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助力疫情防控宣传，近日，荥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
志愿者任建鲲以坚持在疫情一线的战斗者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疫
情防治剪纸作品，用别出心裁的方式教会大家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致敬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2月 7日，新郑市多家医院
收到热气腾腾的爱心餐，共计
1000余份。背后是一场疫情面
前的爱心接力。

2月 5日晚上 6点 38分，一
条“新郑一市民为向一线医务
工作者送爱心餐，急寻送餐志
愿者”的信息在新郑融媒体中
心客户端“云上新郑”发出，信
息显示，新郑一爱心人士高珊
珊从大年初二起聘请两名厨
师，为奋战在防控抗疫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免费送餐 1000 余
份，但因人员紧张，缺少送餐人
员，导致“热饭”变“冷饭”，一时
犯了难。

7 点 02 分，在新郑市委宣
传部工作的小刘看到信息后，
把本条信息第一时间转给了新

郑市委宣传部领导。8 点 10
分，新郑市文明办、新郑市志愿
者服务中心启动了“天使爱心
送餐”志愿服务项目，同时，发
布了《关于“新郑市天使爱心送
餐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的 招 募 公
告》。

公告发出后，该市文明办
和志愿服务中心收到了来自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的踊跃报名。
到 2 月 6 日上午，近 70 名爱心
人士报名参加了该服务项目。

很快，爱心人士高珊珊纠
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该市
将报名志愿者分为 10 个送餐
小队，专门为新郑市公立人民
医院、新郑市人民医院、新郑
市中医院送餐，按早、中、晚三
餐时间实行三班倒。

爱心接力送热餐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 白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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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存的还有点口罩，捐出来给
你们用，你们值守卡点防护要紧。”2月 7
日上午，在中原区莲湖街道办事处阳光
花苑社区捐赠点，69岁的王省吉老人拎
着一塑料袋口罩等物资要捐赠。“3包口
罩、1包暖宝宝”。社区工作人员王凤详
细登记，并向他表示感谢。

滴水汇江河。听说社区有个“微捐
赠”点，一大早，党员李秀敏、刘建平也提
着 2桶酒精和一提口罩来了；郑煤集团
退休党员王海卿把家里的3个口罩、2包
暖宝宝、一桶酒精也捐出来……

“居民自我防护都很紧张，还能拿出
来捐给社区，居民捐赠的事太感人了。”
阳光花苑社区主任魏少杰感激地说。

“微捐赠”守护家园计划最初是由秦
朝华、包靖宇、刘轶华三位志愿者1月 31
日发起。“疫情发生后，我们都窝在家里，
就想着为大家做点什么事。”志愿者秦朝
华介绍，一开始居民在群里求助说口罩
没了，我们就互相帮助，几位志愿者先把
自己手里的口罩分给需要的居民。邻里
互助的火种就此点燃：“老木偶”捐口罩
30 个、酒精 1500 毫升；“君”捐口罩 20
个、酒精 500毫升；“深寒”捐口罩 38个、

酒精 1500 毫升；“博弈”捐口罩 200个、
消毒液3瓶……捐赠倡议发出不到10分
钟，居民踊跃报名捐赠。

“我们何不撬动身边资源支援前线
呢？”秦朝华和其他志愿者商量后，就发

出一封“致社区居民的一封信”，随着阳
光花苑小区各大业主微信群的转发，知
道的人越来越多。

志愿者们开始奔忙于捐赠物资汇
集，然后就近捐给日夜值守卡点的社区、

物业等执勤人员。“我在单位值班，下班
就去送物资”“不好意思露脸，路过时直
接把酒精放门岗了，不用登记”“我物资
也不多，能不能捐钱？”“捐方便面行不
行？”一句句温暖的留言，仿佛融化了冬
雪，更感动着每一位居民。短短两天，

“微捐赠”计划就募集到口罩 200多个、
手套50多双，酒精和消毒液10多瓶。

秦朝华介绍，连日来他们通过各方
渠道还正在协调物资，自费购买，除了分
发给需要的居民，剩余的捐给值守卡点
人员。

“微捐赠”守护家园计划还成为宣
传疫情防控的载体，随着家喻户晓，居
民也更加理解和支持政府对不断升级
的战“疫”令。看着执勤卡点人员那么
辛苦，还有十几位热心居民加入了志愿
者队伍，与社区工作者们并肩守护执勤
卡点。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中原区
100个社区，这种邻里守望相助的“微捐
赠”比比皆是。在疫情面前，大家心手
相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乐观、坚
定的信念共同抗击疫情，为最终赢得这
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大保障。

“微捐赠”邻里互助共战“疫”情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靳骞）2 月 7 日，郑州昌煜实业有
限 公 司 向 郑 州 慈 善 总 会 捐 赠 人
民币 230 万元整，助力新型冠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 郑 州 昌 煜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1987 年 ，
是 一 家 年 产 值 达 百 亿 元 的 综 合
性企业集团。

郑州昌煜捐赠人民币23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张振华）2月 7日，河南圣玛斯科技
有限公司向省慈善总会捐赠100台
消杀SARS类相关冠状病毒的空净

设备，定向用于郑州第一人民医院
的防疫工作，总价值 47.5万元。首
批 80台已交付，3天后将交付第二
批20台。

圣玛斯科技捐赠100台空净设备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黄一洁）昨日，金水区红十字会收
到河南神力混凝土有限公司捐赠
的100万元资金，至此，金水区红十

字会已累计接受社会捐款 107.88
万元，接收捐赠物资价值折合人民
币 30.56 万元。目前，所募集到的
所有物资已全部发放到位。

金水红十字会爱心款物破百万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 刘博闻）2 月 6 日，记者从管
城回族区红十字会得知，河南五州
汇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市第十

五届人大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周云祥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捐赠 20万
元善款，助力战“疫”。

人大代表周云祥捐款2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李雪 文/
图）今天是传统的元宵佳节，为了让奋战
在战“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和隔离在家的
群众吃上一碗暖心的汤圆，一批价值数十
万，承载着关爱和温暖的食品物资正陆续
向惠济区疫情防控一线集结。这是辖区
爱心企业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思
念食品有限公司送来的节日问候。

“大姐好，给您送汤圆来了。您今天
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啊？”由各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带队，一箱箱水饺和汤圆
正逐一发放到居家隔离居民的手中。同
样暖心的场面还出现在乡村，“吃了这碗
饺子，身上和心里都暖起来了。”在乡村卡
点顶风冒雪执勤的人员收到慰问食品后，
放下了连日来不变的方便面，吃上了热气
腾腾的饺子和香甜可口的汤圆，连日来紧
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得到了短暂的放松。

寓意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的 100箱
速冻水饺汤圆、速冻包子，和操作方便的
自加热米饭，也送到了惠济区医护人员的
手中。

危难之时，八方支援。河南绿色中原
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惠济区红十字
会捐赠了 3000 公斤价值 6000 元的丰乐
芽苗菜；粥全周到烤鸭店和迎宾社区荔园
烧鹅饭店每日为辖区入市卡点及社区工
作人员送去免费营养午餐；巴奴毛肚火锅
餐饮公司无偿捐赠了一批新鲜水果、蔬
菜、肉类等生活物资；区人大代表卢超代
表郑州超业针纺贸易有限公司送来了 65
台取暖器；河南三元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通
过市发展改革委向惠济区捐赠了 30台三
元光电远红外取暖设备；郑州豪柯科贸有
限公司将价值 5000元酒精送到了区市场
监管局……

爱心汤圆送给战“疫”英雄

本报讯（记者 武建铃 通讯员 张
莉）“我是党员，申请前往疫情防控第
一线，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贡献自
己的力量”“哪个卡点还需要人，让我
上”“我强烈要求到隔离点去，困难危
险我不怕”……

2 月 6 日，上街区公安局党委致
全体党员民警的倡议书一经发出，就
在上街警圈“炸开了锅”。一个个请
战电话、一条条要求上一线的短信、
微信，让政治处主任王戈忙得“焦头
烂额”，更让这个老警察红了眼眶。

有请战，更有实际行动。据了
解，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后，由党员
民警、辅警组成的党员先锋队、临时
党支部、党员先锋岗迅速成立。头顶
警徽，佩戴党徽和“共产党员”红袖标
的藏蓝身影成了疫情防控一线的靓
丽风景。400余个请战签名，每天近
百条的警情、指令，5000余辆机动车，
7000余人的细致筛查，还有群众的问
询、求助，无不彰显了上街公安全体

民警辅警不畏艰险、忠诚为民的高尚
情怀。

“我是党员，我先上。”济源路派
出所所长耿嘉带头上“风险高、责任
重”的疫情隔离点；参加过抗击非典
的劳模交警马宪章主动上卡口；婚假
还没有来得及休的 90后辅警王逸飞

“铁了心”要到最艰苦的执勤点……
“提高政治站位，做法律政策的

宣传员。牢记党员身份，做为民解难
的服务员。强化纪律意识，做遵章守
纪的示范员。”一封致全体党员民警
的倡议书，是上街公安团结奋进、
勇于担当的坚强决心，更是召必
应、战必胜的坚
定信心。

“我在人民路口值班，一定认
真监测，为大家守好镇区大门。”

“我在万邦家园门口值班，今天我
们会加强力度，劝返居民尽量减少
外出”“我分包的企业今天没有返
回人员，目前还在园区巡逻”……

2月 7日，中牟县郑庵镇机关
党支部开展了以“履职守初心、

‘疫’线践使命”为主题的党日活
动。这次开会大家都把目光聚集
在了手机上，往日的会议室转战到
了微信视频会议上。镇机关党支
部委员和六个党小组组长通过微

信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展了一次特
殊的主题党日，视频里他们重温了
入党誓词、齐唱国歌，随后围绕疫
情防控工作畅所欲言。

当前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为有效避免人员聚集，郑庵镇
创新主题党日方式，倡议全镇各支
部利用微信、学习强国平台等方式
召开 2月份主题党日。通过线上
重温入党誓词、线上集体学习等形
式，激励全体党员发挥主动靠前、
勇于担当，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封倡议书
拳拳为民心

疫情下的主题党日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田慧 田梦禾

“喂，是社区吗？我是咱建新
街 49号楼居民陈坤，我想请社区
帮帮忙！”2月 7日上午，二七区五
里堡街道建新南街社区副主任王
程程接到了一个居民求助电话。

打电话的是居民陈女士，陈
女 士 住 在 郑 州 西 郊 ，自 己 手 受
伤，经过手术后一直在家修养。
而 她 的 父 母 住 在 建 新 街 49 号
楼，两位老人都 90 多了，行动不
便，保姆春节前辞职后，受疫情
影响一直没有再找到合适的人
照顾老人。

为严格疫情防控，小区限定出
入时间，路途又远，不方便每天为
两位老人送饭餐，想到年老的父母
无人照顾，她心急如焚。于是打电
话求助社区帮忙为两位老人送些
蔬菜。王程程向社区书记说明情
况后，立即与社区主任买了水饺、
汤圆、白菜等为两位老人送去，还
亲自下厨为老人煮了水饺。

两位老人激动地说：“我们早
上就没有吃饭，楼也下不去，女儿
也过不来，正发愁呢，你们过来
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九旬老人吃上了热乎饭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娜

“老贾过来测量一下体温，咱村里
的老同志更得带头听政府的号召，不能
让疫情在咱这有可乘之机啊！”早上 7
点，天刚蒙蒙亮，张有亮早已站在九龙
办事处西贾村的疫情防控点给进出安
置区的人员测量体温了，进出一个人就
宣传一次政策，“最唠叨的守门人”形容
他再合适不过。

“父老乡亲们，现在疫情形势严峻，
大家一定不要串门、不要聚集、不要打
牌啊。”早上8点，大家都起床了，张有亮
又准时坐在红色广播站开始了他业余
播报员的工作。

“大娘，赶紧回家吧，别坐在外面
晒太阳了，现在有啥比咱的健康更重
要，疫情过去了我推着你出来。”“别
怕，咱村进出人员都很严格，进出都
严格消毒，住在这只要听专家的话在
家待着，疫情就不会到咱这。”上午 9
点，草草地吃完早饭，张有亮又开始
走街串巷给父老乡亲当起了“心理咨
询师”。

“你的白菜”“你的萝卜”，下午5点，

忙活了一天的张有亮带着一丝疲累却
仍然停不下来，从疫情开始，每天给群
众送菜的“快递小哥”角色，让他觉得很
充实。

张有亮不仅线下“唠叨”，电话更是
24小时在线等，利用微信群第一时间向
群众传达防疫的最新信息。

一人扮演多种角色，他没有三头
六臂，亦不是不知疲倦，他只是万千基
层党员干部中的一员，他就是经开区
九龙办事处西贾村委主任、共产党员
张有亮。

张有亮所在的西贾村属于典型的
城乡接合部地区，社区有 600余户 2000
余名群众，再加上周边工业企业、物流
公司众多，人流量大，人员性质复杂，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作为西贾村的带头
人，张有亮始终在一线把守阵地，地毯
式排查登记人员返乡信息、不厌其烦搞
宣传、小区消杀全覆盖无遗漏、卫生清
洁力度再加大、监测卡点实行“每日一
进一出”、严控人员车辆，各种措施牢牢
织密疫情防护安全网。

最“唠叨”的守门人
本报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徐荣梅

疫疫战 路上 齐心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