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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周队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老师是每人

一天3瓶水。”
“我们现在是在一线，希望大家一定要

理解。”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忍着眼泪讲临
出发前领导的赠言、家人发的短信，讲懂事
的女儿……为队员鼓舞打气。

19日早上6时，救援队到达北川。
“带你的队员马上赶到灾情最重的北川县

桂溪乡。”没有停一分钟，接到任务，救援队继
续前行。下午4时到达桂溪。

“来多少人？”
“来了90多个人、30辆车。”
“来那么多人干什么？”……
桂溪乡救援指挥部一位负责人的话，让队

员们甚为伤感。
“人家双亲、老婆、孩子都不在了，忍受失

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仍坚持抗震救灾工作，这
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周玉东的解释，让队员
们深感自责，“我们是来工作的，受一点委屈没
有什么，特殊时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能给
灾区增添麻烦！”

两天来，没吃好、没喝上热水、没休息好，但
队员们默默地自己动手搭帐篷，一直到天黑。

第二天一早，冒着塌方、滚石的危险，队员
们就投入到遗体消毒处理、消杀、健康宣传和
心理健康干预等工作中。

北川白天潮热，夜里湿冷，让人感觉窒息。
白天，穿着厚厚的防射服，背上10多公斤重

的消杀设备，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汗水渗透衣
服，荆棘刺伤皮肤，但队员们没有一个人喊累。

夜里，队员们常常被余震的低吼惊醒。道
路上军车急行，险况重重、充满变数，但队员们
没有丝毫退却。

陈家坝乡不在救援范围，防疫队却主动承
担起来，并以扎实、细致、诚恳的工作赢得了当
地政府群众的信赖。

“你们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支救援队，太谢
谢你们了。”大山深处的云兴村村民含泪拉着
队员的手说。

“老周，还有一个乡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那
里情况复杂，急需防疫人员，我们需要支援。”
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打电话求援。

当时，通往陈家坝乡的唯一道路，被堰塞
湖水淹没，每一次进出，都要用石块、灰沙填铺
河水淹没的河道。

灾情就是命令。防疫队立即组织了以周
玉东为队长的突击小分队，义无反顾地向陈家
坝进发。

现场情况的恶劣超出想象。因为被废墟
掩埋多日，天气炎热，许多遗体和动物尸体高
度腐烂，散发出浓烈的腐臭，细菌大量繁殖，感
染危险极大。

“我们来，交给我们河南人！”面对危险，周
玉东果断地说。

“大家注意石头滚落方向，顺势跑。”6月 3
日，队员们正在做饭，突然哗啦啦一阵响，滚石
直往下滚动。事后，帐篷的地上裂了一个大
缝，里面直往上冲烟。指挥部人员惊呼：“周队
长，你胆子太大了，敢把账篷搭在这个地方！”

“找了一天找不到可搭账篷的地方，只有
这个地方比较开阔，没办法。”

“你们坚决不能走，北川人民需要你们。”
在防疫队接到卫生部的指示，到安县集合时，
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打来电话。

对于防疫队来说，他们刚在生与死之间遛
了一圈回来，时刻面临余震危险、疫病传染不
说，才经历的唐家山堰塞湖大撤退更让人心有
余悸。

从危险地带撤到安全地带不难，从安全地
带再次冲到危险地带谁干？

就是这支“亮剑”式的防疫队——可爱可
敬的河南省赴川防疫救援队，在祖国和群众最
需要的时刻，毫不退缩，勇往直前。

第二天，周玉东带着队员返回北川，继续
在桂溪、陈家坝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撤离——
留下一支不走的防疫队伍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可一旦让疫情爆发，
那么造成的损失将不亚于地震。”

周玉东反复告诫队员，“地震是天灾，绝不
能再发生人祸。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建立长
效机制，教育当地群众自我防疫，自我保护。”

地震后的自救就够忙活的了，哪里还顾得
上卫生防疫知识。

周玉东挨个通知村民前来参加，亲自进行
防疫宣教。动情处，他眼噙泪水，喉咙嘶哑。

一天晚上，女儿从家里打来电话，哭着说：
“爸爸辛苦了，一定要保重，注意安全。”然而忙
于工作的周玉东，顾不上跟女儿说话，甚至嫌
女儿话说得太多。

碰到伤员，周玉东，这位外科主任医师也
毫不犹豫地进行救助。

队员们冒酷暑、顶烈日，爬高山、遇滚石，
到村落进行防病宣教。每到一处，都耐心讲
解，留下资料。

永利村救灾安置点，地震中，孩子们的书
包被掩埋在了废墟里。8 岁的刘青青、王春懿
等坐在一起，认真翻看防疫队带来的《肠道传
染疾病预防知识100题》，这是她们唯一可以阅
读的书籍。

安置点，灾区群众将防疫队的健康知识讲
座围得水泄不通，排着队与心理专家交流，每
一盒药品，每一本健康手册，每一次谈话，都让
这种血脉关系更显融洽。

在陈家坝乡，一个18岁的姑娘义务给队员
带路，地震中她失去了可爱的妹妹，满脸写满
哀伤，队员宋波的鼓励，让她露出了笑容，打出
了胜利的手势……那是对生命的信心，那是对
河南防疫队的信赖。

这一幕，令当地群众震撼——
陈家坝乡八角村的几户村民家，饮用的是

山涧泉水。周玉东爬上半山腰的泉口处，先看
看水的颜色，再尝尝水有没有异味，这才放心。

消杀配药存在很多风险。袁中良一次次
地戴着医用手套伸进消毒水里，由于毒性太
强，他每天要换5双手套，但依然无法阻止药水
对手的侵蚀。

“我先来。”遗体消毒，背起沉重的消杀喷
雾器，周玉东又先发出指令。此后，每一具遗
体消毒，周玉东都带领党员突击队冲上去。头

顶是摇摇欲坠的楼房废墟，炙烤在烈日下，汗
水在全身渗出了一片片“盐碱地”。

85岁的老太太李月萍，站在倒塌的房子废
墟边，老泪纵横，队员吴韬劝慰老人。但转身，
这位做了十多年心理医疗的专家不住地叹息：

“我们来晚了。”眼泪哗哗直下。
一天天的艰苦消杀，一次次的医疗救援，

当地干部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5月20日，当班司机常春行驶100多公里，

冒着大雨将一位骨折的老大爷送到了绵阳。
第二天，老人的儿子提着鸡蛋和腊肉感谢恩
人，遭到婉拒后，汉子愤怒地说：“还说是一家
人，哪有自家人不吃自家东西的道理。”

“我的岳父、老婆、孩子都埋在这儿……”
在一处废墟，陈家坝村村长说。正在这时，
一声巨响，几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队员
还没反应过来，老人一边喊躲开，一边将队
员拉过来。

一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大娘，手提
一篮黄瓜，执著地塞给队员；一位 80 多岁的
老太太，拿着鸡蛋，含着泪送给队员；一位失
去 4 位亲人的中年妇女，拿了很多烟，不管吸
不吸都让烟；两位年轻人，每天坚持给防疫队
送木柴……

精神——
让废墟上升起希望之光

灾难，让人奋起；困境，孕育希望。
大灾难中，救援队的实际行动，让灾区

人民看到了河南人民、郑州人民的爱心，让
国内外同行看到了河南卫生防疫人员的坚
韧与英勇。

在灾区，奉献不讲条件的是河南防疫
队员。

“如果在我们消杀的区域发现疫情，有何
脸面向家乡人民交代，我们将是全国人民的罪
人。”出发前，周玉东发出誓言。他不瞎指挥、
不空谈，重实干，处处争先、作表率。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科的王广
州、袁中良、王志刚和韩曲波是消杀专家，他们
刚从手足口病的督查前线回来，立即转到另一
前线，没有一丝怨言。

在灾区，冲在最前面的是河南防疫队员。
山体滑坡，大地颤抖，余震不断。震后的

山路高低不平，路况极差，途中除了加油、补
水，不做任何休息，没有丝毫怨言，队员们牢记
一句话：“能早一分钟到灾区，也许就能多救活
一个人。”

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党员们义无返
顾，迎难而上，冲在最前面。杨建国、耿红是救
援队中仅有的两名女队员，她们巾帼不让须
眉；韩同武头顶烈日连续奋战被晒成了“黑
人”；清瘦的武恩平累得更加消瘦……

在党员感召下，宋波第一个火线入党。他
是队员中睡眠最少的人，每天不足5小时，他通
过手机编写工作快报 21期、万余字；宋苏飞的
妻子卧病在床、刘予春准备 5 月 24 日结婚、贾
茂强的儿子刚满月，他们都奋战在抗震救灾一

线，重活累活抢着干。
“大灾之后有大疫”的说法，硬是被打

破了。
在防疫前线中，队员们表现出来的全局意

识和大局意识，是河南人民、郑州人民爱心与
奉献精神的集中展现。

虽然队员们来自郑州、洛阳、开封等7个地
市、32家单位，但他们是一支坚强的战斗团体。

郑州市疾控中心的杨建国，晚上腰疼，她
没有吱声，而是找了一个桶，垫上布抵在腰上。

开封 52岁的分队长沈雷，身患多种疾病，
但他仍坚持在一线，主动负责全队的后勤保障
工作；在家当爷爷的曹春，丢下孙子，在前线默
默贡献；郭建忠，尿路结石反复发作，他咬牙坚
持到最后……

鹤壁 30 多岁的魏占军，参加过 1998 年抗
洪。在前线，他杂活、脏活抢着干，即使家里出
了事情也不气馁。

在灾区，防疫队员不畏艰难，全力以赴。
他们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四川人民的充分认可，
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他们来到了这里，没提条件，只是到最艰苦
的地方去，到群众中去，冒着危险，任劳任怨。

“向河南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北川抗震救
灾指挥部防疫组组长汪辉，多次高度评价河南
防疫救援队对灾区人民所做的贡献。

“谢谢你们，远道而来的河南人。”当地群
众通过送柴、送菜、送野果，由衷地表达对河南
防疫救援队的感激之情。

5月 22日 17时 15分，省委常委、郑州市委
书记王文超打来慰问电话，嘱咐队员们要充分
发扬郑州人民乐于助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展现郑州卫生系统的良好形象，做灾
区人民的健康卫士。

“入川后，你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和不怕
牺牲、不怕困难的优良作风，为抗震救灾作出
重要贡献，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22 日晚，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专门发来
慰问短信。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
联合授予河南省抗震救灾医疗防疫救援队

“卫生系统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河南省抗震救灾医疗防疫救援队临时党委
被中组部授予“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
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文 陈靖 图）28日
晚，郑州铁路高级技校、新乡市高级技校和
洛阳高级技工学校的同学们在郑州火车站
1站台热切地等待着。21时 20分，K386次
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同学们将手中的鲜花献
给 100 名来自东汽高级技校的新同学。据
了解，这 100名来自绵竹的学生，是我省接
收的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首批技校学生。

各地向灾区技校伸援手

按照国家对地震灾区实施技工学校培
训援助的统一安排，我省共承担了接收500
名四川技校学生到豫免费学习的任务。首
批到达的 100 名学生中，有 30 名要到郑州
铁路高级技校焊接专业学习，35 名到新乡
市高级技校焊接专业学习，35 名到洛阳高
级技工学校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就读。

郑州首批接收30名学生

前来接车的郑州铁路高级技校党委

副书记郎重敏告诉记者，学校特意为此次
接收的 30名学生准备了装有空调的教室、
宿舍和活动室，暑假期间安排为他们补
课，假期安排的班主任中，有一位是会做
川菜的厨师，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学校
还将邀请心理干预方面的专家为新同学
做心理辅导。

每月发放500元生活费

新学期，30 名学生将单独编班。学校
除了免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共计2000
元的学费、住宿费外，还将每月给他们每人
发放500元生活费。

毕业以后，只要学生愿意，学校还将为
他们安排工作。“我们希望用爱温暖这些孩
子，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的环境，在郑州学习
好、生活好。”郎重敏说。

15岁的刘浩即将到郑州铁路高级技校
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他说：“谢谢河南人
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震区技校生河南续学业
全省将免费接收500名 首批100名就读郑洛新三地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刘宝平）人人讲文明，户户
做奉献。2007 年以来，惠济
区大河路街道办事处以我市
创建文明城市为契机，通过加
大投资力度和工作力度，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创建工作
不断引向深入。

办事处狠抓文明创建阵
地建设。不断完善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在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惠济桥村、保合寨村和
前刘村相继建成了文化大
院，添置图书逾万册；同时设
置文化活动场所，购置文体
活动器材及健身器械，丰富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在街道

敬老院建成了可以下棋、读
书、听戏的文化活动室，提高
孤寡老人生活质量。

以提高群众现代文明
素质为核心，办事处发出文
明倡议，将 5000 余份宣传手
册及水杯、环保购物袋等宣
传品发放到街道每一个家
庭，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均
达到了 95%以上。近期，又
开展了家庭文明代表评选
活动，评选出村级家庭文明
代 表 4058 名 、街 道 级 362
名。在代表的示范带动下，
群众创建热情更加高涨，积
极参与到街道开展的各项
活动中。

素质诚可贵，人品价
更高，垃圾随手扔，两者
皆可抛！现在有一些人，
明知道垃圾应该“落桶不
落 地 ”，可 就 是 不 这 样
做。这些让垃圾“露宿街
头”的人，看着环卫工人
起早贪黑地清理，难道毫
无愧疚吗？

2006 年是狗年，养狗
也随之掀起热潮，狗多了，
粪便自然就多。一些大型
犬，如藏獒、大白熊、松狮
之类，排泄物令人作呕。
外出遛狗，一些主人对此
不管不顾，一到阴天下雨，
非常难闻。有的还好，狗
狗“解决问题”，主人立即
收拾，可收拾之后，手纸随

处乱扔。今年是奥运年，
外国人将大量涌进中国。
当他们路过郑州，看到路
边的生物垃圾，会怎么看
待郑州人？请养狗人士好
好想一想，能不能为郑州
的环境多做点贡献？能不
能让“心肝宝贝”不至于令
人生厌？

再说说街头随处可见
的烟头吧。郑州的“烟民”
可谓多矣！自己抽烟倒也
罢了，可恶的是，一些人在
公共场所抽烟，害得别人
被迫吸“二手烟”，还随手
把烟头扔进树穴、花坛、垃
圾箱。如果烟头尚未掐
灭，很容易引起火灾，这样
的教训每年都有多起。烟
头一次次“作案”，一次次
嚣张，就是没有引起“烟

民”的重视。在此，我想对
郑州“烟民”说：“禁止吸
烟，有益您健康，少扔烟
头，给城市健康。”

随地吐痰也是一大恶
习。“小小一口痰，细菌千
千万”，随地吐痰不仅有损
市容，而且会传播很多疾
病。我想提醒每一位市
民，请您出门带包纸，吐在
纸上，把纸送进垃圾桶，这
是尊重别人的表现，您也
会因此得到别人的尊重。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小
家，可为什么不能爱郑州
这个大家？为了这个我们
共同的家，请您“高抬贵
手”给垃圾一个归宿，不要
让刺眼的垃圾扰乱我们的
生活。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徐驰

以前，我同许多人一
样，觉得塑料袋是商家免
费提供的，不用白不用。
再说，用过的塑料袋还能
装垃圾，也算循环使用。
偶然的一次，看到报道，
塑料袋埋在地下要一百
年才能降解，白色污染正
在侵占着乡下土地，包围
着我们的城市。消灭白
色污染，是每个公民应尽
的责任，我决定首先从自
己做起。

限塑令实施前，买菜
时，菜贩总是先递过一个
塑料袋。我一见他们要
拿塑料袋，就说：“不要塑
料袋。”摊主很诧异：“你
怎么拿啊？”我掏出自带
的塑料袋：“有。”摊主笑
着说：“你这样也是为我

们省钱。”询问了才知，
他们免费送塑料袋一月
得七八十元钱，是摊位
费之外的一大开支。从
乡下进城讨生活的他们
为 买 家 免 费 提 供 塑 料
袋，一是为买家提供方
便 ，二 是 为 了 招 徕 生
意。其实，他们也知道
塑料袋污染环境，别的
商贩都这样，他们也只
好“随大流”。

在农贸市场买菜，商
贩们有的对我不要塑料
袋的做法很诧异，有的则
发自内心地对我表示感
激。那天骑车去买番茄，
年老的摊主拿起称过的
番茄，准备装进塑料袋，
我止住了他：“不要塑料
袋。”见我空着手，他问：

“那你咋拿啊？”我对他
说：“自行车上有车篓。
现在塑料袋泛滥成灾，买
东西都给塑料袋，少用个
塑料袋可以减少环境污
染。”听我这么说，他就从
摊位上捏起一撮香菜：

“你不要塑料袋，给你点
香菜吧。”

不要塑料袋，菜贩
送香菜。原因大概是，
未实施“限塑令”前，主
动拒绝塑料袋、为他省
塑 料 袋 钱 的 购 菜 者 少
吧。现在，国家全面限
塑，别人可能不适应，还
得掏钱买袋子，而我早
已习惯成自然了。

崔清林

本报讯（记者 刘国润）我
省报考军队院校和地方高等
院校国防生的考生昨日开始
面试、体检。我省共有约
5400 名考生有机会参加政
审、面试、体检。

今年共有34所军队院校
和73所地方高校（国防生）在
我省招生 1714 人，比去年少
了22人。军校生（国防生）面
试、体检时间为6月29日至7
月 2 日，郑州考生今日面试、
体检。

军人职业适应性心理测
试项目是去年起新增的内容，
主要检验考生的心理承受能
力及思维反应速度。据介绍，
考生只要不紧张，完成题目不
成问题，去年5300多名考生，
只有十几人未通过测试。

另外，报考公安院校及
公安现役院校的考生也将在
同期进行体能测试，其中，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
面试、体检时间从原定的6月
29日调整至7月2日。

河南5400考生昨日
开始军校面试体检

个别院校时间调整

文化大院图书逾万
文明知识九成知晓
大河路办事处创建工作有声有色

拒绝塑料袋 习惯成自然 垃圾有归宿 乱扔太不该

北川震区 一支敢于“亮剑”的防疫尖兵

28日，市煤
炭局组织 14 支
矿工救护队共
114名队员在新
密市尖山举行负
重登山越野耐力
大拉练，队员每
人负重10公斤，
在 1.5 小时内走
完10公里山路。
本报记者梁晓摄

防疫队员在灾区开展消杀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