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文/图）“有买药的需要，
咱可以网上就把药买了……”近日，二七区人和
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谢君锐手拿自绘的宣传页，
向辖区内的老年群体介绍用手机线上买药的操
作流程。

本次疫情发生后，很多小区居民都开启了
“足不出区”的生活。此时，居民可能会出现一
些紧急情况，比如“生病就医”“生病买药”等。
为了帮助居民解决“生病买药”难题，谢君锐通
过查询数据得知，辖区内老年人口较多，虽然支
付宝等平台已经开通了线上买药功能，但线上
买药的操作流程对老年人而言依然有着一定的
难度。

谢君锐是郑州报业集团的记者，从去年 7月
开始在人和路街道挂职锻炼。通过在基层和防
疫一线工作时积累的经验，谢君锐明白只有从群
众的各项生活所需着手，才能打通疫情防控的

“最后一米”。于是，谢君锐和同事商量之后，便
开始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绘制“线上买药攻略”
宣传页。

她根据自己线上买药的心得体会梳理出支
付宝线上购药流程，然后把自己的个人形象绘
制成 Q 版漫画，用这个漫画形象引导居民进行
线上买药操作。经过几天的努力，谢君锐的“线
上买药攻略”宣传页终于制作完成，她也达成了
用“这个漫画形象可以陪着大家”的心愿。

“线上买药攻略”分发到居民群后，这种既便
捷又减少人员流动的新型购药方式得到了进一
步普及，受到了广大居民的一致好评。看到居民
对“线上买药攻略”的认可，谢君锐和社区工作人
员一起，针对不方便出门的、居家的、留守的老人
进行一对一的上门宣传，遇到智能手机使用不熟
练的老人，就帮助他们示范讲解，对于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人还会帮助他们现场采买药品。

ZHENGZHOU DAILY 5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孙明梅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只有河南”和电影小镇
明起恢复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卢文军）麦初熟，城又开。根据郑州
市疫情防控要求，建业文旅旗下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电
影小镇将于18日起恢复开放。

据了解，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自去年 6月 6日正式开城
以来已历经四次闭园，5月 18日将迎来第五次开园。以此
次恢复开放为契机，“第四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暨麦田里
的博物馆”展览将正式启动。该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省博物馆学会、河南博物院、抖音、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承办，共展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代的
39件展品，邀您感受厚重的历史。不少市民非常期待能走
进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在“麦田里的博物馆”感受河南这片
沃土流淌着的文化根脉。

恢复开放期间，电影小镇将携“花漾旗袍舞会”前来，与
许久不见的游客热情会面。该舞会阵容庞大，参与度高，游
客将以电影大道为舞池，与数十位超高颜值演员共舞。5
月 20 日至 22日，电影小镇将推出“花漾旗袍舞会”门票、
《穿越德化街》套票优惠回馈游客。

据了解，电影小镇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将按照“限量、
预约、错峰”要求合理设置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实名制
门票预约制度、游客健康码查验、检测体温、规范佩戴口罩、
安全隔离线等措施。

公交“爱心驿站”太暖心了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贾禹

“由于疫情防控，堂食还没有全部开放，吃饭喝水成为我
们二七区环卫工的难题。幸好郑州 S139路调度室的爱心驿
站让我们有了歇脚地，早上接到了公交调度员送的早餐，真是
太暖心了。”昨日，负责南三环大学路的环卫工李阿姨说。

“自从有了爱心驿站，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热饭，刮风下
雨的话，我们可以来这里避风避雨，夏天也可以来这里乘凉，
再也不用在马路边将就了。”16日，大学路南三环的一名环卫
工人乐呵呵地说。据了解，目前疫情形势仍较为复杂，每位到
爱心驿站的户外工作者都要出示健康码，并进行体温测量后
方可进入爱心驿站。“我们力争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解决
户外工作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的现实问题，切实提供冷
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爱心服务。”郑州
S139路调度员称。

据介绍，第三运营公司三车队自 2019年起，开设各调度
点的“爱心驿站”，设置休息桌椅、微波炉、饮用水、手机充电
器、书籍等服务设施和便民物品，为环卫工人、志愿者、巡警等
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所。

购买爱心瓜
解瓜农难题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宁 文/图

“谢谢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忙。如果没有你
们，这些沙地吊瓜卖不出去就全烂在地里了，如今我这心里的
石头，总算落了地！”15日，中牟县姚家镇种植户梁师傅收到
了郑州公交1路班组的销售款，心情非常激动。

目前正值吊瓜盛产期，大量吊瓜滞销让村民犯了难。5
月 14日上午，郑州公交1路党员调度刘毅在得知姚家镇瓜农
的困境后，为充分发挥精准帮扶精神，解决小吊瓜滞销问题，
第一时间在 1路微信群里发起爱心倡议，号召大家开展“战

‘疫’助农”行动，车长们积极响应，我一箱，你三箱……短短半
小时，在微信群留下近 70条接龙订购信息，切实帮助瓜农解
决了瓜品滞销难题。

5月 15日 9时左右，瓜农把装好箱的 1000 斤小吊瓜送
到了华山路公交场站门口（如图），刘毅立即上前帮忙卸车：

“大家一起搭把手，把这一车瓜卸下来拉到场里，让瓜农也
休息一下。”

瓜农梁女士一边配合车长卸车，一边激动地说：“我们
的西瓜品质非常好，这么好的瓜卖不出去，愁得我一个多星
期都睡不着觉，接到你们买瓜的电话，可把我高兴坏了，连
夜摘瓜、装箱，一大早就先给你们送过来，你们尝尝这瓜可
甜了。谢谢你们帮了大忙，我也可以回家安安稳稳睡个好
觉了。”

逾百亩月季花海
惊艳西流湖公园

两米线上读诗词两米线上读诗词 防疫引导有温度防疫引导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李文斐 文/

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月 14日一早，记者在惠济区花园口镇河畔社
区核酸检测现场看到，原本黄色黑色相间的两
米线，变成了一张张颇有书香气的地贴（如图），
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居民在排队之余，放下手机，
低头仔细观看内容。

提及创意“两米线”设计初衷，惠济区花园
口镇河畔社区负责人介绍：“为缓解居民在核酸
检测现场等候时枯燥，在社区营造浓厚的学习
氛围，从‘心’出发，用心思考，‘两米线’不仅是

‘安全线’，还应让它成为一条社区工作的‘温度
线’‘趣味线’。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力求让传
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让传统文化生活化，让
群众时刻感受到传统文化气息，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广大居民的文明素养，凝聚起战‘疫’的精
神力量。”

“背一首古诗词的时间就把核酸检测做
了。”建业尚悦居业主高兴地说，“以前排队做
核酸，总感觉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排着排着就
忘记了要保持距离，工作人员要不断地提醒，
现在看着地贴背着古诗词，既增加了知识，又
规范了秩序，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为这个
创意点赞。”

据了解，今年以来，惠济区花园口镇河畔社
区积极响应上级部署要求，致力于倡树自律助
人、孝老爱亲、共建共享的新时代生活方式，美
德健康的“种子”正不断落地生根，浸润居民的
工作与生活。

省美术馆今起恢复开放
仅接受个人预约

本报讯（记者 秦华）今日起，河南省美术馆恢复对外开
放，仅接受散客（个人）预约，单日接待观众总量不超过500
人，单场活动观众量不超过50人。

据了解，河南省美术馆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的
9：00~17：00（16：30后停止入场），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
节假日期间正常开放。

当前有哪些展览可以看？目前，“吾城吾乡——余海波
摄影作品展”“黄河流年——于德水摄影作品展”两大摄影
展正在省美术馆展出，带大家领略光影艺术魅力。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河南省美术馆严格
部署疫情防控措施，保障运行安全有序。观众参观请通过

“河南省文旅预约健康码系统”预约参观；入馆前须接受体
温测量，如有体温异常（≥37.3℃）、咳嗽等异常现象的观众，
谢绝入馆；观众参观需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 1.5米以
上距离，当遇到馆内人员密度较大时，工作人员将根据具体
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抗疫做先锋
家庭当模范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庞丹丹

“疫情结束后，好好睡个囫囵觉，陪陪孩子和家人！”在
管城区东大街街道塔湾社区，这些天来，曹丽敏略显疲惫，
她不由自主地说出最大的愿望。当人们准备休息时，她勇
敢地走向夜幕中，也会冷，也会饿，也会思念自己熟睡的孩
子，也会担心直面病毒的危险，但她依然用责任和坚持甘当
居民群众的“守夜人”。

曹丽敏，今年 37岁，现任塔湾社区党委书记。疫情发
生以来，她召开防疫部署会议通知紫燕华庭、中建文苑、长
江广场等物业开始进行扫码测温进入小区，紧急组织起一
支 40余人的核酸检测志愿者队伍，安排布置核酸检测点 3
处，做好辖区居民核酸检测准备工作。她争当“调度员、排
查员、宣传员、统计员、战斗员”，冲在疫情防控最前线，她每
天深入到辖区楼院，挨家挨户排查外出返郑人员，掌握人员
动态，登记人员来往信息，她往返于20个楼院，深入到每一
家每一户。不停地穿梭在社区 2个检测点之间，电话不离
手，一早晨接了30多个电话，连续十几个小时高强度工作，
严防死守着这片责任区，筑牢社区这道防火墙，守护着
7000余名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每次我都早早地完成作业，但却是最后一个提交给
老师的，都怪你……”懂事的女儿的埋怨，让曹丽敏既欣慰
又惭愧。曹丽敏有一个崇尚文明、积极进取、和睦和谐、相
敬相爱的家庭，夫妻结婚 10多年来相敬如宾、非常恩爱、
孝敬老人、善待邻里，在家中能挑重担，任劳任怨；并且敬
业爱岗事业有成，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女儿刚满 9岁，聪明
可爱。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曹丽敏夫妇把对女儿的爱融进
家庭教育中，经常与孩子沟通交流，教育孩子学会做人，学
会做事并健康快乐长大成人。在家庭关系中，求大同，存小
异，做事情心情舒畅。尽管工作比较忙，家务事处理得井井
有条，精心经营一个洋溢着温暖、文明的美好家庭。

抗疫“小王”成长记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时艺苑 文/图

“这种围裙防水，入户回来以后，再进行统一消毒，可以
重复使用。”近日，在管城区二里岗街道东明路社区，这款用
围裙缝制的“采样包”，可以分别放置口咽拭子、试管和手
机，大大方便了医护人员入户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随着有序复工复产的持续推
进，郑州这座因疫情暂缓的城市逐
渐恢复了以往的车水马龙、人声鼎
沸。疫情是成长的最好教材，我们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从未能够置身
事外。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95
后”小王（如图），也在这场疫情中
得到锻炼和成长。

小王叫王昕怡，在上一场疫情
中，曾是一名从武汉放假回家的大
学生。“刚回来我如实上报行程，自
觉居家等待社区上门监测体温，积
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王昕怡提
到当初对社区防疫的认知只有这
些。但这个过程，却埋下了她扎根
社区的“种子”。

去年，王昕怡如愿到了中原
西路街道办事处，迅速实现了从

“配合者”到“守护者”的角色转
换：卡口值守、核酸筛查、流调信
息排查、封控区物资保障，时空转
换，紧张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
防疫战场。今年 1 月，在中原万
达小区东院封控区，王昕怡每天
早上 6 点到社区换上防护服与医
护人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核
酸，连续 16 天承担每天 132 人的
信息录入工作、解释政策、更新台
账、居家隔离管理、处理突发情
况、调解邻里关系、安抚群众情绪
等，也应对疫情对自己内心极限
的考验。

王昕怡 23 岁生日那天，虽然
和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却没有见
面。早上 5点半，从家里出发到社
区准备上门做核酸，上午统计分包
楼栋单元的居民体温信息，下午挨
家挨户上门发中药收集最新的人
员信息，一个单元 120 户居民，发
完已经很晚。忙完后，用泡面当作
长寿面给自己生日一个“仪式感”，
午夜 12 点看着天上的月亮默念：

“你好，我的 23 岁。”第二天一大
早，继续穿上防护服，投入到工作
中。王昕怡也曾因为千头万绪的
防疫工作而崩溃大哭过。如今，平
静又坚韧，游刃有余地面对每一件

棘手的困难。“这是我在防疫中的
成长过程。”王昕怡说。

投入疫情防控的日子，王昕
怡从“一只手”到“多面手”。在办
事处工作的半年，经历了封控区
的挑战、掌握了常态化防控的流
程，从封控区的独当一面到厘清
核酸筛查、免疫系统构建、群防群
控之间的脉络，个人素质在不断
完善提升。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
笃行，才弥足珍贵。“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征程使命，义无反顾、勇于担
当、投身实践，我们在成长。”王昕
怡说。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常胜 文/图）近日，西流湖公园百
亩月季花海热烈绽放（如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游玩。这是该园
改造后首次形成的大美月季景观。

从西三环西流湖公园北区正门进入园内，下沉式花池五颜六
色的月季花海花开正艳，远远望去像极了五彩斑斓的巨大调色
板。走近花海，只见万紫千红、绚丽多姿，令人目不暇接。

月季花海位于西流湖公园北区东北角，为西流湖十二景之一
贾鲁芳华景点，总面积 150亩，以展示市花月季的风采为主，种植
有丰花月季、大花月季等多个品种。周边大型月季花架环绕，主要
展示藤本月季，与中心下沉广场遥相呼应。

前往赏花的市民可乘坐 23路、31路、76路、B2路、B3等公交
车在西三环西流湖路站下车，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公园负责人提醒游客，赏花莫忘疫情防控，入园须出示健康
码，戴好口罩，不聚集，不扎堆，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做好自我防护。

身边正能量

教居民如何线上买药教居民如何线上买药
““9090后后””手绘手绘QQ版漫画版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