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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记者 李霞

本报讯 1月 18日上午，
在湛河区马庄街道铁南社区
市第二面粉厂家属院疫情防
控点，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
里，大学生志愿者陈赵童、李
楠二人正在对车内人员进行
测温，检查健康码、行程卡。

组团参与社区防疫

陈赵童今年 18岁，家住
铁南社区豫森时代新城小
区。是河南工学院大一学
生。去年 10月，她通过校学
生会成了一名志愿者，在校
园内负责义务打扫卫生等。
最近，她又积极响应社区号
召，成了一名防疫志愿者。

“1月9日我上岗后，又将
社区招募防疫志愿者的消息
发到我们学校的校友群内，
很快有5位同学报名参加，巧
的是我们几个同学还是‘三
同’，即同校同岁同住一个小
区。”陈赵童笑着说。这段时
间，他们几个组团开展志愿
服务。

“天这么冷，我经常看见

他们几个穿着红马甲，轮流
在这儿值班，为我们居民量
体温，查看健康码，特别辛
苦！”院内居民郑杰说。

统计信息收获大

大学生志愿者焦婉露、
程壮壮与陈赵童同岁，二人
自1月 10日报名成为志愿者
后，每天主要负责统计各种
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报表及资
料。

“最先接触的是外地中
高风险地区返平人员信息登
记，需要挨家挨户打电话核
实；有的居民年龄大听不清
楚，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大
声‘喊话’；有的居民说的是
方言，听清楚后得再重复多
遍向对方求证……”焦婉露
说，这是她当志愿者后社区
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让她
充分体会到了基层社区工作
的辛苦。

“收获很大，通过实践，
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
识，也明白了干什么事都需
要坚持和认真。”程壮壮说，
他每天主要负责社区的各种

防疫报表汇总。有一次，他
统计某小区居民信息时，发
现原本登记的 125位居民信
息不知为何漏掉了一个，于
是他静下心来，一点点地核
实，整整查了 4 遍才找到原
因。

忙碌着，也感受到温暖

1月 17日一大早，在豫森
时代新城小区疫情防控点，
18岁的辖区大学生志愿者宋
佳璐穿上红马甲，先将防疫
检测点打扫一遍，又喷洒一
遍消毒液，接着在桌子上摆
上登记本、测温枪……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

豫森时代新城小区共有
8 栋居民楼 1500 余户居民，
人流量较大。宋佳璐与小
区物业人员一起，主要负责
为进出小区的居民进行扫
码 、测 温 、宣 传 防 疫 知 识
等。

“总有居民问我们：冷不
冷，累不累？过往车辆通过
时，基本上司机都会主动降
下车窗配合登记，临走还会
对我们说声‘辛苦了！’有一

次我值班，一位身材瘦小的
老奶奶拎着一大袋子香蕉和
小橘子要分给我，我不要，她
就硬塞到衣兜里……”宋佳
璐说，在防控点当志愿者虽
然有点累，但是总让她感到
温暖和感动。

在轻工路小学家属院疫
情防疫点值班的大学生志愿
者单璐瑶说，最让她感动的
是，有一天临近中午时，天空
飘起了雪花，她与一名社区
工作人员一起值班时，一位
70多岁的老大爷先是给她俩
一人端来一杯热水，后又送
来小面包，让她们“快中午
了，先吃点东西垫补垫补”。
那一刻，她很感动，更加觉得
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据铁南社区党委书记杜
亮介绍，他们社区共有 16名
大学生志愿者，连日来，他们
配合社区值守防控点，进行
防疫宣传，排查外地返平人
员，帮居家隔离人员代购食
品等。工作虽辛苦，但没有
人请假、迟到或早退，也没有
人因苦和累而撂挑子，在家
门口彰显出责任与担当。

大学生志愿者组团上岗
家门口彰显责任与担当 口记者 胡耀华

本 报 讯“安全防控很关
键，传谣信谣不能干，人心惶
惶可咋办？别乱！出入扫码
莫大意，一米距离要谨记，全
民齐心共防疫，给力……”1月
18 日，在鲁山县赵村镇街头，
数名身穿红马甲的女子通过
手中话筒，以说唱“三句半”的
形式宣传疫情防控常识。

该“三句半”内容简单明
了、通俗易懂，由赵村镇副镇
长兼妇联主席付娟娟组织编
写。“目的是为增强村民的疫
情防控意识。”付娟娟说，参与
宣传的都是镇妇联工作人员，
她们 1月 14日开始走村串巷，
把疫情防控知识传给百姓。
与此同时，她们还把该“三句
半”内容以视频形式在微信朋
友圈发布。

赵村镇妇联自编
防疫宣传“三句半”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疫情防控形势紧
张，市区一对小夫妻取消了婚
礼。1 月 18 日，新娘陈女士在
电话中说：“虽然我们很舍不
得，但我们应该积极配合。”

陈女士在我市一高校工
作，新郎张先生是我市一家事
业单位的职工，两人今年都是
32 岁。2021 年夏天，两人订
婚，婚期定在今年1月11日。“我
们早就订下了酒店、婚庆、跟妆
跟拍，谁知道临近婚期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只能取消了婚
礼。”陈女士说，很多亲戚朋友
都在外地，他们早早就发了请
帖，原定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大概
有30桌。

陈女士的父亲说，他们一
一通知亲友婚礼取消，并解释
了原因，亲友一致理解并点赞。

“我们上个月已领了结婚
证，等疫情过去了再补办婚礼
吧。”新郎、新娘一致表示。

因疫情取消婚礼

这对小夫妻很淡然

口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月 18日中午，郏
县薛店老字号豆腐菜经营者、
薛北村村民李会利、李松辉姐
弟俩来到镇政府、薛西村、薛南
村3个疫情防控点，给值守人
员送来爱心午餐。

新一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后，看到防疫人员十分辛苦，李
会利姐弟俩就商量着为他们做
点实事。从 1月 10日开始，李
会利、李松辉姐弟俩就开始精
心挑选豆腐、粉条、羊肉等食
材，经过烹饪后，每天中午为薛
店镇政府、薛西村、薛南村3个
疫情防控点的 15 名防疫人员
送去豆腐菜和油条。

李会利姐弟俩表示，他们
将持续为防疫人员提供爱心午
餐，直到疫情防控工作结束。

姐弟俩为疫情
防控点送豆腐菜

口记者 邢晓蕊

本报讯 22路、23路、37路、
52 路区间、59 路公交自 1 月 19
日起暂停营运，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这是记者 1月 18日从市
公交公司了解到的。

据市公交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和属地化防控政策，我市
发往部分村庄的公交线路客流
骤减。为切实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经报请市交通运输局同
意，该公司决定自1月 19日起，
暂停营运22路、23路、37路、52
路区间、59路公交，恢复时间另
行通知。

市民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公交
客服热线3382000、3382111咨询。

这五路公交车
今起暂停营运

口本报记者 牛超
通讯员 赵天坤

“婶儿，您脖子上怎么
有处伤口？”

“没事！我前一阵子在
郑州住院做手术，伤口缝了
两针。现在居家隔离，出不
去，所以就没法拆线，这两
天伤口好像有点感染了。”

“这怎么能行？您在家
等着，我立马联系医生给您
处理一下！”

…………
这是新华区西高皇街道

中央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沈

亚南与社区居民的对话。
1月 18日上午，沈亚南

到春华国际茗都小区一居
家隔离人员家了解情况时，
发现这位居民脖子上的伤
口有异常，立即联系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李念谕医生。
得知情况后，李念谕做好防
护，带上医药包赶到该居民
家，为她拆掉脖子上的手术
伤口缝合线，并为伤口消毒
包扎。同时，李念谕给其留
下消毒用品和个人电话，告
知其每天要定时消毒，如果
遇到困难，可及时联系她。

据了解，自我市本轮疫

情防控开始以来，中央花
园社区针对居家隔离人
员，采取了安装电子门磁、
建立“一人一档”工作台
账、“一日一巡查”等管理
措施。此外，还成立由社
区干部、网格员、物业人
员、志愿者、医护人员组成
的“居家隔离人员志愿服
务队”，通过上门核酸采
样、一日两测体温、清理生
活垃圾、运送生活物资、及
时进行心理疏导等方式开
展温情服务，真正做到盯重
点、堵风险，“隔离不隔心，
隔疫不隔爱”。

居民居家隔离伤口感染
社区联系医生进行医治

1 月 18 日，市区中兴
路名门世家小区，市义工
联合会蓝天救援队队员进
行公共环境消杀作业。蓝
天救援队分多个小队，义
务为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居
民院进行消杀，截至当天
下午 3 时，已完成 60 多个
居民院的消杀工作。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居民院消杀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