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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丽亚

“居民区的消毒一定要仔
细，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2
月29日，记者在郾城区龙塔街
道陵园路社区陵园路南头的防
控点看到周爱云时，她正在交
代社区志愿者、自己的哥哥周
新安去居民楼消毒。

今年57岁的周爱云是陵园
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作为一名
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她毫不犹豫地冲在一
线。

“我哥已经 61岁了，但他
说自己是党员，要发挥余热。

他每天背着消毒箱，在背街小
巷、小区消毒，晚上还要在防
控卡点值勤。”在周爱云的带
动下，她的哥哥、妹妹、女儿
和侄子都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奋战在防疫一线。

51 岁的妹妹周玲玲，第
一时间加入社区巾帼女子防
控突击队。作为一名志愿者
在社区疫情防控卡点值勤，
协作办理居民出入证，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侄子周冲坚持
在辖区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张
贴疫情防控宣传页，劝导居民
不聚会、不聚餐、不串门，出
门戴口罩。他在防控卡点值勤

时，对进出的居民详细询问、
认真登记，测量体温，消毒。
女儿李丹成为陵园路社区疫情
防控心理疏导站心理咨询师，
女婿周仕洋是南街社区的一名
工作人员，也战斗在疫情防控
一线。

提起家人，周爱云心中充
满了感动和愧疚，感动的是家
人对自己工作的全力支持，愧
疚的是一家人只能在防控卡点
匆匆见上一面。

“希望疫情早点儿过去，
到时候我们全家人要坐下来好
好团聚，这场疫情让我们有了
更多共同回忆。”周爱云说。

抗疫全家总动员

□本报记者 张玲玲

真情守护老人的护理员李
新安、特困老人夸赞的“好闺
女”史菊红、带病奋战抗疫一
线的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王黎
明、为抗疫捐出5000元的“90
后”教师耿会杰……这些先进

典型的故事，无一不令人感
动。这些典型人物的发掘者，
来自全市民政系统宣传工作者。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市民政局动员全市民政宣
传工作者及时从不同侧面发现
基层最美“逆行”身影、展示
先锋人物风采，先后以“先锋

榜”、“志愿者风采”、慈善专
稿等形式，推出一线抗疫典型
人物 100 余名。截至 2 月底，
漯河民政网共发布全市民政系
统疫情防控工作动态 183 篇、
微信公众号推送 196篇，在中
国文明网、《漯河日报》 等媒
体发表抗疫宣传稿件142篇。

榜样的力量

□本报记者 尹晓玉

疫情期间，为丰富广大群众
“宅”在家中的闲暇生活，3月1
日起，市文广旅局为广大市民推
出了文化慕课、微课直播、看图
识画、翰墨中华等线上文化服务
项目。

据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3月 1日至 8日，市文化馆
将推出“以艺治疫，文化慕课”
十二讲系列活动。课程设置有：
教你吹口琴、教你弹钢琴、教你
学唱歌·美声篇、茶艺入门课
程。3月1日至7日晚上8点，市
图书馆将推出系列微课直播，内

容包括：记忆的黄金时段及诀
窍、面对校园欺凌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朗诵的技巧——如何表达
思想情感。市博物馆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公开 18集书法微电影

《翰墨中华》。同时，我市知名广
场舞老师美久老师将在抖音等平
台在线教舞蹈。

网上学才艺

□本报记者 张玲玲

“疫情无情人有情，社区
干部打冲锋；战役一线冒风
险，党的温暖送家中……”
这是万留德和李玉梅夫妇写
给湘江路社居委主任刘嘉英
的一封感谢信。

今年 80多岁的万留德和
李玉梅夫妇居住在经济技术
开发区湘江路博顺未来华城
小区，孩子们不在身边。自
1月 23日采购完年货后，由
于家中没有备用口罩，老两
口一直没有出门。眼看家中
囤的食物快吃完了，老两口
忧心忡忡。他们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给湘江路社居委主
任刘嘉英打了一个电话。“打

完电话不到一个小时，我们
所需要采购的物品全都送来
了。”李玉梅说。

令李玉梅和老伴儿没想
到的是，每隔两三天，他们
就会收到刘嘉英的信息，询
问家里生活物资的储备情
况。“几天前，燃气充值卡需
要充值，刘主任就派人过
来。总是给他们添麻烦，我
们心里过意不去。”李玉梅
说，虽然孩子们不在身边，
但社区工作人员的关心让他
们倍感温暖。他们本想制作
锦旗表达谢意，但因为不能
出门，便写了一封感谢信，
表达谢意。写完之后，李玉
梅将感谢信拍下来，通过微
信发送给刘嘉英。

八旬夫妇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陶小敏

2月 27日，临颍县人民
法院速裁庭通过“云庭审”，
在线成功调解一起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实现了疫情防
控与审判工作两不误。

程某强是我省淮阳县安
岭镇某村村民，于 2018年 9
月至10月在临颍县某公司打
工，该公司拖欠程某强 8000
元工资。原告多次找被告催
要未果后，于 2019年 2月 11
日向临颍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临颍县人民法院开通绿
色通道，按简易程序立案并
减半收取诉讼费，优先排期
开庭。由于当前正处于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且原告身
在外地不便出庭，该案件承
办人、临颍县人民法院速裁
庭庭长贾颍伟通过“云庭
审”，庭前对双方进行调解，
仅用十几分钟，双方当事人
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公司
同意于 3月 27日前向原告支
付 8000元工资。当天，贾颍
伟即出具民事调解书，并通
过邮寄方式送达双方当事人。

“云调解”快速化解纠纷

□见习记者 党梦琦
通 讯 员 乔 迪

连日来，郾城区商桥镇
刘孟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陈松涛一家人忙得团团转，
他家养殖的 2700多只麻鸡
因疫情影响，出现了严重滞
销。2月 25日和 27日，本
报对此事连续报道，引起
广大市民的关注。在商桥
镇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
目前已卖出2400多只。

今年 35 岁的陈松涛，
2017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两年来，通过各级
政府的帮扶，年人均纯收入
达到 1万元以上，在 2019年
年底脱贫。

2019 年 11 月初，陈松
涛在区扶贫办、镇政府帮助
下申请扶贫贷款 2.5 万元，
购买了一批鸡苗，在区畜牧
局防疫技术指导下，鸡苗健
康成长。原本计划过完年，
这批鸡苗就可以销售了。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
划，不仅成品麻鸡销售不

了，每天还要正常喂食，日
益增加的成本让他不堪重
负。如果麻鸡销售不完，贷
款就无法还上，他又将面临
返贫的风险。

商桥镇党委、政府得知
该户面临的困境后，第一时
间安排镇领导和刘孟村支部
书记到陈松涛家慰问，送去
一次性口罩30个，帮助分析
销售方式，申请小额贷款购
买饲料，并积极与区畜牧局、
区扶贫办沟通，通过线上线
下方式，动员爱心人士帮助
销售。

很多热心市民看到求
助信息后，给陈松涛打电
话，要订购他的麻鸡，但是
量小、运输不便的困难又挡
在了他的面前，镇领导知道
情况后，迅速行动，由镇包
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村
干部主动承担起派送任务，
3只、5只的订单络绎不绝，
30 只、50 只的订单连绵不
断。目前，麻鸡日销售 300
只以上，截至 2月 29日，已
销售2400多只。

滞销麻鸡已售2400多只

2月28日，黄山小区支二路上的玉兰花迎春
绽放。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春暖花开
2月28日，会展中心游园内的梅花竞相开放。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架 起 服 务 桥 梁
解 决 购 销 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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