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2年2月9日 星期三

见习编辑：窦悦恒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 靖恒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芸芸

新春佳节，阖家团圆，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不松懈。在山东省聊城市，温暖、担当、守
护、使命……很多人坚守防疫一线，只为让
更多人过一个平安团圆的新年。

温暖：党和政府心里装着老百姓

“冲在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的健
康付出了太多，看到干部们给隔离点的群众
送虎年礼包，心里暖暖的，平安祥和的春节
需要我们共同打造。”因中高风险区返乡，正
在进行集中隔离的市民张百一得知可以领
取虎年礼包时，情绪非常激动，“虽然身处隔
离点，但住得舒心，饭菜丰盛，听说礼包中还
有慰问信，这增强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正在家中开展健康监测的戴湾镇群众
张洪安告诉笔者，最近陆续看到一些共同返
乡的工友发布的居家监测日常，大家对此都
表示理解，也对社区提供的生活保障很满
意。看到镇党委、政府将“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地给居家监测的每位群众发放物资、开
通年货秒杀直播，协助他购置年货，心里满
满都是爱。除了感恩，他主动配合防疫工
作，为家乡平安贡献自己的力量。

担当：一人坚守换来万家团圆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井冈山大学学生
李娟的寒假，那就是“忙”！作为返乡大学生
社会实践志愿者，她刚想从市民热线工作中
喘口气，又遇疫情形势骤紧，她闻令而动，在
一场场“硬仗”中以“小小的年纪”书写“大大
的担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重披“红马
甲”、一个口罩、一双手套的她义无反顾地冲
向“前线”。她逐个门店叮嘱做好疫情防控
措施、节前食品安全自检，“请您这边先扫码
登记，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寒冬时节，
雪花飘飘，没有丝毫退缩，她一遍遍指导，嗓
子已沙哑，却没有丝毫抱怨。这一道“志愿
红”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在一线闪光。

一场带货直播让聊城市派驻戴湾镇水
城屯联合村第一书记张建国成了乡村名人，
疫情袭来，为了方便群众购置年货，他带着
联合村特产平菇、白莲藕走进直播间，为群
众带货，添置生活物资。为了带领干部群众
团结防疫、守护村民平安过年，今年的“蘑菇
书记”又不能回家过年了。他说：“前段时
间，市里又增派了干部下沉一线，很多党员
干部挺身而出，舍弃小家的团圆换来了大家
的安定。”面对疫情，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闻令
而动、主动请缨，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

高飘扬，用一人的坚守换来了万家团圆。

守护：干群同建“无疫村庄”

“村口设立哨点，把党员、胡同长、村干
部、志愿者组织起来，开展哨点值班、扫码、
消杀、测温等疫情防控工作。”戴湾镇大柳庄
网格支部的甄德奎告诉笔者，他们通过“党
建+网格”，激活疫情防控“神经末梢”，筑牢
村庄疫情防控坚固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除了“党建+网格”，微信群、小程序也
是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技术力量。
水西村网格党支部书记毛国富在微信朋
友圈发了一条返乡人员扫码登记提示。
他说，用好网络技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敲门”“扫地”行动，逐一联系没有入
群的住户，确保不漏一人。服务保障、应
急联动、环卫消杀、宣传发动等防疫工作，
光靠联合村工作人员远远不够。村委会
做村民的“当家人”，干部主动担责，每个
村民都积极参与，强化了村庄的防控能
力，促进了防疫管理更加精细、服务更加
到位。

使命：春节我在岗，为您保安康

“您好，我是疫情防控专班，向您排查

返聊前的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请问您现
在居住在哪里？返聊前的具体活动地址
有哪些……”正在进行信息随访的人叫吕
焕亭，是戴湾镇副镇长，也是疫情防控党
员先锋队的一员，她自 2020 年初疫情发生
后负责返乡人员的信息排查与随访。“做
事认真负责、对待群众耐心细心”的吕焕
亭把平日里工作作风带到防疫一线。她
说：“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疏忽，
疫情不退，我们就不退。”她的孩子今年读
高三，从高一到高三的两年多时间里，照
顾孩子学习的时间少，关心返乡人员健康
的时间多，面对今年疫情防控形势，她已
列入春节值班防疫的排头兵。

“疫情防控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责任活、
良心活。我们药店、医疗机构要发挥好哨点
监测作用，把控好疫情防控关口。谨记疫情
防控是‘1’，没有这个‘1’，后面所有的工作
都是‘0’！”作为戴湾镇春节防疫一线的班
长，镇党委书记胡楠说。

透过薄薄的云层，月光洒在古镇宽阔的
道路上，替代了万家烟火。盏盏明灯慢慢熄
灭，几乎所有群众都已回到自己的家。胡楠
带队夜查回到办公室已经凌晨两点，戴湾镇
春节防疫群内提示音响起：各位战友，新春
快乐。

守 一 方 平 安 护 万 家 团 圆

□□ 马佳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节日氛围浓烈，大街小巷都张灯结
彩，充满了喜庆的年味。然而，在一线工
作的医护人员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舍
小家为大家，用坚守扛起担当与责任。

换上白大褂，走进检验科，一排排
大大小小的仪器早已在迎接等待着
她，快速投入到各种仪器的“怀抱”，刘
巧荣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些
仪器是她最亲密的工作伙伴，每天穿
梭在各大仪器间，完成着时不时送来
的化验任务，每天的步数可达 2 万步以
上。虽然这是她的工作常态，但她却
乐此不疲。

刘巧荣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医院二楼核酸实验室的负责人，
也是三楼检验科的副主任。认真、负责、
严谨、敬业是她的代名词。在同事眼里
刘巧荣是一个专业技术过硬的人，从来
都没有把她难倒的问题。把平凡的事做
好就是不平凡，刘巧荣就是这样一位
医生。

核酸检测危险性极高，不直接面对
患者，却距离病毒最近。“虽然危险，但我
不怕，因为我是检验人。”刘巧荣坚定地
表示。她和检测团队每天上午采集核酸
下午检测。核酸检测不同于常规化验，
实验室分3个区域，全部是密闭空间。二
区域进行标本制备，最为辛苦。在最为
严密的三级防护服之下，每次都汗如雨
下，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行动起来非
常不方便，但每一份标本又必须严格核
对，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误。

核酸结果检测时，外界影响因素多，

不确定性高，所以要求慎之又慎，细心再
细心，整个过程必须精密且严格。检测
时每次提取加样只加5微升的样本，因为
每排八连管没有颜色标记，提取样本全
部都是白色，所以需要两人全神贯注配
合，不能有一丝分心，工作特别繁琐，考
验的是检验人的细心和耐心，在每天日
复一日的工作中，谁都不知道她们背后
留下了多少汗水。

她和同事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进
入核酸化验室一个班次就是 4 个小时，
衣服被汗水一次次打湿，又逐渐干燥，
护目镜和 N95 口罩在鼻子和脸上压下
了深深的印子，她们都从来没有喊过苦
和累。

今年的春节，对于他人来说是欢聚、
是喜悦，然而对身在这个职位的刘巧荣
来说却喜忧参半。返乡人员多，人口流
动量增大，走亲访友容易聚集……这都
是刘巧荣身在这个岗位上担心的问题。

说到对这份工作和职业的体会，刘
巧荣笑了笑说：“虽然每天很忙、很累，
我却乐在心中，每次看着检测结果都特
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检验工作是我
心中的骄傲，我热爱这份职业，而且将
继续以高昂的工作态度奋战在防疫一
线，用行动为守护一方平安贡献自己的
力量。”

舍小家为大家

□□ 鄢怀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近日，几名刚到广元的居民冒风雪
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曾家镇中心卫生院，前往院门口的核酸
检测点排队做核酸。

“啊——张嘴。”核酸检测点，身着
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种卫正在为返
乡人员做着核酸检测采样。检测点旁
边的墙面，贴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排班
表，人员的值班时间无缝衔接，每天上
午 9 点到 12 点都有医护人员值守，为居
民做核酸。

“这段时间返乡群众特别多，检测任
务重，每天核酸检测达300人次以上。”曾
家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业泽介绍，曾家镇
中心卫生院肩负着曾家片区三镇两乡的
医疗保障和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等任务，
为保障人民群众能够过一个安全祥和愉
快的春节，该院做了周密细致的工作安
排，每个岗位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医务
工作人员实行轮休，所以很多人不能回家
过年。

“四川天府健康通注册了没？”“核酸做
了 没 有 ？”“ 从 外 地 回 来 要 主 动 报 告
哦！”……临近春节，中子镇中子铺社区网
格员向兴华穿着厚厚的棉衣，冒着风雪走
街入户，奔波在所分包的区域，开展精准摸
排工作。

每到一户，看似寥寥几句，但这是向
兴华一天的工作，也是中子铺社区每一
个普通网格员一天的工作，挨家挨户不
厌其烦向大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据了解，在中子镇中子铺社区像向
兴华这样的网格员共有 14 名，他们中有
社区干部、普通党员、社区志愿者。在村
社巷道，他们通过敲锣喊话、喇叭广播等
方式，用通俗易懂的本地方言开展防疫
宣传工作，呼吁群众少扎堆、少出门；在
线上，他们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向
群众宣传疫情防控措施，提高群众防护
意识，引导群众积极面对疫情，不信谣、
不传谣。

“我生在这，长在这，网格员这个岗
位虽然平凡，责任却不小，也很重要。”向
兴华说，他一定会坚守网格员这一岗位，
为家乡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平凡岗位显精神

□□ 卢靖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同志，请出示一下健康码和行程码。”
春节期间，在浙江省临海市的大洋小区，刚
办理完退休手续的老民警袁菊初又“上岗”
了。两周前，他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从机
场接回从缅甸归国的临海籍人员。这一次
穿上执勤服外套“红马甲”，以党员志愿者身
份，袁菊初开始守起了社区防疫的“小门”。

说起机场这“大门”，算起来，袁菊初一
守就是近两年。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初，临海市公安局接到了任务：组建接送
团。每个团要包含医护人员、公安人员和驾
驶员，逐一对归国人员身份信息确认核实
后，再统一进行定点隔离。当时，公安局大
批人手都派驻在卡点上，临近退休的袁菊初
自告奋勇，选择发挥余热加入接送团。

作为一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袁菊初一身正气。“飞机几点落地，我就几点
等在机场，大半辈子都没看过的那么多的星
空和日出。”两年间，在各机场和临海之间往
返，通宵熬夜成了家常便饭。最忙的时候，
袁菊初一天要跑两三个机场，甚至有次三天
三夜连轴转。

“像现在冷倒还好，要是天气一热，穿上
防护服就像蒸桑拿，衣物全部湿透，皮肤也闷
得发白发皱。还有好多次，全身瘫软、几近晕
厥，就是中暑了。”说起这段工作经历，袁菊初
历历在目，“最难熬的就是每次脱下防护服后
进行的全身消杀，刺激的味道让人感到窒息，

辣得直掉眼泪。”
每次交接完工作，回到隔离宾馆时，饭

菜早已凉透，加上本就被消毒水呛得没了胃
口，袁菊初只能对付着吃上几口，草草了
事。很多时候，接送任务对不上饭点，冷菜
冷饭不想吃，方便面竟成了“打牙祭”的美
味。说起来，他最早一批加入接送团，身边

“战友”换了好几茬，可袁菊初没想过“撤
退”：“我是老党员，还当过兵，站好这最后一
班岗，再退休。”

“老袁啊，你啥时候回家啊？”这是老伴
吴芃问的最多的一句话，但得到的答案几
乎都是否定的。每接送一趟，就要做核酸
检测，再隔离 15 天，确认没问题才能回
家。但往往还没满隔离期，新的任务又来
了。因此其实，回家次数屈指可数，一直处
于循环中。

那时，最让袁菊初牵挂的就是出生没多
久的小孙女，终于会叫“爷爷”了，见面次数
也寥寥无几。总算等到退休了，可袁菊初又
舍不得收起执勤服。从接送团回来不到一
礼拜，他又在社区志愿者服务群里活跃起
来。不过，家人很理解，也很支持。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多了，特别是早
晚高峰，小区进出人流量大，就来帮忙一
起检查双码。”一边说，袁菊初一边搓双
手，时不时哈口气，江南天气湿冷，不多动
几下，身体就会冷，“退休只是职业生涯的
休止符，可党员是一辈子的，就该发光发
热。这回不走远，守完社区小门，就回家
守着自己家门。”

站好最后一班岗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文/图

“这是一个陶器文化村，我们专程来看
民俗活动，很有年味儿！”正月初五，从周边
村庄驾车来看文艺节目的李氏母女非常高
兴。走进河北省涿鹿县东窑沟村，记者看到
有扭秧歌的，唱大戏的，还有舞龙的，敲大鼓
的，小山村里的人们以喜庆的彩绸鼓乐欢度
新春佳节。

据介绍，在 2018 年北京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博览会上，“年味东窑沟”传统文化年和

“陶乡过端午”民俗节庆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陶艺小镇”东窑沟村一炮而红成为广大游
客的“打卡”地。

东窑沟村地处桑干河峡谷东端，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水、煤炭、陶土等资
源丰富，村民世代以制售陶器为生，据传已
有千余年的历史。

近年来，该村充分挖掘利用千年制陶
文化，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投资建成陶艺博
物馆、体验馆，恢复“古陶一条街”。利用村
委会和村学校闲置场地新建陶艺博物馆、
陶艺学校 2000 多平方米，聘请名师精心打
造，绘制文化墙，增建假山喷泉，整修大门，
让古镇面目一新。新建面积 600 多平方米
的住宿、餐饮接待中心，能够同时为百名游
客提供食宿。同时购置制陶机具，聘请制
陶艺人现场表演，传授技艺，玩泥制陶成为
游客的新时尚。

“有许多在外面做生意的乡亲返回
家乡，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东窑沟
村党支部书记侯建国欣慰地说，依托桑
干河，夏季在村前河谷、洼地规划建设垂

钓园，发展桑干河畔垂钓游，开设集餐
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民俗风情农家
院，提高东窑沟村旅游接待能力，积极寻

求新的致富产业，为村民提供新的收入
增长点。

据悉，今年的民俗文化节延续到正月十

六，文化节期间举办陶艺体验、民间社火、大
秧歌、唱大戏、长扇舞、旗袍秀、冰上运动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

陶器文化村 民俗年味浓

“陶艺小镇”东窑沟村的乡亲们正在敲大鼓，身披新年彩装的村民跳起欢快舞蹈。

日前，村民在青岛莱西市蝴蝶兰生产基地为游客组装盆景。近年来，山东省青
岛莱西市河头店镇打造集品种研发、种苗繁育、栽培种植、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蝴
蝶兰生产基地——“胶东半岛花卉中心”，该基地面积5000平方米，年产成品蝴蝶兰
7万株。春节期间，该基地成为市民欣赏、购买蝴蝶兰的“网红打卡地”。

魏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晓燕 鲁明

“春节前，在村文体广场举行的活动
上，我一眼就认出了正在书写春联的省
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陶耀文，他之前也
给我家写过一次春联！”甘肃省会宁县厍
弆村村民韩永东介绍着大门上春联的来
历，“那是三年前，当时是在旧村址里写
的。时间过得真快，三年了，村子变了
样，我们的日子也变好了，但感觉书法家
们对我们农民的感情没有变。想到这一
点，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韩永东所说的活动是由中共甘肃
省委宣传部等 15 个部门共同主办的
2022 年甘肃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中走进厍弆村活动，来自省、
市、县三级书法家协会的 18 位书法家冒
着严寒挥毫泼墨，为村民带来一副副寓
意吉祥、饱含喜气的春联，让人们感受
到了新春佳节之际融融的暖意和浓浓
的年味。

“给你开的这几种药记得按时吃，
建议明年做个胃镜再看一下。另外，
要注意生活方式，不要吃甜的、油的东
西，浓茶要少喝，要忌烟酒，睡觉前两
小时最好不吃东西……”甘肃省人民
医院消化科医生袁作辉的这几句贴心
话在耳畔响起，让 56 岁的厍弆村村民

贾志毅的心里格外温暖：“大夫上门义
诊，像家人一样细心、耐心地关心我，
让我非常感动。”

《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莫忘》《警
惕！保健食品陷阱就在身边》《购买药
品要注意什么》《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
科普画册》……在当天的活动现场，除
了春联，关于劳动纠纷、食品安全、安全
生产等政策法规的宣传图册，也受到了
乡亲们的欢迎。“新春佳节，其实正是引
导群众学习政策法规和文化、科技、卫
生知识的好时机。”会宁县大沟镇综治
中心主任郭永文说，“三下乡”活动为乡
亲们送欢乐、送知识、送健康，有助于农
村进一步培育形成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同行互促的良好局面。

“如今的厍弆村，文明新乡风的引
领作用日益凸显，干部群众勠力同心，
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会宁
县大沟镇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去年以
来，着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机衔接，大沟镇党委、政府全
力推动厍弆村两大基础产业，全膜玉
米、黑膜马铃薯、主导产业蔬菜大棚种
植、辅助产业牛羊养殖和新兴产业林
果经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目前，
全村乡村旅游产业实现提档升级，农
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群众生活
的品质明显提高了。

甘肃省会宁县厍弆村

文化科技卫生下乡“暖”新春

蝴蝶兰中映春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