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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1月24日大年三十，在北京
工作的余旺梅急匆匆往武汉老
家赶，但湖北部分城市因疫情
影响开始封城，她乘火车到漯
河被迫提前下车，寻找宾馆暂
时住下，后来宾馆因疫情也关
门歇业，她又住到了漯河市救
助站。 48 岁的余旺梅动情地
说：“在漯河生活了近40天，感
谢漯河市救助站收留我，要不
然真不知道该去哪里。”

3月 2日下午，在漯河市救
助站二楼女区，吃过午饭，余
旺 梅 像 往 常 一 样 在 房 间 内 休
息，看手机上关于疫情进展情
况，然后测量体温。余旺梅是
一名月嫂，有时候，她还会看
看 书 ， 或 者 练 习 一 下 按 摩 手
法，为以后找工作做准备。

1月24日大年三十那天，余

旺梅乘坐火车回家，当时武汉
已经封城，湖北不少地市疫情
也很严重，交通基本停运。感
觉回家无望，当天晚上 11 点
多，她选择在漯河下车，到市
区公安街附近找了一家宾馆暂
时 住 下 。 余 旺 梅 属 于 外 来 人
员，按照规定，她被社区安置
在宾馆进行隔离。2月 9日，由
于疫情加重，宾馆需要关门歇

业，她带的钱已经用完，不
知道该怎么办。2月 10日，
余旺梅通过派出所和社区开
了一份健康证明，带着证明
来到漯河市救助站寻求帮
助。

“感谢漯河市救助站，
让我有了安身的地方，工作
人员对我很好。”余旺梅
说，她每天都在关注家乡疫
情的发展，父母和哥哥一家
都住在湖北农村，没有感染
新冠肺炎，让她还有一丝欣

慰。
漯河市救助站站长赵锦伟

告诉记者，由于疫情原因，目前
救助站有 6人滞留，余旺梅的情
况比较特殊，她回不了武汉老
家，也回不去北京，只能暂时滞
留在漯河，和余旺梅交谈中，得
知她想在漯河找一份月嫂的工
作，暂时安顿下来。

滞留漯河的日子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实 习 生 何佳乐

正 值 高 考 冲 刺 的 关 键 阶
段，广大考生的备考之路却被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对于停课不停学的高三学子来
说，宅在家里备考是一种什么
样的经历？心态又有什么变化？

早起晚睡 坚持奋斗

每天早上5点多，漯河高中
高三学生张宸逵就起床了，因
为6点他就要开始一天的备考复
习，直到晚上 11点睡觉。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学校延期开
学，这样的学习状态，已经持
续了一个多月。谈起在家里的
备考情况，张宸逵表示，几次
周测验的成绩还算满意。“在家
缺少学习氛围，学习效率也没
有在学校高。遇到问题不能及
时跟同学讨论，向老师请教。”
张宸逵说，其他方面感觉影响
不大。

“我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

床，最晚11点半睡觉。”漯河五
高高三学生韩伟程告诉记者，
在家上网课的学习模式一开始
不太适应，但后来发现网上学
习也有很多优点。比如，在学
校上课老师可能不会单独等某
个人记笔记，但是视频学习
时，可以暂停一下，记好笔记
再继续，没有听懂的地方也可
以反复回顾学习。

模拟考试 线上进行

关于如何组织考试，漯河
高中高三班主任张少强说：“老
师在开考前半个小时把电子试
卷发到家长群里，由家长把试
卷打印出来，并负责监考。考
试结束后，老师把答案发给学
生，让他们自己打分，然后把
分数报给老师。”

“我们刚组织了一次模拟
考试。学生答完题后将试卷拍
照上传至钉钉群家校作业本，
任课老师批改后统计分数。”漯
河五高信息化教学办公室主任
孔忠臣告诉记者。

加强自律 主动学习

如何提高在家备考的学习
效率？孔忠臣给出了一些建
议：第一，按照学校安排的作
息时间表，按时作息，认真学
习网课，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
作业，适当进行体育运动。第
二，做一个倒计时牌子，列一
个详细计划表，时刻提醒自己
应该干什么。第三，要多为成
功想办法，少为失败找理由。

张少强则表示，通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发现，学生在家的
学习出现两极分化。自律性较
好的学生，经过这个假期成绩
会更上一层楼。但是自制力较
差的学生，可能就会落下很
多。所以，对于高三学生来
说，加强自律性非常重要。此
外，家长的配合也很重要，家
长一定要及时把孩子当天的学
习情况、任务完成情况在班级
群里及时和老师沟通。在家学
习，一定要做到有计划、沉下
心、坐得住、会思考。

高三学子备考忙

□本报记者 齐 放

“从春节前就不见收废品
的人，现在终于有人来收了，
家里积攒的废纸箱也能处理
了！”3月 2日上午 10时许，在
市区泰山路海河小区一栋居民
楼前，看着收废品的商贩忙着
整理一堆废纸箱，朱大妈终于
长出了一口气。

朱大妈告诉记者，从春节
到现在，她和老伴没出门，儿
孙们送来许多水果、蔬菜和点
心，老两口吃完后就剩下一大

堆箱子，积攒了不少废品。
回收废品的张先生告诉记

者，他的电动车上挂的有回收
废品的牌子。路过商店，营
业 人 员 老 远 就 把 他 叫 过 去 ，
把 店 里 积 攒 的 大 堆 废 纸 箱卖
给他。

记者询问这两天的收获如
何时，张先生说，从早上出
门，一直到晚上基本没闲着。
废品收购站这两天也刚开门，
一般过完年废品价格偏高，今
年也差不多，废纸箱的价格每
公斤 1.2元左右，废报纸的价格

每公斤1.4元左右。
记者随后咨询了我市的废

旧物资回收公司工作人员。他
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前后废品
价格都会先跌后涨，主要原因
是春节前对废品回收处理有需
求的工厂放假，需求量减少，
必然影响价格走低。过完年
后，特别是如今工厂逐步复
工，对废品有需求后，废品收
购站及回收人员才开始收购，
废品的价格就会慢慢上涨，居
民可借此机会把家里的废品整
理一下卖掉，变废为宝。

家里废品一大堆 终于迎来“破烂王”

□本报记者 范子恒

3月2日，记者走访市区
发现，多个售楼部陆续开
门迎宾。为了保障客户的安
全，所有售楼部均采取多项
防疫措施，每天定时定量无
盲点消毒、到访扫码登记、
测量体温等。

一家售楼部项目销售经
理沈心灵告诉记者，早在一
周前他们就着手开业相关事
宜，采购了消毒液、口罩和

红外体温检测仪，制作了各
种温馨提示牌，并多次召开
视频会议，每项事宜落实到
人。除了常规防疫举措，还
在每张休息桌设置已消毒的
隔离板，全方位保障每一位
客户的健康。

疫情期间，线上看房成
了当下楼市营销的重要手
段。据悉，我市大多数楼盘
都推出了线上售楼处、直播
售楼、超值购房福利等创新
举措，受到市民追捧。

多个售楼部开门迎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实 习 生 何佳乐

“幸好有你，背负千万人
的期盼，奔赴危险的前线；我
看不见你的脸，却从眼睛里，
看到春天……”3月1日，一首
歌曲《幸好有你》的MV在朋
友圈被大量转发。深情的演
唱，再配上抗疫一线的镜头，
让很多人感动落泪。

《幸好有你》 的 作 词 、
作曲人是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 音 乐 舞 蹈 系 教 师 金 占
峰。“疫情当前，我们能安心
待在家，全靠白衣天使在前
线付出。我们不知道他们
是谁，但被他们的行为感动

着。”金占峰说，这个想法让
他决定写一首歌，希望广大
医务工作者能从歌声里感到
温暖，感受到大家的感谢和
敬仰。

完成了词曲的创作后，
金占峰邀请了几位同事进行
演唱，录制了音频。之后，
将音频交给海乐影业公司制
作MV。2月 29日下午，《幸
好有你》 的 MV 完成创作。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用镜
头记录了来自医院、社区的
抗疫故事。把这些素材用到

《幸好有你》的MV中，希望
让更多人看到发生在我们漯
河的感人故事。”海乐影业
的负责人李博说。

录制MV 致敬白衣天使

3月1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五一路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一起，到辖区复工的门店，与商户签订疫情防控承
诺书，要求从业人员上班期间必须佩戴口罩、测量体温，
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摄

近日，漯河人民公园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对园内植物进
行补植补种。截至目前，补栽箬竹1000余株，麦冬200多平
方米，八角金盘100多平方米，百日红、桃树、樱花、南天竹、
石楠等3000余株。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摄

工作人员为余旺梅测量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