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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眼下我市中学和职校正
在积极开展复课准备。对于半封闭、
半走读的学校，在疫情防控方面需要
投入更多的精力。昨天记者从教育
部门了解到，市八中等学校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制定周密防控方案，寄宿
生、走读生实行分区管理，错开活动、
就餐时间，避免交叉感染，保证学生
在校期间安全。

高三寄宿初三走读
市八中将分区管理

昨天上午，市八中校园一片安
静，教学楼致远楼上的6间教室内，
高三学生戴着口罩看书学习。在致
远楼相邻的求真楼上，副校长曹亚东
将4个初中班级的班主任姓名、电话
贴在教室门口。教室已打扫干净，每
张桌椅都拉开了距离，防疫人员全副
武装对教室进行消毒。“学校的高三
学生全封闭寄宿，而初三学生要走
读，如何使这两种模式互不干扰，保

证学生在校期间的健康和安全，学校
费尽了心思。”校长林亚楠笑道。

据介绍，市八中有163名高三学
生、155名初三学生。学校对所有高
三学生实行全封闭管理，经过半个月
的运行，教学、防控等工作平稳有
序。本周五，该校将迎来初三学生返
校复学，所有初三学生均为走读生。
经过研究后，学校决定对初中和高中
学生进行分区管理。林亚楠说，根据
安排，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被安排在
两栋教学楼上课，为了备战中招体育
考试，学校主路以南的运动场供初三
学生使用。高三学生在主路以北两
处小广场活动。严格禁止初中生、高
中生跨区域活动。学校将派老师和
工作人员在校园里进行监督和管理。

每天早上，初三学生从7点半开
始分两批入校，此时高三学生已吃完
早餐进入教室。初三学生8点 10分
上第一节课，比高三学生晚 10 分
钟。初三学生的午餐时间提前到11
点 30分，学生分别在校餐厅和教室
用餐。11点 55分，待初三学生离开

餐厅后，高三学生分两批进入餐厅。
初三学生下午 6 点 50 分离开学校
时，高三学生已坐在教室上晚自习。
学校调整了每节课的上课时间、课间
活动时间等，避开高中生、初中生在
校相遇的可能。对于初三学生的管
理，学校将采用高三学生的管理方
法，实行入校测体温，班级晨检、午
检，细化措施，为学生开学做足准备。

多数学校实行
“一天一出入”模式

市教育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一校一策”原则，结合自身实际，
目前各初三及中职学校都确定了教学
组织模式。其中市区多数学校实行

“一天一出入”模式，即学生每天上午
入校下午离校，学校做好学生的午餐
供应，禁止学生午间出校。蓝天学校、
长虹学校、市二十四中、东升学校、曹
镇中学、湛河实验学校、枫叶国际学
校等以及中职学校均采用全寄宿管
理模式。市八中、韦伦双语学校等实
行半寄宿半走读管理模式。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4月 20日下午，叶县龙
泉乡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年过七旬的
李金科戴着口罩，背着二三十公斤重
的脉冲弥雾喷雾器忙着消杀。半个
小时后，义工李中伟上前欲接班，结
果被拒绝了。

4 月 24 日我市初三学生开学，
为助力中学复课复学，自本月20日
起，市义工联叶县分会和蓝天救援
分队陆续对叶县龙泉乡初级中学、
田庄乡初级中学和叶县盐都中学等
学校进行义务消杀，李金科都积极
参与。

今年73岁的李金科是叶县田庄
乡道庄村人。担心老人身体吃不消，
叶县分会负责人赵世须耐心劝说，但
老人坚持参加。赵世须只好答应，并
私下里叮嘱李中伟，“看着点李叔，让
他少干点，别累着”。

4月20日下午两点，李中伟、李
金科等人来到叶县龙泉乡初级中学
消杀。李中伟说，李金科从下午两点
一直干到五点半，除了换药的时候休
息一会儿，其他时间一直在忙，还不
让别人替。

“一辈子老农民，在地里摸爬滚
打几十年，这点活儿算啥？我自己的
身体我清楚。”李金科说。

李金科和李中伟相识多年。获
知李中伟是义工且经常参加公益活
动后，他便主动要求参与其中。去年
10月，李金科也加入了市义工联。

李中伟说，李金科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比如去敬老院献爱心、关爱孤
寡老人等。“可热心，喜欢帮助人。”

赵世须说，今年春节，新冠疫情
暴发后，李金科找来消毒液、药箱，天
天义务在村里进行消杀。

“我不认识字，没上过学。小时
候经常听广播，说学雷锋、做一个有
用的螺丝钉……”李金科说，现在孩
子们都大了，他在家闲着没事，只想
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为初三开学忙碌

七旬老人化身“消杀战士”

部分中学将实施半封闭半走读模式

寄宿生、走读生分区管理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游园里姹紫嫣
红、花开正艳，休闲步道通幽
处木质长廊、古色古香。昨
天上午，在郏县县城居住的
杨永民看到老家冢头镇天地
庙村的可喜变化，都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一年前这里
还是野草丛生、堆满垃圾的
荒地，没想到几个月后变成
了大花园。我得把老家的房
子收拾收拾，周末回来享受
下这么好的环境！”

天地庙村村委会主任杨
学敏介绍，去年 6 月，该村

“两委”带领党员群众从清除
陈年垃圾、拆除危旧房入手，
在腾出的空地上建设小游
园，进而实现乡村花园化。
游园建设中，他们用拆除危
房的老砖头、旧红石铺路，不
仅节约了资金，还做到了废
物利用。游园建成后，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绿色环境
带来的生态福利，村容村貌
和群众的精神面貌也都跟着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以来，冢头镇把美
丽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力抓手，重点做
好各村的游园建设、环境提
升工作，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将生态与人文、娱乐与教
育融合，把冢头镇打造成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宜居乡镇。

在冢头镇蓝育村西头的
游园里，以广场、文化长廊、
凉亭等景观为载体，精心布
置的文化墙独具特色、内容
丰富，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朱子家训》、清廉公约
等内容，寓教于园，成为集党
建宣传、文化传播、娱乐健身
于一体的“阵地”。小游园栽
种多种绿色植物并配置健身
娱乐设施，群众出门能见绿、
推窗能赏景，到处生机盎然，
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冢头镇镇长李磊说，目
前，冢头镇各村已建成小游
园58个，还有15个正在建设
中。这些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的便民小游园受到村民称
赞，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58个游园见证乡村变化
冢头镇居民回乡见惊喜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太感谢城管局
的环卫工人了！包里东西一
件不少。”4月20日下午，在
鲁山县城市管理局城南环卫
管理区，接过失而复得的皮
包，60多岁的戴女士高兴地
说。

家住鲁山县城的戴女士
介绍，当天上午，她到县城附
近一广场游玩，随手将皮包放
在了健身器材上，走时忘了
拿。她到家后忙着做饭，把皮
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朋友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寻物信息

转告她时，她才恍然大悟。
在鲁山县城市管理局城

南环卫管理区工作的环卫工
曹艳青告诉记者，当天她路
过健身器材处时看到了皮
包，见周边没人，就拿着皮包
在原地等待。“等了一个多小
时不见失主，我就将皮包交
给了环卫区的负责人郑景
鑫。”他们打开包，发现内有
医院就诊卡、银联卡和部分
现金等。根据就诊卡上的名
字，郑景鑫与城管局其他工
作人员一起在微信朋友圈发
布信息，并于当天下午 3时
许联系上了失主。

捡到皮包不见人 环卫工着急
众里寻她千百度 失主现身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男孩玩耍时不
慎失足落水，鲁山青年李代
毫不犹豫下水救人。昨天上
午，恰巧看到李代救人一幕
的居民吴国钦对其赞不绝
口。

今年 20 多岁的李代是
鲁山县李宾舞校的老师，4
月 19日下午4时许，李代与
母亲席军芳等人在该县团城
乡花园沟村大河附近玩耍，
看到一名六七岁的男孩突然
跌入一米多深的水坑。李代
迅速赶至跟前，见男童已沉
入水中，他顾不上脱衣服和
鞋子，便跳入水中救出男孩。

河南江河公司退休职工

吴国钦也在附近游玩，恰巧
看到了这一幕。

“那里山高、气温低，水
凉，可把小伙子冻得够呛。”
吴国钦说，询问得知救人者
是李宾舞校的老师李代。吴
国钦将李代救人后帮助男孩
擦拭身体的场景录成视频发
在了抖音和今日头条上，随
即引发网友热议。

“这都是应该的，还好没
有危险，水只到胸口处。”昨
天上午，李代说，简单询问得
知，被救男孩家住市区，当时
和母亲在那里玩耍。其间，
孩子的母亲去了厕所，被救
男孩与另一男孩玩耍时不慎
跌入水中。被救后，男孩除
了衣服全湿外并无大碍。

男孩玩耍落水 鲁山青年救人

昨天上午，平顶山市第八中学的工作人员在初中部的教学楼上进行消杀。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周密防控 助力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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