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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晓雨

本报讯 12 月 24 日，寒流
来袭，鹰城开启“速冻”模式。
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鹰
城大妈志愿者身穿红马甲、臂
戴红袖章，向菜市场、沿街商铺
的居民、商户宣传我市最新疫
情防控措施。

“大家好，如果您有家人近
期从西安、延安、通州回来，麻
烦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备。”63
岁的鹰城大妈志愿者魏月莲手
拿小喇叭，边走边向居民宣
传。魏月莲家住建东小区焦化
厂家属院，2017年短短半年时
间，她的老伴儿、母亲、父亲先
后去世，在社区的持续关怀和

帮助下，她走出阴霾，开始投身
志愿工作，并于今年10月正式
成为鹰城大妈志愿服务队的一
员。她积极参与每一次的防疫
工作，“不想让别人也感受失去
亲人的痛苦”。

目前，东苑社区鹰城大
妈志愿服务队有近 30 名队
员。志愿者尚原平是该志愿

服务队的组织者。“社区很多
老年居民退休之后没事干，鹰
城大妈志愿服务队成立后，
大家行动起来，传递文明理
念。比如宣传防疫政策、倡导
文明遛狗、检修健身器材等，
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尚原平
说。

近日，国内防疫形势趋紧，

鹰城大妈志愿者看到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的通告，自发行
动起来，加班加点向居民传递
疫情动态、摸排外出人员返乡
情况。东苑社区党委书记武馨
说：“她们每天与工作人员一起
上下班，共同巡查网格、宣传疫
情防控措施，真的是把社区当
成了自己的家。”

气温骤降，“鹰城大妈”忙防疫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12月 24日是新华
区曙光街街道曙北社区“平安
爱心超市”开放日，十几位“鹰
城大妈”前来用积分兑换生活
用品和食品。

“报酬是次要的，重要的是
可以发挥余热，奉献自己的一
片爱心。”“鹰城大妈”朱艺坛用
积分兑换了两包医用外科口
罩。今年 50 岁的朱艺坛是市
农业农村局退休职工，空闲时
间比较多。今年10月，新华区
曙光街街道招募“鹰城大妈”，

家住曙北社区的她主动报名，
成为第一批“鹰城大妈”，参加
了社区组织的清理小广告、文
明宣传等各种志愿活动。前段
时间，该社区组建鹰城大妈创
文巡查队，她和其他“鹰城大
妈”走上街头、走进庭院宣传创
文知识，制止、劝导乱扔垃圾、
遛狗不拴绳等不文明行为。

“自从做志愿服务以来，我
的业余生活更加充实了。”“鹰
城大妈”邵亚红说。她在市区
一家物业公司上班，工作之余
除了逛街，就是在家看电视。
参加鹰城大妈志愿服务队后，

只要有空，她就和大家一起做
志愿服务，在收获友谊的同时，
也为我市创文奉献了自己的一
分力量，“感觉特别开心”。

据曙北社区党委书记来鑫
鑫介绍，“平安爱心超市”自今
年10月份成立以来，接收了一
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捐赠的爱心物资。为激发

“鹰城大妈”参与志愿服务的热
情，倡导社会文明风尚，他们将
每周五上午定为积分兑换开放
日，“鹰城大妈”可利用自己做
志愿服务的积分，兑换成价值
不等的生活用品及食品等。

争当“鹰城大妈”积分兑换物品

□记者 刘蓓

本 报 讯 12 月 23 日 下
午，在市区光明路与矿工路
交叉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市
民在等待红灯时突然晕倒，
随行人员急忙呼叫在路口执
勤的交警。几名交警合力将
病人送到医院救治。

12 月 23 日下午 4 点 30
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新华大队辅警朱亚奇正在
光明路与矿工路交叉口执
勤，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

“警察，快来！”朱亚奇回头
一看，路口东南角的安全岛
上，一名30多岁的男青年扶
着一名50多岁的中年人，中
年人已经晕倒。朱亚奇连忙
呼叫周围同事，并跑上前去
询问情况。

原来，这名中年男子骑
电动车在安全岛等待红灯
时突然晕倒，随行的男青年
见此情况立即呼叫路口执
勤交警。朱亚奇一边让男
青年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一边
与同事曹伟锋、刘天赐一起
将男子抬到路边。在等待
120 急救车时，车牌号尾号
为 3577 的警车驶来。为了
尽快将患者送到医院，朱亚
奇拦下警车，与曹伟锋、刘
天赐一起将患者抬上车并
送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看到患者得到救治，
三人悄悄离开医院，回到执
勤岗位继续工作。

据了解，中年男子已无
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
治疗。

市民街头晕倒 交警帮忙送医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12月24日上午，市
城管局、市金融工作局、平顶
山银保监分局、新华保险河
南分公司共同举行“关爱环
卫工人公益行动平顶山站捐赠
仪式”，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向市区 4296 名环卫工人每
人赠送一份 10 万元保额的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合计 4
亿多元。

在仪式现场，新华人寿平
顶山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秦亚军
将保险单交给受赠单位代表市
市政环卫事务中心主任刘炳申
手中。秦亚军说，环卫工人风

雨无阻、披星戴月，是我们身边
默默无闻的“城市英雄”，希望
通过今天的公益行动，为环卫
工人筑起坚强的后盾。

据了解，环卫工人获赠的
保单有效期一年，无年龄和地
域限制，其中含10万元意外伤
害身故赔偿和最高 10 万元的
残疾赔付。

市区4296名环卫工人获赠意外伤害保险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许阿姨有病住
院，重外孙深夜生病，家人却
联系不上。同室病友的儿
子热心相助，将孩子从学校
安全接出送回家中。12 月
24日，病愈出院的许力群阿
姨向本报讲述事情经过，想
借助晚报一角向帮助她的热
心人刘先生说声“谢谢”。

许阿姨今年 85 岁。十
多天前，她因脑梗在市二院
住院治疗，陪护同病室老太
太的就是她要感谢的刘先
生。“他是老太太的儿子，特
别孝顺。”许阿姨说，“我在那
个病房住了五六天，他日夜
伺候在老太太身边，晚上还
经常起来给他母亲翻身、叩
背、按摩，特别细心。”

“那天晚上 10 点多，我
已睡了，突然接到学校老师
的电话。”许阿姨说，她的重
外孙在我市一职业学校上
学，当天晚上突然不舒服，老
师不放心，让家长到学校接
孩子去医院看大夫。“外孙女
两口在洛阳上班，不在家。
老师打我女儿的电话，没人
接。”许阿姨也一遍遍拨打女
儿的电话，可就是没人接听。

许阿姨束手无策，急得
团团转。老太太的儿子安
慰她，说他可以帮她去接孩
子。“我实在找不到其他人，
只好把这事托付给了他。”
许阿姨说，当晚刘先生回到
病室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
了。

许阿姨说，第二天，女
儿来看她，她才知道当晚女
儿不小心睡着了，手机不知
啥时成了静音，所以没听见
电话响。女儿说，刘先生是
骑着摩托车赶到学校的，担
心风大吹着孩子，他拦一辆
出租车让孩子坐，自己骑着
摩托车跟着，一直将孩子送
到市区光明路与姚电大道
交叉口附近的家里。

许阿姨说，她们向对方
表示感谢，对方一再表示“不
用客气，都是应该的”。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
件事，虽然在他看来是举手
之劳，但他让我特别感动，
也觉得很温暖。”许阿姨说，
此后，她转到了其他病室，
也没能再见到刘先生。“他
好像在平煤神马集团四矿
上班，家在劳模小区住，年
龄看上去有30多岁。”许阿
姨说。

病友家人深夜帮忙接回重外孙
许阿姨借晚报一角向刘先生道谢

12月24日，在市区公园北街湛河公园志愿者服务站，志愿者为环卫保洁人员递上热水。
当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摄氏度，湛河公园志愿者及时为户外工作人员和市民提

供热水和其他便民服务。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天寒爱心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