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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在家里，她是女儿、妻子；在新冠
肺炎防疫一线，她是党员、女汉子。
她放弃了休假和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站在了防疫一线。她叫张茜悦，是新
华区矿工路街道陈庄村的一名党员
志愿者，90后。

“您扫描这个二维码……”昨天
上午，在陈庄村金建悦和园小区疫情
防控卡点前，张茜悦正在指导居民办
理电子通行证。

张茜悦今年30岁，在福建厦门
上班。今年春节前，她和丈夫早早回
到平顶山，准备陪家人过年，不料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大年初二，
得知我们村干部取消了休假，开展疫
情防控后，茜悦找到我，说要当志愿
者，参加疫情防控。”陈庄村党支部书

记魏国发说。
陈庄村有3000余人，张茜悦加

入社区党员志愿者队伍后，一直坚
守在防控一线。“金建悦和园小区实
行封闭管理后，疫情防控卡点24小
时轮班值勤，一轮8个小时，她毫无
怨言，不论刮风下雨，都守在卡点，
遇到有人员出入，她就上前测体温、
询问出入原因、登记。为准确掌握
管辖范围内的外来人口，她还协助
村里逐户登记、排查，统计数据。”村
主任朱艳磊说，为有效阻断病毒传
播，没有轮到张茜悦值班时，她就和
其他志愿者一起，拿着消毒设备，对
各单元楼道、出入口、公共场所进行
喷洒消毒。“她本人对刺激性气味极
其敏感，在‘消杀’过程中，因消毒水
过敏，多次出现流泪、脸部过敏、头
疼等不良反应，可为了不影响其他

同志，她总是自行处理后，继续投入
工作中。”

雒大爷是村里的特困户，提起张
茜悦，他说：“妮可好了，前几天还来
给我送生活物品，讲防控知识，让我
少出门。”

“记着尽量少出门，出门一定要
戴口罩，有情况一定第一时间与村委
会联系……”为了将防控知识有效传
达到每一户，她在电话排查时，总是
放慢语速、咬字清晰，遇到年纪大、听
力差的居民，她一句话要重复很多
遍，直到对方听清楚为止。

目前，陈庄村正在实行电子通
行。为了让居民了解电子通行证的
好处，张茜悦不仅在小区单元楼道、
出入口张贴办理电子通行证的通知，
还积极为社区居民答疑，帮大家申请
电子通行证。

张茜悦：本是回家过年，
却在小区当起了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在平煤神马集团十三矿
生活区有这样一对党员父子，
他们共同担负起抗疫职责，为
左邻右舍保驾护航，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和
担当。

昨天一早，张德祥、张威
父子俩戴好口罩，拿起扩音
喇叭和登记表走出家门，开
始了新一天的抗疫值班。“如
有发烧、咳嗽症状，立即报
告。在家人员不串门、不聚
会，出门时必须戴上口罩。
疫情可防可控，要相信政府，
不信谣，不传谣，积极配合疫
情防控工作。”走在小区里，张
德祥用沙哑的嗓音喊着，张威
则在比对手中的疫情防控登
记手册。

年过六旬的张德祥是平
煤神马集团十三矿的退休职
工，儿子张威在杭州工作，大
学期间就入了党，今年 1月初
回到平顶山家中过年。疫情
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十三矿成
立矿防疫办，主持全矿的防疫
工作。张德祥作为退休党员
主动报名参加防疫，还特意向
矿防疫办提出申请，让休假在
家 的 独 生 子 张 威 也 参 与 其
中。在征得组织同意之后，这

对党员父子兵被委任为楼栋
长，开始在南山家属区防疫阵
地值守。

为了摸清社区疫情基本
情况，父子俩挨家挨户登门，
仔细询问、核查住户相关信息
并登记造册。社区实行封闭
式管理期间，父子俩还逐户登
门为职工家属采集办证信息，
办理出入证并发放出入记录
卡。每天不停地爬楼梯，张威
还能应付，张德祥就有些吃不
消了。张威劝父亲不要硬撑
了，但张德祥总说：“你年轻，
对咱们家属院的情况不熟悉，
我还是和你一起吧。”看着父
亲沉重的步伐，张威深受感动
和鼓励。

拥有一定文字功底的张
威还常常写文章，帮助矿防疫
办做宣传、动员工作。每当看
到关于防疫正能量的小视频、
文章以及帖子，他都会主动分
享到工作群，供大家借鉴学
习。张德祥的老伴儿没有固
定工作，他们一家三口生活简
朴，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家
庭，还捐赠500元助力抗疫。

“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
凡的事，他们父子俩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这是十三矿防疫
办负责人杨盛民对张德祥、张
威父子俩的评价。

党员父子兵
争当防疫先行者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昨天上午，气温较低，
但鲁山县一高附属中学七年级的
老师们早早来到县城尧山大道附
近，支起了五六个地摊儿，摊位上
摆的是这学期的新书。之后，有戴
着口罩的学生陆续来到书摊前，领
完书便快速离开。这是鲁山县一
高附属中学老师给学生发书的场
景。

“这是为了防控疫情。”正在发
书的王老师说，他们学校距离发书
地点有3公里多。为避免孩子们领
书时扎堆，同时考虑交通安全，学
校决定在空旷的地方发书，而且年
级与年级错开，班级与班级错开，
一个班又分成多个小组，组与组之
间相隔十几米远，避免大家领书时
聚集扎堆。

“他们早上7点多就来了，起初
还以为是摆地摊卖书呢。”在发书

现场不远处，一名环卫工人说，当
时他还纳闷儿，这地方几乎不见
人，他们却在这里摆地摊儿，后来
才知道是老师给学生发书呢。

“我在旁边看了许久，因为学
生居住地远近不同，有时一个摊位
十几分钟不见一个学生，但老师们
始终在书摊前守着。”一名学生家
长说，学校如此注重防护，家长也
一定遵守学校规定，在疫情结束
前，坚决少出门，不扎堆。

为防疫情

老师在空旷路旁摆摊发书

昨天上午，在湛河区荆山街道统张村的蔬菜大棚里，菜农刘民在为油麦菜打捆。春季农忙，我市周边的农村群众
陆续忙碌起来。他们一边采取各种措施防范疫情，一边紧抓农业生产，把种植的蔬菜等农副产品送往城区，保障市民
正常生活。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防疫生产两不误

昨天，在新华区光明路小学，上官晨光（右一）将自己捐赠的
医用红外体温计送到该校负责人手中。上官晨光在深圳家康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办事处工作，是光明路小学一（7）班学生上官子
昊的父亲，2月29日，他从家长群中了解到学校筹集开学后的疫
情防控物资遇到困难的消息，便出资2.3万余元从深圳购买了45
个医用红外体温计捐赠给学校，同时还为学校代买到 1000个口
罩，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热心家长捐赠防疫用品

张德祥（右）、张威父子在社区进行疫情防控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