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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晓雨

本报讯 1月 19日上午 10点，
在卫东区五一路街道总库路疫情
防控点，新华路小学的贾林霓、翟
恩赐等5名小朋友戴着鲜艳的红
领巾，认真跳起手语舞《谢谢你》，
一旁 7名防疫志愿者认真观看，
并随着音乐声为小朋友们拍手打
节奏。

贾林霓的妈妈何女士是市特
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近日将女儿
学跳手语舞的视频发到家长群
里。翟恩赐的妈妈赵静看到视频
后，主动联系何女士，表示希望让
孩子学习舞蹈，表演给防疫志愿
者。何女士十分支持，鼓励贾林霓
也参与表演。群里另外3名学生家
长了解情况后，也主动让孩子加入。

据了解，赵静是五一路街道
工作人员，参与了防疫志愿者的招
募、组织工作。“天气寒冷，志愿者们
不辞辛苦，日夜轮流值守，让人十分
感动。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向志愿者们表达感谢，也让孩子们
认识到志愿者们的付出，珍惜生
活。”她说。

“小朋友们的感情最真挚，看
了他们的表演，我感觉心里很温
暖。”志愿者任旭东说。

萌娃跳起手语舞
致敬防疫志愿者

□记者 李霞

本报讯“三七社区防疫战，
管控措施非常严；工作人员沉一
线，党员干部冲在前；小区门口设
卡点，从早到晚不间断……”近
日，一段名为《三七街社区防控
严》的小视频在新华区西市场街
道三七街社区居民微信群中走
红。

1月19日，在三七街社区党委
书记宋晓丽的朋友圈内，此段小
视频获得众多点赞。宋晓丽说，
小视频以三七街社区志愿者在小
区内开展各种防疫工作为背景，6
位社区居民以诗朗诵的形式，很
接地气地宣传了社区防疫小知
识。由于内容通俗易懂、形式别
致新颖，很受居民们欢迎。

据参与录制视频的6位居民
之一闫红恩介绍，他们 6 位居民
都是社区“碧水蓝天”朗诵艺术团
的成员，住在三七街社区三环佳
苑小区。1月10日，当他看到社区
志愿者有的在卡点值班，有的在
楼道内消毒，大家都在积极为小
区防疫作贡献时，有感而发写了
一首名为《三七街社区防控严》的
打油诗，发到朗诵艺术团的微信
群中，大家都觉得他写得不错。
于是他一鼓作气，又联合同小区
的董武霞、王小娟、刘春霞等团
员，与社区配合，录制了这段小视
频。

居民自制小视频
传播防疫大力量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师傅，你是从哪儿来
的？车里装的是什么？请
出示你的核酸检测报告、行
程卡和健康码。”1月 18日晚
上8点27分，在宁洛高速平
顶山南站出口，今年60岁的
民警宋进东拦停一辆刚刚
下高速、准备进入我市的厢
式货车，对司机及车辆进行
例行检查。这天，宋进东上
的是夜班，他要从晚上8点
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

宋进东是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湛河大队的一
名民警，有着24年党龄，今
年已是他当交警的第42年。

冒着严寒值夜班

宁洛高速平顶山南站
是我市的一个重要出入口，
也是鹰城的南大门，这里每
天有大量外地大货车驶出高
速进入我市。自 1月 4日一
早平顶山南站疫情防控卡点
开始运行以来，宋进东和湛
河大队的同事们就来到这
里，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1 月 18 日晚上 7 点 55
分，宋进东提前几分钟来到
卡点，准备开始工作。在卡
点北侧，有一个不到10平方
米的简易活动板房，这是他
们的临时休息场所，每隔两
小时可以进来稍微暖和一
下，喝杯热水。出简易活动
板房前，宋进东穿上一件荧
光黄色的警用反光雨衣。

“你别看这衣服薄，但它很
隔风，比穿反光背心暖和！”
宋进东说，“夜里卡点的气
温比市区低一两摄氏度，还
是比较冷的。”当晚，天气预
报的市区最低温度是-2℃。

虽然已经当交警 40 多
年，在各种极端天气里都露
天执勤过，但说起半夜的寒
冷，宋进东忍不住跺了一下
脚：“这会儿还不算冷，等到
夜里两三点，那种被冻透的
感觉真是不好受。”不过，这
么多天来，他和同事们已经
找到了一些御寒的小方法：

原地蹦跶蹦跶，去休息室喝
杯热水，实在不行就围着卡
点跑一圈。

认真查验入市车辆

到了晚上，很多大货车
从平顶山南站下高速，从晚
上 8 点半到 9 点半，宋进东
共检查了32辆大货车、13辆
小汽车。宋进东说，值夜班
的交警一共有7个人，正常
情况下两个人一班，两小时
一轮换，但如果车辆较多，
他们7个人都要到岗。

目前，在平顶山南站下
高速的大货车，如果是外地
牌照，需要出示随车人员的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健康码和行程卡，还要
查验货单。“按照我市疫情
防控要求，只有装载生活必
需品、快递等物的大货车才
能放行。”宋进东说。

如果是小客车，本地牌
照的车辆只需查验健康码、
行程卡；其他地方低风险地
区的来平返平车辆，还要查
验核酸检测报告；如果是高
风险地区的车辆，一律原路

劝返。查验车辆一切合格
后，还要进行登记，给随车
人员量体温，最后才会放
行。

“我们要求严格，就是
为了守好鹰城南大门。”宋
进东说，大部分人都很配
合，但也有一些人不理解，
他们也遇到挨骂的情况。

站好最后一班岗

40多年的交警生涯，给
宋进东带来了成就感和获得
感，也给他带来了职业病。

宋进东的右腿3年前因
为静脉曲张动了一次手术，
现在留下了病根，久站或者
逢阴雨天气，右腿总会隐隐
作痛。遇上值夜班，他就穿
上最厚的棉裤，外套防风
裤，“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宋进东说，熬夜对已经60岁
的他也是一个挑战，夜班要
持续12个小时，“实在困了，
就嚼个槟榔提神”。第二天
上午回家，他得睡上至少 5
个小时才能缓过神来。

1月18日晚上9点半，已
在室外站了 1 个多小时，记

者渐渐觉得双腿冰凉，开始
有些发麻，忍不住不停地踱
步，把手揣进羽绒服兜里。
宋进东拿着小喇叭，还在南
站出口处等待、检查、引导
车辆，不时地走动着。

从去年夏天在平顶山
南站设立疫情防控卡点到
这次，宋进东一直都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春节临近，高
速口外地车辆明显增多，这
也给宋进东和同事们的工作
带来更大挑战。宋进东的敬
业精神也感动了很多年轻交
警，与他搭班的民警陈路培
说：“宋大哥是我们单位的老
黄牛，一辈子兢兢业业，值得
我们年轻民警学习。”

说起新春愿望，宋进东
期待疫情早日结束，奋战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的所有工
作人员身体健康，希望大家
能过个好年。“过完年就该
退休了，我其实很舍不得，现
在特别珍惜工作的每一天，
希望自己在最后的职业生涯
里能作出更多贡献，站好最
后一班岗。”宋进东说，在休
息室里，他摘下警帽，摸着警
徽，眼里满是不舍……

60岁老党员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

守好鹰城南大门 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吕占伟

“请您下车，戴好口罩，
出示健康码、行程卡，在这里
登记信息后测量体温。”1月
17日下午 4时许，在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库庄村
口疫情防控点，71岁的该村
老党员、退役军人商东坤向
准备开车进村的一名私家车
车主说。

“期超，你刚到岗没多
久，可以多跟雨凡学学操作
流程，一定要把守好入村的

第一道关。”说话间，商东坤
揉了揉发酸的腰部。该村寒
假返乡大学生商期超和王雨
凡连忙搬来一把椅子，让商
东坤坐下休息。

“库庄村向北直通长安
大道，车辆在村口通行率较
高，因此，守住村口这道关在
当前疫情防控中显得很重
要。”该村党支部书记商湘在
一旁介绍说。本月初，由村
委组织和自愿报名相结合，
该村组成了由村“两委”干
部、党员、退役军人、寒假返

乡大学生组成的 12 人疫情
防控队伍，防控点设在村口，
村里出资购买了活动板房，
添置了电暖器、电油汀和床
铺，要求“值班 24小时不能
空岗”。

“令人感动的是，我村现
年71岁的老党支部书记、老
党员、退役军人商东坤，不顾
去年 10 月刚做过泌尿外科
手术，停药才半个月，就主动
要求加入村口疫情防控值班
队伍的行列。”商湘透露，在
该村去年夏季防汛和疫情防

控期间，商东坤也自愿参加
了值班。

在商东坤的感召下，库
庄村的两名寒假返乡大学生
也自愿加入村口疫情防控点
值班队伍的行列。他们是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大一男生商
期超和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大三男生王雨凡。

“商东坤是我的伯字辈，
经常听我爸提起他。这次他
带病参加疫情防控值班，给
我们晚辈树立了好榜样。”商
期超说。

七旬老人抱病坚守村口疫情防控点

宋进东查验入市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