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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你们是最美逆行者
每当病毒来袭，逆行“大白”必

将如天使般降临，同时间赛跑，与病
毒作战，他们勇毅而笃行。

5月 8日，封控中的郑飞社区上
演了震撼的一幕，数百位“大白”腰缠

“黄围裙”奔赴各楼栋为配合疫情防
控足不出户的居民上门采集核酸。

面对 110 栋楼 5532 户居民、酒
店、沿街门店滞留人员限时核酸检
测的艰巨任务，人和路街道郑飞社
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严格落实服
务上门政策。

“大白”们挨家挨户爬楼做“鼻

咽拭子”核酸检测，气喘吁吁地敲开

居民家门时仍不忘送上一些鼓励的

话语，暖心的问候，换回的则是一声

声感谢，和一张张强忍不适却仍充

满感激的面孔。

为支持郑州核酸检测工作，5月

3日，全省 14个直辖市派出 7000余

名医护人员支援郑州，杨佳便是其
中的一员，来到郑州后，她来不及休
整就开始了连续两天的核酸检测工
作。5月 6日上午，桐柏路街道火二
公司社区人员了解到当日是杨佳生
日，辖区居民送来了鲜花、鸡蛋和长
寿面，社区书记校云蕊为她准备了
生日蛋糕。

杨佳感触地说：“这是一个不能
和家人团聚的生日，但却是我最有
意义、最难忘的一个生日。相信我
们一定能很快战胜疫情。”

穿上红色的马甲
你们是抗疫的钢铁长城

有一种身份叫“党员”，有一种
精神叫“奉献”，有一种担当叫“坚
守”，有一种情怀叫“为民”。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
号召党员干部“双报到”，就地转化
为社区志愿者，40余万党员闻令而
动，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实
在岗位上，在抗疫一线充当“守门

员”“信息员”“服务员”，凝聚起强大

的战“疫”合力，筑牢疫情防控“红色

防线”。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申绍辉，第一时间主动到淮

河路街道办事处盛世社区“双报到”，

帮助开展核酸检测扫码登记、秩序维

护、老年人扫码等志愿服务，不惧病
毒风险变身“大白”到隔离户家进行
核酸检测；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三
支部书记贾辉刚结束24小时应急值
班，立即无缝对接，身着中国红“盔
甲”，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市老干部大学党支部书记陈
霞在查验健康码时，因避让车辆，
跌倒在地。她被旁人扶起时，左胳
膊已经浮肿，但她没有一丝怨言，
忍着疼痛，认真履行职责。其他同
志多次劝她，要她休息，但她毫不
退缩，仍然坚守工作岗位。领导知
道后强行把她换下，她已经整整站
了一个上午。把她送到医院检查
时，发现左臂已经骨折。

他们是所有参与疫情防控的
党员干部的缩影，一个个身影汇聚
成防疫最前线的钢铁长城，守护着
1300万郑州市民的安宁。

套上醒目的志愿服
你们是群众的定心丸
无论是核酸检测采样点、生活

物资分发处，还是社区门口执勤
岗，醒目的“红马甲”总能第一时间
排解居民心中的焦虑和不安，他们
是社区工作者，是党员，也是危急
关头一名名挺身而出、为城市而战
的普通市民。

“出入卡点请扫健康码，并向
工作人员出具相关工作证明……”
在大学路沅江路卡点，喇叭中传来
一名女性嘶哑的声音。声音的主
人叫江芸，是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华
府社区党支部书记。5月 2日她刚
刚出院，转身便投入到疫情防控的
工作中。

“你好江书记，我们需要报备。”
“你好江书记，我是黄码人员怎么
办？”“江书记，我的女儿突然发烧了
怎么办？”凌晨 1点多，江芸还在耐
心地为居民解答各种疫情防控政
策，报备电话更是接连不断。

连日来，她每天工作18个多小
时，面对腰伤复发，带上护腰咬牙
坚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里，
她始终坚守在防疫一线，每天用脚
步丈量着社区里的每一寸土地，带
领社区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履职
尽责，冲锋在前，为人民群众构筑
一道坚固的防控“堡垒”。

5 月 3 日，正在社区加班的南
阳路街道西彩社区书记王亮，给家
里打了个电话，留下一句“不用等
我回家吃饭”，便匆匆挂断了电
话。从那以后，每天清晨6点，王亮
便开始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医护工
作者对辖区居家隔离群众进行上
门核酸检测。与他并肩而战的还
有19年前一起抗击非典的发小，荆
伟和王超。在华润万象城工作的
二人一接到王亮的电话，就立即赶
赴西彩社区，加入到了志愿者行
列，成为西彩社区“编外志愿者”。

带着志愿者组织核酸检测、楼院消杀、
搬运物资，两个“编外志愿者”很快就
成为社区居民的“老邻居”。

披上隐形“战袍”24小时驻守
你们是千万市民的贴心人

5月 3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第73号通告，市八区内
其他区域参照管控区标准管理，实行

“足不出区、严禁聚集”措施。
全市八区居民餐食、居住、出行、

就医等生活需求的满足受到影响，导
致“郑在抗疫·一帮到底”平台求助信
息激增。

5月 4日，后台求助信息更是突破
3000＋，达到单日数据新高。而后几
日求助信息数量居高不下，面对众多
市民的“急难愁盼”，平台工作人员放
弃休息，实行24小时轮班，在后台默默
当“客服”，隔着网络和电话，不分昼夜
地坚守，对求助信息分类、核实、交办。

90 后刘婷婷，是今年年初加入
平台的“新兵”，而在本轮疫情防控
中，忙碌的“郑在抗疫·一帮到底”大
厅内，“婷婷”成了提名率最高的名
字，而提到婷婷，大家想到的往往是

“爱哭的小燕子”。生性开朗的她对
待工作严肃认真，快速成长为业务骨
干，在一次处理后台信息时，她发现
了一条特殊的求助，求助人的妻子因
难产去世，刚出生的孩子还在医院，
求助人因黄码无法进入医院接走孩
子，请求平台帮助。

刘婷婷一边将交办单转至相关部
门，一边不停地控制情绪，但一想到失
去妈妈后可怜的孩子，她留下无声的
泪水。

类似这样的场景在“郑在抗疫·一
帮到底”大厅内已多次出现，每一条紧
急的求助，每一位市民的急难，都时时
刻刻牵动着刘婷婷温柔细腻的心。

在“郑在抗疫·一帮到底”平台有
这么一句话深深镌刻在每个人的心
里，“每个个体的需求，即便再微小，也
值得去重视；每个个体的寻助，声音再
微弱，也值得被听见。”

他们是网上群众路线的践行者，
他们化身“讲解师”“调解员”“翻译
官”“知心人”，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将后台的一条条“待解决”求助信息
变为“已办结”，将千万郑州市民疫情
期间的“怎么办”变成“正在办”“立刻
办”。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岗位，相同的
付出，一样的无畏……千万郑州人，万
千逆行者汇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力
量，构筑成抗疫独特的风景线，绘就了
一幅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
震撼画面。

萤火微光，愿为其芒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王战龙

人和路街道郑飞社区数百名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在小区集结 谭纪刚 摄

烟火城市处处是希望
这世间，也许没什么比味蕾的感

受更能带给人踏实的幸福感。5月
14日起，全市有序恢复堂食，大小餐
厅重新开门纳客。吃货们雀跃，店家
更欣喜。

早上7时，丰庆路一家早餐店，进
进出出的人流络绎不绝，炸得焦黄的糖
糕、菜角，冒着腾腾热气的大包子，香喷
喷的韭菜盒、葱油饼，一托盘一托盘摆
满柜台。老板娘一边麻利地取餐、报
价，一边和进来的顾客打招呼，“吃点
啥？”“现在可以在店里吃了？”“是呢，堂
食放开两周了，想吃啥随便点，可以
坐店里舒舒服服吃完再走。”如沐春
风般的轻盈笑意，荡漾在她脸上，对
未来的美好期待，萦绕在她心中。

“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和刚出炉的
烧饼就得在店里吃，吃口热饭，吃个热
闹。”一早就来到纬一路某羊肉鲜汤店
就餐的市民李先生感慨，“一碗热汤上
来，热气腾腾的日子也跟着来了。”

周六中午，12点刚过，yoyopark
七楼的某知名火锅店就不接受预约
了，接线的工作人员说：“堂食开放
后，客流量较大，位子不好保留，最好
直接来店内排队。预计晚上客流量
也不会小，预订位子也只能保留到下
午 6:20。”言语中既有对顾客盈门的
喜悦，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酸甜
苦辣咸的烟火日常，既给了我们战胜
疫情的持久韧劲，更让我们在面对困
难时能始终保有云开霾散的信心和
希望。

“二七广场”回归
二七精神永在

“二七广场到了，请从左边车门
下车……”周末的地铁 1号线上，人
流也不亚于平时。随着熙熙攘攘的
人流，赵大爷和老伴走出车厢，开始
了半日的二七广场之游。

前段时间，因疫情防控需要，二
七广场等地铁站临时关闭，让一些市
民颇为关注。“这段时间都没有出门，
知道地铁二七广场站恢复运营，今天

我跟老伴专门来转转，看看熟悉的二
七塔，心里踏实。”家住中原西路的赵
大爷是位老郑州人，对二七广场有着
深厚的情感。“新闻上说今天郑州‘双
清零’了，好消息啊，这也意味着郑州
全面复苏了。郑州人团结一心抗击
疫情的精神就是对二七精神最好的
诠释，我相信郑州一定能挺过难关，
为郑州加油！”赵大爷坚定地说。

“双清零”对公交车长罗元元、邢
金梅、王翠娟来说，则是回归工作的
日常。防控升级公交停运期间，他们
选择在各自小区内“原地上岗”，帮助
维持核酸秩序、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5 月 11 日全市调整防控措施后，他
们随即脱下“红马甲”，带上“安全
标”，手握方向盘，回到熟悉的岗位
上，为千万郑州市民的便捷出行站好
岗、服好务。正如郑州地铁站站长王
茹、李亚涛所说：“我们用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的担当，让城市多一分温度
与力量，期待绿城早日繁华归来！”

美丽之城放眼皆风景
“第三届‘醉美·夜郑州’消费季

活动27日正式启动！”在手机上看到
这个消息时，杨女士激动了好一会
儿。“前段时间已经瞄上几件衣服，我
要定闹铃、抢购物券，然后买买买。”

郑州“双清零”，人们可以放心大
胆地走出家门，逛商场、购新衣，展现
美美的自己。

中原万达一家西班牙品牌服装，
入郑十数年来，已培养起自己的一批
稳定顾客群。店员方子说：“相较于
刚恢复营业那几天，近段时间客流明
显增加，大家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收
不收消费季的代金券，对这样的活动
我们一直是积极参与的，政府补贴消
费者，也等于间接帮我们扩大客源。”

中原万达商业街上，阿正的理发
店恢复营业半月后重归红火。周末客
流量最多，阿正和同事们一边招呼着
客人，一边忙着接电话：“因为疫情防
控，之前闭店一段时间，剪发、染发的
顾客有点多，估计近期都会比较忙，建
议客户预约到访，以免等太久。”

夏日的绿城，树木葱茏一片。人

们在大街小巷忙碌着、奔跑着、美丽
着，编织着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小小心愿如护航明灯
疫情结束后最想干什么？ 这个

问题学子们曾畅想过很多次，大家的
心愿简直能堆满校园的操场。大二
的冰冰做了个深吸气：“我要穿上漂
亮的裙子，然后买最近的车票去见那
个思念的人，要与他手牵手看日落、
吹晚风，走在夕阳下。”与她同宿舍的
果果说：“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去见约
了好久的老友，去吃火锅、逛街、探
店、拍写真，一起在喧嚣的城市街头
感受人山人海的热闹嘈杂。”

希望疫情早日远去的青春学子
们说出了共同的心愿：地铁会回归拥

挤，街道会重返热闹。胡同里的早餐

铺子和市中心的霓虹灯都会一如既

往。相信爱与希望蔓延的速度一定

会超过病毒，一切都会过去，一切美

好都会重新开始。期待我们在硝烟

散尽的世界里重逢！

5月 13日，上街区中心路街道汇

丰社区录制的一条心愿视频火了，视

频中汇集的从社区党总支书记到普

通志愿者的平凡心愿，打动了无数人

的内心。

作为基层工作者，汇丰社区党总

支书记张爱娟说：“最希望一切步入正

轨，工作和生活两不误。”社区的其他

工作人员中，有的说疫情过后，要带着

家人去远行；有的说要带孩子去北京

看升旗仪式；还有人说，想回贵州陪父

母……视频中，青春激昂的小伙说：希

望疫情早日消散，容我仗剑走天涯；两

鬓斑白的老人说，疫情之后要去西藏

转一圈；上小学的孩子说，最希望跟爸

爸妈妈去外省旅游……

少年走天涯的脚步，孩子看天下

的梦想，老人浏览湖光山色的憧憬，

游子归乡探望父母的深情……这平

凡的心愿，如盏盏明灯，让我们心中

有光，照亮前行之路。

拨云见日终有时，一碧万顷醉清空。

待到疫散云开，日月重光，万千

人的美好心愿，一定如愿以偿！

一城烟火如绘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张倩 曹婷

5月11日,郑州东站地铁站恢复运营
郑报全媒体记者 白韬 摄

5月27日，第三届“醉美·夜郑州”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吸引市民前往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这是一抹白色，他们在疫情中逆风而行，在寒风的街头，在熹微的清晨，他们一
个动作重复了千次万次，用双手与病毒争分夺秒；

这是一抹红色，他们在疫情中挺身而出，站立在小区门口，伫立在卡点上，他们
用血肉之躯夯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
一场与新冠病毒的较量五月初开始再次上演。而此时，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身

披各色战“疫”铠甲再度出征，犹如划破暗夜的光，照着胜利的方向。

周末的北环某超市，菜丰果鲜，人流熙攘。端午节快到了，各种口味的粽子被摆
上醒目位置，顾客们围着货柜询问挑选。

艳阳下的二七广场，街角咖啡馆音乐流动、香气扑鼻，人们一角安坐，或聊天或阅
读，轻松惬意。

夜幕将临，中州大道上，南来北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车轮滚滚，争分夺秒般疾驰向
前。归家的人身影匆匆，从城市的不同地方，奔赴家的港湾。

在历经分区域管理、系列硬核抗疫后，那个热烈热闹活力四射的郑州回来了，那
个我们无比熟悉的烟火城市回来了！

最美人间烟火色,夜市生活嗨起来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