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李国华 齐国锦 质量总监：刘志强 责编：李 超 校对：潘丽亚 广告办理：0395-3132295 投递电话：0395-3138872 新闻监督：0395-3131843

漯河日报社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14 总第3071期 今日8版

关注民生
服务百姓

新闻热线：0395-3139148
15939503609

2020年4月 日
农历庚子年三月廿一

星期一
漯河日报·晚报版

13

今天
晴间多云
4℃~23℃

明天
多云间晴
8℃~23℃

后天
晴间多云
11℃~27℃

市气象局提供

天气预报

漯河女孩 滞留十堰的日子
本报讯 （记者 姚晓晓）

“我年纪大了，也不会用智能手
机，这是我的健康通行证。”4
月 12日上午，在市区黄山路一
小区门口，70岁的李丰娥凭着
手中的纸质健康通行证小卡片
顺利进入了小区。

随着健康码的普及，市民
进出小区都需查验健康码，可
一些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却
犯了愁。为此，郾城区沙北街
道嵩山社区特意为社区老人制
作了这张健康通行证小卡片。

李 丰 娥 家 住 黄 山 路 一 小
区，之前进出小区都有女儿陪
着。“女儿手机上给我代领的有
健康码，可最近女儿开始上班
后，我想出门活动没有健康码
很不方便。”李丰娥告诉记者，
对她这种年纪的人来说，还是
习惯纸质的小卡片。

记者看到，这张通行证小
卡片上有老人的姓名、电话、
日期和详细住址，每五天更换
一次。小区内不会用智能手机
的老人通过小区门口时，向门
卫出示一下就可以通行。“社区
有不少老人，他们大多用的是
老年手机。有时子女不在身
边，出入不方便。有了这张健
康通行证小卡片，老人亮卡即
可通行。”社区工作人员说。

李艺薇家住市区民主路
铁路小区。26岁的她在位于
十堰市的武汉铁路局十堰东
供电车间工作。疫情期间，
她“滞留”湖北十堰70天，
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3月 27日，李艺薇从十
堰乘火车返回漯河。到家
后，她主动向社区报告，并
认真履行居家隔离。4月 11
日，她结束了14天的居家隔
离。4月12日下午，记者来
到李艺薇家中，听她讲述她
关于疫情的记忆。

□口述/李艺薇
整理/本报记者 陶小敏

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
五 ， 我 带 了 几 件 棉 衣 离 开
家，踏上去往湖北十堰的列
车。走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开

玩笑，上班4年了，每年春节
都是在值班中度过的。我让
我妈不要太想我，10 天的工
作结束后我就回来了。但真
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70天。

刚开始去的几天，工作
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武
汉宣布封城后，我和我妈都
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了。

之 前 我 住 的 是 单 位 宿
舍，吃饭在单位食堂或出去
吃。武汉宣布封城后，我们
单位立即就不让人员随意外
出 了 。 有 人 给 我 们 食 堂 送
菜，我们的人也不外出采购
了。去食堂吃饭开始实行分
餐制度，要求大家领完饭就
回去吃。那时口罩不好买，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从国外买
的。我爸妈很担心我，我也
很担心他们，就每天工作之
余给他们打视频电话，反复

提醒他们一定要戴好口罩、
做好消毒。

10 天工作期到了，但为
了减少其他同事回来工作路
上被感染的风险，我们这一
拨 人 就 一 直 坚 持 上 了 70 天
班。平时我在办公室工作的

时间多一点，疫情期间因为
人手不太够，我参与了不少
户外施工作业。我去的时候
带的几件衣服都是厚衣服，
天逐渐热了，最大的问题就
是没有薄衣服穿。没办法，
太 热 了 ， 又 不 能 出 去 买 衣
服，只能先借同事的衣服穿。

3月25日，湖北省除武汉
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
控，十堰市当天就恢复了铁
路客运。3月27日，我买了回
漯 河 的 火 车 票 。 回 来 的 路
上 ， 我 口 罩 、 手 套 全 副 武
装，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
为避免感染的风险，8个小时
的车程，我没吃一口东西没
喝一口水。哎呀，当火车开
到漯河的那一刻，我心里一
下暖了起来。终于到家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吃
我妈做的面条，太想吃了！

这次疫情期间，我看了
很多生离死别的新闻，也看
了很多英勇奉献冲锋一线的
感人故事，觉得自己也对人
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发
觉 家 人 和 健 康 才 是 最 重 要
的。有些东西，真的只有到
危急关头才能看得更清。

希 望 疫 情 能 够 尽 快 结
束，每个人都能跟最在乎的
人在一起，好好生活。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李艺薇在铁路上测量数据李艺薇在铁路上测量数据。。 李艺薇供图李艺薇供图

老人无“健康码”
一张卡巧解出行难

李艺薇李艺薇（（右右））回到漯河的家回到漯河的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陶小敏陶小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