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临颍县城关街道西
街村村民刘风根是一位
有 20 年党龄的老党员。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无
论是宣传防疫知识，还
是在卡点值班、在街道
消毒，常常都有他忙碌
的身影。

自 疫 情 防 控 战 打
响，刘风根第一个报名
当志愿者，值守村口。
刘风根不仅自己参加，
还 动 员 儿 子 和 亲 属 参
加 。 在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中，消毒是一项艰巨而
重要的工作，刘风根除
了值守村口卡点，还主
动请缨，担负起消毒工

作。“得有二十多天了，
只要我出门，就能看见
老刘在忙。”2 月 27 日，
向记者提供线索的村民
刘女士说。

在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中，如何提高村民对新
冠肺炎危害的认识十分
重 要 。 刘 风 根 配 合 村

“ 两 委 ” 和 其 他 党 员 ，
在 村 里 大 街 小 巷 贴 标
语、散传单、拉横幅，
利用手机网络平台宣传
防疫知识，阻疫抗疫的
方法步骤，做到宣传到
户到人。“村子是一个
大家庭，防疫就像是守
护家园，每个人都该出
一 份 力 ， 何 况 我 是 党
员，得冲在前面。”刘
风根。

“我是党员，得冲在前面”

□本报记者 于文博
通 讯 员 黄帅兵

“今天对碧水轩等十
个 小 区 楼 栋 进 行 了 消
杀，给五位居民办理了
健康申请，复工的企业
有 两 家 ……” 每 天 晚
上，在召陵区天桥街道
滨河路社区的工作微信
群里，都可以看到类似
的总结，这些都是该社
区党支部书记、社居委
主任赵艳敏发出的。

赵 艳 敏 ， 今 年 37
岁，从大年三十开始，她
就成了社区防疫一线的一
名“战士”，挨家挨户摸
底排查、走街串巷宣传、
日夜值守疫情防控点、收
集上报人员信息，常常工
作到深夜。“疫情防控容

不得半点的马虎大意，必
须 时 刻 绷 紧 防 疫 这 根
弦。”这是赵艳敏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辖区一户居民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感染者后，赵
艳敏第一时间与小区物业
取得联系，封闭了该居民
所住单元楼并进行全面消
毒，叮嘱其家属做好医学
居家隔离，并安排专人每
天为他们送去蔬菜、米、
面等生活用品。同时，赵
艳敏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
了他们，随时帮忙解决问
题。

“我是社区的党支部
书记和主任，更是一名党
员，我要对辖区居民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赵艳敏说。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2 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苏艳红

本报讯（记者 齐 放）为
传递战“疫”正能量，见证
战“疫”中难忘的瞬间，展
现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
界、广大人民群众在疫情面
前展现的向心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2月27日，市委
宣传部和市文广旅局联合
向社会各界征集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资料和实物，以
备举办主题展览。

据了解，此次征集的
内容具体包括：文献类、
实物类和口述资料，只要
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形成的，具有收藏、研
究和纪念价值的文献、实

物和资料均可，不限地域。
文 献 类 包 括 文 字 资

料 、 图 片 资 料 、 声 像 资
料、宣传资料等；实物类
包括与抗击疫情相关的物
资、装备及实物证明、荣
誉和纪念资料，以实物形
式为载体的艺术作品等；
口述资料包括医护人员及
其他一线工作者、新冠肺
炎患者、疑似病例、广大
市民等采访内容。

据了解，本次征集工
作 具 体 由 漯 河 市 博 物 馆
承 担 ， 相 关 实 物 资 料 将
在 疫 情 结 束 后 送 至 漯 河
市博物馆。

见证战“疫”难忘瞬间

我市征集抗疫资料和实物

□本报记者 尹晓玉

“现在能补牙吗？”“孩子弱
视 ， 到 复 查 时 间 了 ， 能 复 查
吗？”……近日，市区多家医院
相继发出通知，因疫情暂停门
诊将复诊，很多市民表示想了
解各医院的复诊详情，尤其是
眼科、口腔科和耳鼻喉科接诊
情况。

1月底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我市各大医院相继
发布了部分门诊停诊的公告。
如：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
除急症诊疗和必需的择期诊疗
项目外，暂停诊疗活动；胃肠
镜 、 支 气 管 镜 、 喉 检 、 眼 底

镜、肺功能测定、呼气试验、
放射科胃肠道钡餐等除急诊外
暂停检查。为此，一些非急诊
患者选择了推迟就医。

针对患者关心的问题，记
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市多数
医院已基本恢复正常的接诊秩
序，但口腔科、耳鼻喉科和眼
科尚未开始正常接诊，只接收
急诊患者。

2 月 26 日，市二院发出通
知，当日起，有序恢复正常诊
疗 秩 序 ， 门 诊 各 科 室 （口 腔
科 、 耳 鼻 喉 和 眼 科 只 开 设 急
诊）、医技科室及专科病区全面
开展医疗服务。2月27日，记者
从市三院了解到，目前除了眼

科和口腔科只接急诊外，其他
科室都已正常接诊。“目前，我
们医院口腔科、眼耳鼻喉科只
接急诊，其他诊室正常接诊，3
月 2 日起恢复常规健康体检。”
市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那么，口腔科、眼科和耳
鼻 喉 科 的 急 诊 接 收 哪 些 病 人
呢？市二院一名医生表示，口
腔科急诊主要处理急性牙痛、
牙外伤、口腔颌面部创伤和感
染等。眼科的急诊主要接诊青
光眼、眼外伤、电光性眼炎、
急性结膜炎等必须做紧急处理
的患者。耳鼻喉科急诊主要接
收 的 患 者 有 鼻 出 血 、 食 管 异
物、下咽异物、中耳炎等。

“目前，常规的牙齿修补和
眼部、耳鼻喉部的检查，尚不
能做。”市区多家医院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但患者可以通过线
上或者电话问诊。

医院诊疗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这两天芦笋是上午、下
午各采收一次，大多都是市区
各小区居民团购的。”2 月 27
日，舞阳县侯集镇闫刘村北芦
笋产业园的关小辉告诉记者，
原本无人问津的芦笋，这几天
的销量非常不错，每天采收的
都能销售一空。

记者了解到，2月 24日本
报 3 版刊发的 《急！农户 100
多亩非洲菊滞销》和 2月 26日
本报2版刊发的《芦笋滞销 急

寻帮助》 后，芦笋的销量不
错，但非洲菊仍急需买家。

关小辉告诉记者，这几天
他们每天都能接到订单，大多
是市区各小区团购的，每天采
收 100多公斤芦笋，都能销售
一空。“有这么多的热心市民
来帮忙，我很感动。”关小辉
说。

家住市区阳光水岸小区的
司女士告诉记者，她在网上看
到芦笋滞销的信息后，马上把
信息发到小区的业主群里，发
动大家团购。“一天的时间，

我们小区就订购了60多公斤芦
笋 ， 过 几 天 准 备 再 团 购 一
次。”司女士说。

而问十乡前问十村的 100
多亩非洲菊的销售情况依旧不
太乐观，2月 26日，张晓燕告
诉记者，有外地客户订购了一
批非洲菊，可是无法运输，团
购的也是少数。“有两个小区
的热心人在网上看过报道后，
专门跑来拉走了 100多扎，但
现 在 还 有 大 量 的 非 洲 菊 滞
销。”张晓燕说，希望有更多
的热心买家来帮帮她。

芦笋销路顺畅 非洲菊急寻买主

□本报记者 齐 放

“原来想着春节后能把这
200多箱粉条卖完，没想到遇
到疫情，现在粉条找不到买家
了。”2 月 27 日，在郾城区龙
城镇大军王村闲置的村室内，
村党支部书记王波周看着这些

粉条，着急地说。
王波周告诉记者，他承包了

100多亩地，去年种的是烟叶套
红薯，红薯收获了1万多公斤。
他把红薯全部打成粉芡做成了
粉条。因为是纯红薯粉条，销
路不错，春节前剩余了 200多
箱，可是现在没人要货了。

“我种红薯时用的工人是
村里的几家贫困户和脱贫户，
做粉条时也是贫困户干的活
儿，这也是我们村的一个扶贫
带贫项目。”王波周说。

王波周的红薯粉条现有
200 多箱，每箱 5 公斤，现在
以每箱 100 元的优惠价格销
售，有需要购买的朋友可以电
话联系。联系人：大军王村党
支 部 书 记 王 波 周 ， 电 话 ：
13939526565；驻村第一书记
宋建军，电话：13569681022。

粉条滞销 期盼援手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从 2 月 26 日晚开始，在源
汇区干河陈街道祥和社区的党
员微信群里，党员们自发举行
了防疫捐款活动，截至 27 日，
共捐款 3000多元。该社区负责
人表示，会把这笔捐款送到上
级党组织，用于防疫工作。

在祥和社区的党员微信群

里 ， 记 者 看 到 许 多 这 样 的 信
息：“我是党员，你接收一下
捐款。”“我要捐款，直接转账
可以吗？”“收一下捐款，请不
要记我的名字。”……和这些
消息一起的，还有许多转账记
录。郭玉金今年 64 岁，有 40
年的党龄，得知捐款活动，他
积极参与。

据了解，这并不是祥和社

区的党员们第一次捐款活动，
疫情发生后，该社区陆续有人
捐款捐物，不仅如此，还有不
少 人 加 入 社 区 抗 击 疫 情 的 工
作 ， 在 各 疫 情 防 控 点 值 班 站
岗。

“感谢大家为抗击疫情做出
的努力，大家团结一心，一定
能早日战胜疫情。”祥和社区党
支部书记何金友说。

党员自发捐款 助力疫情防控

架 起 服 务 桥 梁
解 决 购 销 难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