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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卢旭东

“婶子，您怎么不戴口罩，不戴口罩
不让出去”“大爷，现在不让扎堆儿，没
事您就别出来转悠了，这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在石家庄市
无极县郝庄乡固汪村，街上时常听到这
样的劝导声，这是村里的巾帼志愿者们
在劝阻村民戴好口罩、减少外出。

守望相助，温情无价。
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我省广大巾帼志愿者积极响应妇联
组织号召，化身居民身边的“监督员”“宣
传员”“疏导员”“服务员”，以自己的专业
能力和满腔热情，春风化雨，温暖人心。

坚守防线，同心筑牢防线

“大家要做好防护措施，能不出门
就不出门，如果有事必须要出门，一定
戴好口罩，回家后先洗手……”2 月 23
日，固汪村的巾帼志愿者们一大早就背
着小喇叭在村子里“巡逻”。

疫情发生后，固汪村的几位妇女姐
妹主动请缨加入村里的防控工作，组建
了一支巾帼志愿服务队。每天，她们在
村里的大街小巷宣传疫情知识，积极引
导群众理性认识、科学防护，不造谣、不
信谣、不传谣，并及时对街上聚集人群
进行劝散。

“巾帼志愿者们将心比心，虽是劝
导，也是疏导，让人听了舒心。”无极县
妇联相关负责人说，巾帼志愿者们的耐
心劝阻立竿见影，爱聚集的老人都不出
来了，街上的人也明显少了。

哪里有需要，她们就在哪里。
在各级妇联组织的带领下，我省

200多万名巾帼志愿者积极参与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工作，筑起了村社疫情防
控的坚强堡垒。

廊坊市香河县妇联“巾帼爱心汇”
志愿服务团队的 16 支基层志愿服务小
组，900 余名巾帼志愿者始终奋战在战
疫一线。她们与基层干部一同参与村、
街、小区站岗执勤，清扫消毒辖区卫生
环境，并带动3000余名妇女参与防疫知
识宣传、数据采集、外来人口排查、路口
值守等工作。

在邯郸市，街道、社区妇联发动执
委、巾帼志愿者，落实入户宣传工作，借
助小喇叭，张贴公告，发放宣传单，利用
QQ群、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增强居民防
控意识。在辖区各个入口对外来车辆和
人员做防范引导，为居民群众发放口
罩，上门为居民定时量体温，时刻关注
发热病人的情况。

考虑到一般的宣传方式难以达到让

群众记在心里存在脑中的效果，迁安市
巾帼志愿者将创作的《防疫情听我言》宣
传快板下发到各村，利用大喇叭早、中、
晚 3 次进行宣传，用生动的形式劝导村
民不聚集、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

服务群众，贴心做好后盾

“不能去前线，就要做好后方保
障。”2月9日下午6时，省“知心姐姐”禁
毒帮扶志愿者刁磊得知晚上 10 时有一
支驰援武汉的医疗队登机出发，她马上
和其他几位志愿者带上30箱物资，风风
火火地朝机场飞奔而去。

原来，为了能让驰援武汉的医护人
员尽快用上保暖用品，“知心姐姐”们连
日来购买和筹集了红糖、暖贴、发热鞋
垫、卫生巾等生活物品，又赶在医护人
员登机前，将这些物品交到了他们手
中。“2 月份的武汉潮湿阴冷，而且医疗
队居住的宾馆不能开空调，房间也没有
暖气，队员们大多是女同志，可不能让
她们冻着。”

疫情发生以来，燕赵大地涌现出一
批批巾帼志愿者，她们踊跃投身战疫，
奉献爱心，关爱邻里，为一线医护人员
提供后勤保障，协助社区封控排查，为
居民跑腿解难。

唐山市妇联面向一线医护人员家
属，启动“暖小家，护大家——关爱一线
医务人员家属”巾帼志愿服务活动，重
点实施结对包联服务、代购跑腿服务、
心理疏导服务、防控宣传服务、家教指
导服务等五项服务。

邯郸市馆陶县招募巾帼志愿者132
名，建立微信群，与一线医护人员家属结

成“一对一”帮扶，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
员家属实行老人、孩子、家务全包制度。
巾帼志愿者每天去家里打扫卫生，辅导
孩子学习，陪老人聊天，并送去食用油、
鸡蛋、牛奶、蔬菜、水果等生活用品。

特殊时期，为居民生活忙碌的巾帼
志愿者也不在少数。

邯郸市复兴区的巾帼志愿者主动
当起后勤“贴心管家”，根据隔离居民的
生活需求，帮助他们购买米面油、水果、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做好隔离后的各项
服务工作；石家庄市正定县新城铺镇的
巾帼志愿者不忘关爱困难群众，在做好
防护的基础上，经常到村里的困难群众
家中嘘寒问暖，宣讲防疫知识，送去爱
心口罩，询问家里的实际困难，确保抗
疫路上不落下一人……

疫情期间，守护家园及亲人们的平
安健康，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巾帼志
愿者发挥了积极作用。

发挥所长，暖心助力战疫

“企业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期间工
资如何发放？”“擅自封路、封村会构成
犯罪吗？”“因疫情取消旅行计划，旅游
公司不退还已支付的费用怎么办？”疫
情期间，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很多人。

为了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
贴心的法律宣传服务，河北“木兰有约”
法治宣讲团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认真
梳理，以“疫情之下，切莫以身试法”为
主题，通过微信公众号、美篇 App 等线
上渠道为群众普法。

疫情发生以来，巾帼志愿者积极响
应号召，在参与基层社区疫情联防联控

的同时，利用互联网丰富群众居家生
活，提供法律宣传、心理疏导、家政技能
知识讲解等专业服务，各展所长。

在全民抗击疫情的大形势下，随着
疫情的持续和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开始
受到负面想法和消极情绪的困扰。

省妇联与省心理干预协会联合开
通心理危机干预绿色通道，组织40余名
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组成专业心理支持
团队，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免费线上心
理危机干预服务。自1月30日开通到目
前，该团队完成了 300 余人次的心理援
助服务。

巾帼文艺志愿者们发挥各自所长，
以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
防疫知识，为武汉加油。非遗传统剪纸作
品《钟南山赴疫情一线》、顺口溜《战疫
情》、方言快板《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等作品均出自巾帼志愿者之手，她们用
自己擅长的方式为抗击疫情加油。

此外，巾帼志愿者们充分利用妇女
讲习所、妇女微家、巾帼脱贫大讲堂等平
台，发挥巾帼家政、手工、农业等示范基
地和带头人作用，围绕妇女需求，在线讲
授小儿推拿、养老护理、面点制作等家政
技能知识和刺绣、皮具制作、土布制作等
手工制作技能，帮助贫困妇女提升脱贫
技能，为就业增收创造条件。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平凡人。”在疫情肆虐的危急关
头，巾帼志愿者们传递了正能量，发挥
女性独特作用，为稳固疫情防控“大后
方”作出了贡献。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大家继续行动，在各条战线上
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共同守护我们的
家园。”

守望相助 温情无价
——全省各地妇联积极组织巾帼志愿者齐心抗疫

3 月 6 日，邢
台经济开发区留
村镇留西村巾帼
志愿服务队队员、
北方学院大学生
李路晓在为留守
儿童辅导功课。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妈，今天这边没啥事，一切安好。”
3 月 11 日 22 时 30 分，肃宁县的医

学留观点，结束一天的工作后，黄海鹏
回到房间，第一时间给母亲发了一条
报平安的微信。

黄海鹏是肃宁县窝北镇东柴村
人，是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
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在这个寒假里，
他先后在肃宁县医学隔离观察点、留
观点做志愿者。

“测量体温、送餐、消毒……虽然在
隔离点的工作不多，但对于我来说，这
些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黄海鹏说，在
肃宁县医学隔离观察点和留观点的学
习和成长，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寒假。

“作为一名医学专业大学生，
总想着得做点什么”

春节前，放寒假的黄海鹏回到老
家，本来他已经联系好要去一家医院
见习。

没想到，黄海鹏实习的计划被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乱，看着越来越多的医护
人员前往武汉，他也想为抗击疫情出一
份力，“面对疫情，作为一名医学专业大
学生，总想着得做点什么。”

“您好，我想申请去一线，做一名
医学志愿者。”1月28日，黄海鹏拨通了
肃宁县红十字会的电话。县红十字会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把他安排在肃宁
医学隔离点当志愿者。

2 月 1 日，经过统一培训，黄海鹏
正式进入医学隔离观察点。一天三次

送餐、定时清理垃圾、消毒、测量体
温、辅助医护人员采集血样、送上必
需品……这些都是黄海鹏的工作。

“送餐员、清洁工、消毒员、心理
师、快递员……每天我都要不停地变
换着‘身份’，忙碌而充实。”黄海鹏说。

在医学隔离观察点，很多情况下需
要近距离接触被隔离人员。“工作时，必
须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黄海鹏说，比
如测量好一个人的体温后要记录在册，
再用酒精为红外线体温计消毒，才能为
下一位被隔离人员进行测量。

每天为被隔离人员三次送餐是对
黄海鹏的考验。他要穿着防护服，两手
拎着重10来公斤的餐盒，一路爬楼梯。
护目镜起了雾气，眼前就会变得模糊，
脚下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每次送餐，黄海鹏会将餐盒放在
门前，轻轻敲敲门，告诉被隔离人员取
餐。送餐结束后，黄海鹏会接着将被隔
离人员的生活垃圾装进塑料袋中，带

到楼下进行消毒处理。
这一趟下来需要近一个小时，黄

海鹏防护服下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
湿。“防护服下闷热的感受让人很不舒
服，但为了不造成防护服浪费，我就不
喝水，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收获了感动和成长，一切都
很值得”

医学隔离观察生活枯燥单调，春
节期间，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很多隔
离人员压力大，加之对疫情缺乏科学
的了解，难免情绪烦躁。

“被隔离人员刚进来的前几天是
最好办的，只要给他按时送饭，量量体
温，他们都能自觉待在屋里，但时间一
长就不好办了，各种情绪都会出来，得
绞尽脑汁安抚他们。”黄海鹏说。

有时候被隔离人员情绪不稳定
了，黄海鹏会用微信与他们聊天，从国

家政策、疫情情况到隔离人员的家里
情况等，让隔离人员情绪渐渐稳定
下来。

“小伙子，你跟我们在一起不会害
怕吗？”一位隔离人员与黄海鹏聊天的
时候问到。

“说实话，要说一点都不担心，那
是假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做好科学安
全的防护，就不会有问题。”

为隔离人员送上生活必需品也是
黄海鹏的工作。隔离人员会通过微信、
电话，把需要的物品告诉工作人员。准
备好之后，工作人员再送给隔离人员。
有一次，一位被隔离人员的儿子过生
日，黄海鹏负责为他们送蛋糕。当小男
孩看到生日蛋糕时，开心地笑了：“谢
谢你，大哥哥。”一句感谢，让黄海鹏的
心里充满温暖。

坚守之下，终有曙光。2月13日，肃
宁县医学隔离观察点的70名新冠肺炎
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没有一人确
诊。这让黄海鹏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简单休整之后，2 月 14 日，刚从隔
离点走出来的黄海鹏，又报名参加了
肃宁县留观点的志愿服务活动。

隔离点、留观点的人们解除隔离、
离开留观点时，总会对黄海鹏表示感
谢。“虽然工作很累，但从中收获了感
动和成长，一切都很值得。”黄海鹏说。

“通过这次志愿活动，我学到了很
多东西。也看到很多党员带头冲在一
线，我也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去战斗。”
黄海鹏说，入党一直是他的理想，回到
学校后，他会第一时间递交入党申请
书，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
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在战疫一线收获成长
——肃宁县大学生志愿者黄海鹏的特殊假期

3月 11
日，在肃宁
县医学留观
点，大学生
志愿者黄海
鹏正在记录
留观人员的
身体状况。
受访者供图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杨永
丽 记者刘冰洋）“袁玉果、袁
少龙、袁永生、袁利军……你们
在咱村疫情防控工作中处处带
头，捐款、捐物，被评为‘本村好
人’，请再接再厉！”日前，平乡
县袁横头村党支部书记袁进锋
与新当选的“好人”代表视频通
话表示祝贺，并在村微信群发
出表扬信。

袁横头村有个传统，每年
都会举行好人好事评选表彰大
会。往年表彰会，全村人都要
到场，评选的“好人”登台披红
挂花。“今年受疫情影响，‘好人
颁奖典礼’要改改样子，但评好
人颂好事儿的传统不能丢，咱
就评在疫情防控期间‘比奉献、
比帮工、比解困’的身边人。”袁
进锋和村两委班子商量一致通

过，在微信群发出了倡议书。
党员志愿者袁少龙第一个

站出来值夜班，换班后还帮村里
孤寡老人采购生活用品；志愿者
崔书强24小时吃住在疫情防控
检查点上；全村 80 多人主动报
名参加日夜值守、消杀工作，几
乎家家为疫情防控捐款出力。

“你看这地里干活儿的人，
干的也不一定是自家的活儿！”
袁进锋说着，用手指向正在地
里修剪金银花的祁会平。“今年
58 岁了，是俺们村金银花种植
能手，她这是在教村里的种植
户剪形修枝。”

点 亮 一 盏 灯 ，照 亮 一 大
片。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学
好人、做好人，在平乡已成为一
种潮流，全县向善向上的社会
氛围越来越浓厚。

平乡县袁横头村

一场特别的“好人颁奖典礼”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冰洋）
“提腕，向前摊开，然后向回绕，
注意体态，重心落在前面……”
在班级微信群，石家庄市老年
大学民族舞老师孙子夕刚刚发
出教学视频，就收到学员们传
回练习的照片、视频，让老师点
评指导。

为满足广大学员居家学习
需求，石家庄市老年大学建立
了 300个班级微信群，近 200名
教师积极备课、线上辅导。授
课老师利用微信群，采用视频
演示、语音讲解、图片和文字展
示、直播、交流互动等形式开展
教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多方
做好老干部疫情防控工作，及
时把党和政府对老同志的关心
关爱传递到位。省老干部活动

中心推出“八段锦”等中医健身
活动节目，通过“燕赵红枫”
App、“河北老干部”微信公众号
等传送给广大离退休干部。

用心用情用力，切实让老
同志在非常时期感受组织温
暖。保定市委老干部局主动对
接高龄、留守、独居和家庭生活
有困难的老干部，通过微信、短
信、电话等方式加强联系，倾听
老干部在抗击疫情中的心声感
言。石家庄市委老干部局及时
发放口罩等应急物资，为离退
休干部解决燃眉之急。省军区
沧州干休所向老干部推荐沧州
信誉楼、盐百等网上购物平台，
由商场人员送货至大门口，工
作人员领取后送货到家门口，
并对外包装消毒后拿进屋，有
效避免老干部、遗属与外界人
员接触。

全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用心用情
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让老同志在非常时期
感受组织温暖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
通讯员郭俊岭）近日，在石家庄
市藁城区四美巷小区，几名居民
代表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藁城
区交警大队，感谢交警韩宇飞。

韩宇飞是藁城区交警大队
事故科的一名90后交警。今年
正月初六，他主动找到小区居
委会，提出业余时间义务帮助
小区门口防疫点站岗值勤，这
一站就是40多天。

四美巷小区有 12 栋楼 360
多户居民，疫情发生后，为保障
居民安全，小区采取了封闭式
管理，并设有防疫站点，对进出
小区人员进行登记排查。防疫
站点 24 小时值班，由 3 个工作
人员轮流站岗。由于小区较
大，又只开一个门，值班人员压
力很大。看着工作人员一手拿
登记本，一手拿体温枪忙不过
来的样子，韩宇飞决定业余时
间过来帮忙。于是，进出小区

的居民发现，防疫站点有了个
勤快礼貌的小伙子。

“公共场所都得戴着口罩，
回家记得洗手、用酒精消毒。”一
下班，韩宇飞就先到小区门口，
摇身一变，成为小区防疫值班人
员，继续上岗，帮着登记进出人
员信息，测量体温，还将门口张
贴的防疫知识普及给居民。

封闭管理后，入户排查工
作比较繁重，韩宇飞还帮着居
委会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登
记，排查是否有发热人员，是否
有从疫区回来的人员。登记完
住户信息后，再一家一户给出
门采购和必须上班的居民送去
出入卡。

当天收到表扬信的韩宇飞
不好意思地说：“人民警察就得
服务人民，不管上班还是下班，
该服务就得服务，况且我曾经
是一名军人，过来搭把手，他们
也好休息一下。”

90后交警“兼职”小区防疫守门人——

“人民警察就得服务人民”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
“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后从事护
理行业的决心！”近日，河北医
科大学学生处统一组织了一场

“云”端思政班会。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处以本

校战疫“逆行者”的感人事迹为
主要内容，为全体学生录制了

《同心战疫·医者说》专题思政
视频，通过连线本校附属医院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组
织全体辅导员召开了一次以

“使命担当、责任坚毅、爱国奉
献”为主题的“云”端思政班会。

“在这个时代，无数医务工
作者成为最美‘逆行者’，舍小
家，为大家，医者仁心，勇往直
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支援
神农架林区的河北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副院长瞿长宝，参与了

《同心战疫·医者说》专题思政
视频的录制，他期待学生们努
力学习专业知识，早日加入光
荣的医疗队伍中。

视频里，河北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们一句句有力的话
语，展现出他们的积极投入、勇
敢刚毅。“不负韶华，只争朝
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高恒波给大家讲了
武汉战疫的感受，并以此与大
家共勉。

此外，这次班会还加入了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袁雅
冬 教 授 接 受 采 访 的 视 频 报
道。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用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着“ 健 康 所
系，性命相托”的誓言，让学生
们深受触动。

河北医科大学强化疫情期间思政教育

“云”端思政班会引发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