嗽等症状，
叮嘱老人少出门、勤洗手。社区还与
独居老人子女联系，沟通老人的生活
情况。

志愿者在走访中得知了李兴坡的
情况，将其纳入“重点关爱对象”，隔三
岔五为其送生活用品。考虑到老人不
太会做饭，社区工作人员也不忘给老人
送饭上门。

“蒸面条、米饭……啥都有。”昨天，
说起此事，李兴坡老人说。

送饭、送生活物品

社区特别的爱
送给独居老人

苗建伟准备出发执行任务 车队武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