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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1月 17日早上7点多，家住原
市耐火材料厂家属院的党员志愿
者王兰花吃过早饭，和志愿者郭
淑兰、娄桂兰一起来到家属院大
门口的疫情防控点值守。

“你好，请出示健康码和行程
卡。”看到有人进入院内，王兰花
走上前，娄桂兰和郭淑兰紧随其
后，为对方测体温。确定对方的
健康码和行程卡为绿色、体温正

常后才放行。
“阿姨，你们辛苦了。”该院居

民胡红月外出办事，路过时主动
向她们问好。“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辛苦点儿没啥。”王兰花说。

“主要是兰花头儿带得好，我
们也愿意为疫情防控出点儿力。”
60多岁的郭淑兰和娄桂兰说。

66岁的王兰花是体育场社区
的党员志愿者，热心公益的她经常
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志愿服务活
动。前段时间，她听说社区疫情防

控点缺少人手，便主动报名参加，
和小区的物业人员一起值勤，一天
要值六七个小时。在王兰花的带
动下，该家属院的党员志愿者娄桂
兰、王秀枝、郭淑兰和王华也加入
值守行列，五人每天轮流值守。

“这些大妈在疫情防控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场社
区党委书记徐惠琴说，该家属院
共有9幢楼394户居民，年轻人需
要上班抽不开身，这几位大妈就
自发在疫情防控点值守。

一人带动多人 大妈组团上阵

口本报记者 胡耀华

“大家没事不要在外逗留，特
殊时期一定要遵守纪律。”1月 16
日下午，在鲁山县磙子营乡洼陈
村疫情防控点，关占永一边忍着
脚上的疼痛，一边对在附近转悠
的两名村民说。

今年 42 岁的关占永是洼陈
村党支部书记。一周前接到乡疫
情防控通知，关占永第一时间组
织村组干部和党员代表入户排
查，并迅速在该村出入口设立疫
情防控点，自己带头值守。对于
返乡人员，他不厌其烦地核查落
实。因右脚术后引发感染，走起
路来针扎似的疼，但却丝毫没有
影响关占永工作。

洼陈村位于鲁山县最东部，

共501户 2000多口人，是当地的
“经贸中心”，村里有3个大型超
市，4家大型水席楼，10多家小吃
店，集市长达1700多米。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最重要的
是减少人员聚集，为落实上级“取
缔马路市场”的政策要求，关占永
不顾脚上疼痛，跑前跑后，逐户做
集市商户的思想工作。

好好的生意不让做，一些人
难免出现抵触情绪。但关占永不
急不躁，一次又一次登门劝解，讲
解当前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不到
三天时间，曾经热闹的集市慢慢
冷清下来。

为让外出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关占永先是对外出务工人员摸排
调查，然后对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一
一进行电话劝导，让他们没啥要紧

事尽量不要回来过年。“起初好多
人不理解，后来劝得多了，他们也
就想通了。”关占永笑着说。

由于不停地奔波，关占永的右
脚一下子肿得老高。同事劝他回
家休息，都被他婉言谢绝，一有空
他就到防控点与同事一起值勤。

为减轻脚上疼痛，关占永每
次值勤都会带一双宽大的棉拖
鞋。“现在好多了，没有前几天肿
胀得厉害。”关占永说，他们村是
磙子营乡第三大村，也是鲁山县
的东大门，作为一名党员，他有责
任和义务站好岗、值好勤。

“关占永工作尽职尽责，交代
的任务更是提前完成。虽然脚肿
了，但从未抱怨，始终坚守在疫情
防控一线。”磙子营乡党委宣统委
员于斐斐说。

右脚肿痛 挡不住工作热情
□本报记者孙书贤

“俺还有5000斤
（1斤=500克）的橙子
没有卖出去哩，这可
咋办呀？”1月 14日下
午，郏县长桥镇坡河
村居家隔离人员史国
建在电话里焦急地对
该村党支部书记冯运
方说。

“你安心隔离吧，
橙子交给我，我想办法
替你卖，尽量减少损
失！”冯运方当即回复。

史国建平时驾驶
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
做水果生意。由于经
常在郏县与禹州交界
处奔波，前几天史国
建刚回到村里，疫情
防控人员发现他的健
康码变成了黄码，随
即将他居家隔离起
来。村干部给他送来
必要的生活物资，并
派人及时上门对其进
行健康检测。

刚进的 5000 斤
橙子还没来得及出
售 ，史 国 建 寝 食 难
安。怕橙子被冻坏，
他便给冯运方打电话
求助。这段时间，冯
运方除了开展疫情防

控宣传、上门排查登
记、给居家隔离人员
送生活物资之外，还
得在疫情防控点值
勤。接到史国建的电
话后，冯运方说干就
干。“这橙子吃起来甜
得很，口感也好，价格
便宜。”冯运方很快给
橙子拍了照片，通过
朋友圈、村民微信群、
村广播等宣传售卖，
村民踊跃响应，你 10
斤、我20斤的开始在
微信群里购买，村干
部统一上门送货，尽
量做到村民不外出。

通 过 村 里 的 努
力，史国建的橙子销
售了1000斤，可剩下
4000 斤橙子也让冯
运方犯了难。1月 15
日上午，冯运方向长
桥镇政府有关领导汇
报情况后，副镇长王
立业当即联系了镇区
的锐达源超市，超市
老板冯启龙了解到情
况 后 ，当 即 购 买 了
4000斤橙子。

1 月 15 日中午，
冯运方通过手机将
7500 多元卖橙子的
钱转给史国建，史国
建感激得连声道谢。

镇村联手
帮隔离村民卖橙子

□记者燕亚男 通讯员王毛生

本报讯 1月 17日上午，在湛河
区曹镇乡曹东村疫情防控点，8名
放寒假返乡的大学生志愿者在为
过往人员车辆登记信息，测体温，
查验健康码、行程卡。

“阿姨，请戴上口罩，没有要紧
事尽量少出门。”河南师范大学大
三学生王灿灿在给居家隔离人员
送生活物品的路上，看到一居民没
戴口罩，连忙上前提醒。

王灿灿主要负责为居家隔离
人员提供服务。几天来，她不断
通过电话与隔离人员沟通，叮嘱
注意事项，并为他们运送生活用
品。“防疫一线也是我们的课堂。
以前总觉得‘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这几个字离我很远，现在参与
疫情防控才让我明白其真正的含
义。”王灿灿说。

家住曹东村的南阳师范学院
大一学生王文秀说：“时有所需，必
有所为。疫情当前，人人都应该尽

己所能，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的平安
出一份力。”

“曹东村人员结构复杂，疫情
防控难度较大。这些天，大学生志
愿者不怕苦、不喊累，顶着严寒坚
守在防疫一线，真是好样的。”曹东
村党支部书记书王新永赞不绝口。

目前，湛河区有2300余名大学
生志愿者活跃在城乡防疫一线，配
合乡（街道）、村（社区）开展防疫知
识宣传、帮村民申领电子健康卡、排
查登记防疫信息等志愿服务。

大学生志愿者：

“防疫一线也是我们的课堂”

1 月 17 日，宝丰县闹店镇
户口村，疫情防控人员对进出
村民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和行
程卡。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闹店镇在村镇主要路口设立35
个值勤点，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全镇 280 余名党员干部、
300 余名志愿者迅速到达防疫
一线，扎实做好村镇疫情防控
工作。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坚守“疫”线

□本报记者 李霞

大米、面粉、白
菜、粉条、春联……1
月 17 日上午 9 点多，
在新华区西市场街
道辉光社区办公室
的桌子上，各种各样
的年货摆了满满一
桌子。身穿志愿服
的张广民正与社区
工作人员郑倩等人
一起分装年货。

辉光社区党委书
记王倩说，张广民今
年63岁，是平煤神马
集团四矿的退休职
工。老人天生一副热
心肠，经常配合社区
义务调解居民纠纷。
去年 7 月份，张广民
得知新乡市卫辉县突
发暴雨灾情严重，便
发动身边亲朋好友，
先后4次组团为卫辉
县受灾群众送去价值
3 万 余 元 的 爱 心 物
资。今年年初，张广
民又积级响应社区号
召，报名成了一名防
疫志愿者。了解到小
区内有两户空巢老人

和一户残疾居民家庭
生活比较困难后，张
广民自掏腰包买来
米、面，与社区工作人
员一起，为他们送去
了暖心年货。

“东西虽然不值
钱，却是我的一点儿
心意，希望能帮到他
们。”张广民指着桌子
上的年货说，除了大
米和面粉是他捐献
的，其他物品都是社
区准备的。

“年货准备得真
全，太谢谢了。”当天
上午10点多，大家带
着年货，首先来到矿
前街小区居民郭三妮
家中，郭三妮今年75
岁，没有工作。85岁
的老伴张金聚因病瘫
痪在床。为给老伴治
病，家里陷入困境。
收到张广民等人送来
的年货，郭三妮激动
得连声道谢。

随后大家又来到
80 岁独居老人刘文
彩和残疾居民井建刚
的家中，为他们送去
爱心年货。

六旬老人送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