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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实习生 朱培炎

这个春节，她本该退休回家
安享团圆。可是疫情来了，她选
择了继续工作，并冲到防疫一
线，守护群众的安全。她就是顺
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区党总支原
书记王锐敏。2月16日，记者在
戏楼后街社区采访时，见到了正
在防疫卡点值班的王锐敏。

“体温正常，登记一下出入
记录。”“老李，尽量多买点生活
用品，减少出门的次数吧。”王
锐敏一边为出入的居民登记，一
边告诉记者，按照原计划，2月
4日是她退休的日子。但在2月4
日前，她写了一封请愿书，表达
了参加防疫工作的决心：“疫情
不退，我不退！”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我作为一名有着 20年党
龄的共产党员，责无旁贷。虽然
到了退休时间，但我仍想留下
来，站好最后一班岗，见证防疫
的胜利。”王锐敏在请愿书中写
道。

“今天体温多少？有没有不

舒服？家里有什么困难跟社区
说。”自从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
来，王锐敏每天都要通过电话、
微信及时了解居家隔离人员的身
体状况和思想动态。

一名戏楼后街社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虽已是退休年龄，但
王锐敏就像个年轻人一样，充满
了干劲，挨家挨户走访排查，一
户一户地向居民科普防护知识，
提高居民自我保护意识。

王锐敏说：“我们多走访宣
传一户，管控严格一点，居民的
身体健康就多一层保障，疫情防
控工作就向前一步”。

王锐敏还广泛动员辖区在职
党员、自管党员和热心群众 70
多人，成立了3个疫情防控临时
党支部、3个党员先锋队、6个
群众志愿服务队，设立了8个疫
情防控岗。

王锐敏王锐敏（（右右））科普防护知识科普防护知识。。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农村疫情咋防控？源汇区民
政局驻空冢郭镇大曹村第一书记
杨光制定了防疫“三部曲”：提
高村民防范意识、切断病毒传播
途径、保障生活物资供应。

“勤洗手，戴口罩，少出
门 ， 不 聚 集 ， 发 现 情 况 早 报
告！”“恁要多洗手，最好待屋里
别出门，出门要戴口罩。”为提
高村民防范意识，每天早晨杨光
通过大喇叭向村民介绍防疫知

识。一碰见出门的村民，他就讲
解新冠病毒的相关知识。“现在
村民都有防范意识，都很配合防
疫工作。”杨光说。

要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消毒
必须做到位。大曹村共 205户，
全面消毒一次需要好几个小时。
抗疫以来，杨光经常和消毒车一
起去村里各个地方消毒。

村民居家隔离不出门，生活
物资和抗疫物品要保障到位。“2
包汤圆、3 包挂面、5 斤鸡蛋、
一箱红烧牛肉面……”最近，在

大曹村的微信群里，村民每天都
会上报所需生活物品，由杨光和
村干部一起汇总后发送给村外一
家超市的负责人，采购后送到村
口，再由他们分发到村民手中。

1月27日以来，杨光吃住在
村委会院内。其间，他吃得最多
的是泡面。杨光还自掏腰包给村
里买了 15公斤酒精和数十公斤
84消毒液。

大曹村支书周会云说：“杨
光为俺村尽心尽力，村民都对他
赞不绝口，感激他、钦佩他。”

“疫情不退，我不退！”

大曹村防疫“三部曲”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昨
日，记者了解到，市消防救援支
队出台疫情防控期间《消防救援
机构便民利民“五项措施”》。

申报材料网上预审。漯河市
区群众申报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
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
消防行政许可事项，可通过消防
救援机构微信公众号、邮件等方
式进行预审、补正，并根据情况
实行“容缺登记”。

业务咨询线上答复。开通 8

个消防办事服务专用微信号，市
区群众可通过“漯河消防”官方
微信号获取办理消防行政许可的
申报资料清单、办事流程等资料
信息。

轻微违法不予处罚。对疫情
防控的应急物资生产单位和其他
涉及民生保障的单位和个人，出
现轻微消防违法行为，当场整改
完毕，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口头责令改正。

消防监督线上服务。依托

“智慧消防”物联网、微信工作
群等平台，对定点医院、隔离
点、抗疫物资生产企业以及省政
府确定的药店、农贸市场、宾馆
等五类公共服务场所开展技术指
导服务。

拓宽宣传培训渠道。依托各
类信息平台、文件推送平台，向
关键目标人群推送火灾防范提
示，开展网上消防宣传培训。利
用各种渠道开展消防安全提示
性、警示性宣传。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吴艳敏

沙北街道海河社区有一道风
景——一家三口上阵抗疫。他们
是海河社区工作人员万艳霞及其
丈夫王林、儿子王诚浩。

万艳霞说：“儿子在外地上
大学，假期回来后遇到了疫情，
我就主动到社区登记，自行全家
隔离。看到同事们天天在社区防
疫一线忙碌，我心里很着急。”

隔离一结束，万艳霞立刻投
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海河社区
相关负责人说，万艳霞担任社区
干部5年，工作认真负责、兢兢
业业，对辖区居民情况非常了

解。她主动分包了一个“三无”
小区卡点，在卡点上进行人员出
入登记、体温测量、车辆消毒、
居家隔离人员物资采买等工作。
她还参加了社区的 24小时防控
值班、在职党员双报到志愿服务
活动对接等工作。非常辛苦，但
她从来没抱怨过。

万艳霞的丈夫王林和儿子王
诚浩，看到她每天在抗疫一线忙
碌，就想做些什么。两人一合
计，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为了战

“疫”，父子俩在做好自身防护的
同时，认真值守、消毒，对进出
人员测量体温、登记、检查……
慢慢地，这对父子兵乐此不疲。王诚浩对车辆消毒王诚浩对车辆消毒。。冯晓爽供图冯晓爽供图

一家三口齐上阵

漯河消防五项措施便民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实 习 生 闫 晶

如何有效防疫、保护
自身安全？这个问题的答
案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
耳熟能详，可对于一些需
要用手势来沟通的聋哑人
来说，还有些难度。为了
让他们更好地理解防疫知
识，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胡梦阳专门录制了 《新型
冠状病毒防疫指南》 手语
版。

胡梦阳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人在
宣传防疫知识，可他们学
校的聋哑学生由于认字能
力有限，难以理解很多文
字形式的预防知识。

“手语是听力障碍孩子
交流的第一语言，在这个
特殊时期，那些有听力障
碍的孩子迫切需要了解更
多的防疫知识。我们能不

能把这些防疫知识录制成
手语视频给孩子们看呢？”
有了这个想法后，胡梦阳
和同事们一起查找资料、
观看相关新闻、搜集预防
知识，最终录制了一段手
语视频，从八个方面为聋
哑学生讲解防疫知识。

视频录好后，胡梦阳
通过微信群发给学生们的
家长。家住市区建设路的
刘女士是一名聋哑儿的母
亲，她看了这段手语视频
后十分感动。她说，由于
身体原因，女儿无法知晓
防疫知识，能做的就是不
出门、勤洗手。现在有了
手语视频，她可以更好地
给女儿普及预防知识，也
能缓解女儿的精神压力。

“对于聋哑人而言，他
们听不到新闻，那我们就
用 他 们 的 方 式 让 他 们 看
到并学会保护自己。”胡梦
阳说。

特教老师胡梦阳
视频服务聋哑人

□本报记者 杨 旭

“ 众 志 成 城 ， 共 克 时
艰，让春回大地；守护家
园，风雨同舟，为祖国加
油……”2月16日，市民闫
海根完成了歌曲 《我们手
拉手》 的创作。他想用写
歌的方式，为抗疫一线人
员打气。

闫海根是临颍三高的
退休音乐教师。疫情发生
后，他每天都盯着央视新
闻频道，关注全国各地抗
击疫情的新进展。

“我不仅是退休教师，
还是退役军人。我有几位
战友就在武汉，因此我格
外关注疫情。”闫海根说，

“还有战友因病去世，让我
痛心不已。”

疫情期间，闫海根想

为抗疫出力，却不知道能
做些什么。看着新闻报道
中医护人员悉心护理病人
的一幕幕画面，闫海根突
然有了灵感，决定发挥专
业优势，为抗疫一线人员
创作歌曲。大约花了一周
时间，闫海根创作完毕。

“这首歌的名字是 《我
们手拉手》，主题是相信全
国人民万众一心，一定可
以早日战胜疫情。”闫海根
告诉记者。

闫海根给记者发了一
段他边弹边唱的音频，激
昂的旋律中蕴含鼓舞人心
的力量。闫海根还把音频
发给了不少朋友，让他们
多提意见。“作品修改后我
会发到微信朋友圈，希望
有更多人感受到这首歌传
递的正能量。”闫海根说。

创作歌曲 鼓舞人心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吴艳敏

何晓辉是漯河四高的
英语教师。她喜欢文字爱
读书，特别喜欢格律诗词
和吟诵。“荆楚风烟薄，山
川兢惧横。泪凝翰墨骋，
肠断梦魂惊……”何晓辉
说，她写的这首诗，表达
的是对遭受病魔折磨的武
汉人民的关切，以及战胜
疫情的信心。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写
诗词。疫情发生后，我在
家除了看教案，就想着写
诗词为一线冲锋陷阵的白
衣 天 使 、 志 愿 者 加 油 鼓
劲。我们每天都会通过新
闻看到很多发生在抗疫一

线工作人员身上的感人故
事，我希望通过我的诗词
来致敬抗疫一线的战士，
坚定大家的信心，为战胜
疫情出一份力。”何晓辉
说，写诗填词时她都会围
绕特定主题构思，想着用
文字、诗词洗涤人们的心
灵，让大家行动起来，共
同抗击疫情。

“面对疫情，举国上下
同心协力，用大爱筑起了
一 道 抗 击 疫 情 的 坚 强 壁
垒。我要通过诗词为他们
发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形式，反映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各条战线抗
击疫情的决心、信心和感
人事迹，向全社会传递正
能量。”何晓辉说。

写诗填词 助力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