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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杜媛）“小伙子，你帮我
看看怎么在网上买菜呀？”1月8
日，邢台市信都区在水一方小
区的一位老人向在小区值守的
信都区税务局志愿者王现军
求助。

自从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后，
线上购买成为居民买菜的主要
途径。但对于小区里的很多老
人来说，线上买菜成了难题。“这
些老人很多不能熟练运用手机
购物。”王现军把老人们的烦恼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线上买菜，怎样让老人不
掉队？平时就喜欢拍视频、剪
视频的王现军想到，可以将线
上买菜流程制作成一段简单易
懂的视频，让小区里的老人一
看就明白。

8日下午，趁着与同事换岗
休息的时间，王现军赶紧在手
机 里 搜 索 附 近 大 型 商 超 的

APP，将购物页面一点一点截
图，再通过视频软件仔细剪辑，
注明购物流程和所需事项，仅
仅半小时，一段完整的线上买
菜攻略视频就制作好了。在制
作过程中，他还贴心地将重点
部分用大字标出来，方便老人
观看。

第二天上午，他将视频发
到了业主微信群中，几分钟后
有人在群里回应：“这下买菜方
便了，谢谢。”

为方便居民买菜，王现军
还与周边的商家沟通，将商家
的购物二维码贴到小区门口，
居民扫码就能实现线上下单
买菜。

自己的举手之劳解了老人
们的居家难题，王现军心里特
别高兴。“虽然自己去不了抗疫
一线，但希望能在后方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疫情防控
出一份力、尽一份心。”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不
惧艰险；总有一些故事，让我们
热泪盈眶。

曾经支援过武汉抗疫的石
家庄市二院主管护师刘思思，
到达藁城第一天就被当地村民
认了出来，老乡激动地说：“支
援武汉的姑娘来了，武汉行，咱
们也能行！别怕，赶紧配合做
检测！”

去年 2 月瞒着家人前往武
汉做志愿者的河北小伙魏飞，
日前再次逆行出征，从工作地
湖北踏上开往石家庄的列车，
支援河北抗疫。曾经，为武汉
而战，让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
大爱大义；现在，为家乡而战，
更是让我们感受到燕赵儿女的
赤诚之心。

还有更多勇敢的逆行者，
我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看不
清他们的面孔，但他们有共同
的名字“抗疫勇士”。低温环境
下，检测的双手被冻得红肿，隔
离面罩中的雾水凝结成冰，“就

地躺”“连轴转”成为常态……
尽管向险而行，但他们义无反
顾；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脚步
坚定；尽管普通平凡，但他们就
是此刻最动人、最闪亮的星。
无论是“战场在哪里就去哪里”
的医护工作者，还是日夜值守、
尽职尽责的社区工作者，无论
是默默奉献、不怕牺牲的抗疫
志愿者，还是全力配合、积极防
疫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抗疫
斗争中的战士，都是战胜病毒
至关重要的力量。

心手相牵、众志成城，一颗
颗心紧靠在一起、一份份力汇聚
在一起，这是经历大战大考的湖
北永志不忘的共同记忆，这是伟
大的抗疫精神在每一场与疫情
的战斗中展现的动人篇章。

在今天，这千千万万逆行
的身影，更让我们坚信，有这种
危难时刻爆发出来的精神力
量，我们就有了压倒一切困难
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
气，就一定能携手走过凛冬、迎
来春天。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河北日报记者 曹 智
通讯员 甄永峰 梁钰琪

“数九寒天里能吃上一口
热饭，喝上一口热汤，打心眼儿
里觉得暖和。驻守在一线，但
知道身后有大家的支持，我们
有信心，有干劲儿，相信咱们一
定能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1
月 15 日，在石家庄市裕华高速
口，执勤交警手里端着热气腾
腾的饭菜边吃边说。

石家庄裕华高速路口是进
出石家庄的重要通道，也是省
会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1
月 6 日起，石家庄实施闭环管
控，10 余名交通干警全天值守
在站口，阻断疫情进入通道，守
护省会平安。

河北高速集团总部紧邻裕
华高速口，考虑到执勤交警吃
饭不方便，该集团主动承担起
给他们送饭的工作。从 1 月 7

日起，他们每天免费送饭，目前
已累计送了200多份饭菜。

“24小时在站口守护城市，
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饭，是我
们应该做的。”河北高速集团行
政办公室副主任张醒敏说，为
了让执勤交警吃好，他们集团
总部食堂专门制作了每周食
谱。几位大厨每天精心烹饪，
饭菜做好后装入保温箱送到执
勤点。

今年疫情防控开展以来，
河北高速集团所属实施交通管
控的收费站，为驻守站口的交
警提供热饭菜、水、电、临时休
息场所等各种便利。据统计，
截至1月14日21时，石家庄、邢
台、廊坊3市63个收费站、25对
服务区累计为防疫工作者提供
免费工作餐824份，为过往司乘
人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 178 人
次，捐赠 1.2 万只口罩、3000 副
手套和23套防护服。

抗疫快评

温暖时刻

做个“云买菜”攻略
解老人买菜难题

让执勤交警吃上
热腾腾的饭菜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昌）1月
15日上午11时，记者驾车再次进
入石家庄市藁城区。通往增村镇
小果庄村方向的 204 省道上，弥
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一路上，
三辆大型雾炮洒水车正在分段对
路面进行消毒作业。

驶入小果庄村，记者看到两
名身穿防护服的消防员，背着专
业消毒装备，正认真地对小果庄
公交客运站门口的角角落落进行
喷洒消杀。“小果庄村的全面消毒
工作已经完成，我们现在是对一
些边边角角的区域进行再次消
杀。”驻守小果庄村的石家庄市消
防救援支队藁城大队世纪大道消
防救援站副站长李曾涛说。

据了解，为有效应对当前疫
情严峻形势，石家庄市藁城区于
1 月 14 日下发通知，对增村镇全
部村落、全区医疗机构、集中隔离
点、患者居所、社区、重要场所、重
点单位、集贸市场、公共厕所、垃
圾转运站、转运车辆等区域，启动
立体式、全方位、无死角的全域消
毒工作。

除了以增村镇为主的重点区
域消毒工作全面展开外，记者获
悉，藁城区各乡镇也都及时启动
了所属区域的消毒处置工作。

藁城区九门乡禅房村，地处
204 省道边。除了封闭管控外，
全域消毒是当前全村的另一件头
等大事。

10 米多宽的主街上，一辆农
业机械喷洒农药车变身成了喷洒消毒车，正张
着“翅膀”对街面实施喷洒消毒。走进小街巷，
手持雾炮机和雾化喷雾机的两名志愿者，也在
逐街逐巷喷洒消毒。

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乡乡长赵亚波介绍，按
照上级要求，他们乡组建了专业消毒队伍，为各
村配备了消毒相关物资，确保有效消灭传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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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上午，共产党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超声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隋鑫，来到省血液中心，以无偿献血的方
式抗击疫情。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1月 15日，石家
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藁
城大队队员两人一组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小
果庄村执行消杀任务。

◀1月 15日，石家
庄市藁城区，装有消杀
药物的大型洒水车在
对 204 省道进行消杀
作业。

本组图片均由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现场直击

决不能有一丝漏洞
——直击石家庄市鹿泉区北薛庄村和黄岩村疫情防控

1月14日，石家庄市鹿泉区北薛庄村志愿者在村内喷洒消毒水。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河北康辉旅游汽车运营有限公司积极承担疫情应急运输保障任务

“只要有需要，我们随时出征”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目前，我省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作为
重中之重，如何让这道防线更加稳固
和牢靠？1月14日，记者来到石家庄市
鹿泉区石井乡进行探访。

北薛庄村：网格化管理
让防控更高效

“原来俺们村有三个出口，现在其
他两个口都封了，只剩这一个口出
入。”正在村头卡口值守的北薛庄村党
支部书记薛立斌说。

记者看到，村庄与道路之间的绿
化带内，新拉起了一道隔离栅，从村庄
的一端直到另一端，另两个原来可以
通行的路口都用彩钢板封堵了起来。

唯一留存的出入口全天24小时有
人在岗值守。卡口旁有一处蓝色的简
易房，里面配有床、桌、椅、电暖气等物
品。据薛立斌讲，疫情防控最初几天，
村干部和志愿者们只能在一顶简易帐
篷里值守过夜，几天前，他们把帐篷换
成了简易房。

网格化是北薛庄村管理的特色。
村里常住人口 381人，被划分为 6个片
区，每个片区分别由一名村干部和两
名志愿者负责。1月 3日以来，他们首
先对村民是否到过藁城区进行了排
查，接着，又将各片区内的常住户、租
房户以及村民中需要出入上班的医务
人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进行了梳
理，摸清了底数，管理立刻变得轻松
起来。

“村庄实行封控管理，村民的生活
如何保障？”记者问。

“我们村‘两委’干部联合志愿者
分成了好几个小组，副主任薛德良负
责药品采购，村会计王兰负责帮助村
民交费，志愿者薛海威负责消杀……
一项项都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村民生
活出现任何情况，都有人立刻到场解
决。”薛立斌说。

村中小广场的地面上，一颗颗像
门钉一样整齐排列的白圆点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薛立斌告诉记者，这里是村
第二次核酸检测的现场。第一次核酸
采样，他们还有些紧张，第二次核酸采
样则秩序井然。按照乡里组织的培训，
头一天，他们用隔离带在小广场上隔
出一个方形的矩阵，在矩阵里又按间

隔1.5米的距离用喷漆喷涂了点位。村
民前来核酸采样时，严格按照划定的
点位排队，既保证了采样顺序，又不发
生聚集。第二次全员核酸采样，全村
381口人采样完毕仅用了两个半小时。

黄岩村：工作做得细些再
细些

同属鹿泉区石井乡的黄岩村，地
处鹿泉到平山的交通要道上。与北薛
庄村不同的是，村庄南北跨度大，出口
多，人员居住分散。

今年57岁的刘建华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已有17年。1月3日以来，除了迅
速拉起隔离栅、将村庄临路的区域全
部圈围起来，设好值班岗、安排好环境

消杀外，他和村干部最挂牵的是每一
位村民的生活。

有一对老年夫妇住在临时租住的
民房里，疫情防控开始后，村干部特地
上门查看老人的用水用电供暖等情
况。当看到这对老夫妇为了省电，电
暖气白天不舍得开，只在晚上才开时，
村干部立即给予帮助解决。

对于村中没有子女陪伴的老人，
村干部们每天都要看上几趟。每一个
农户家，村干部和志愿者都要走到，不
隔一户，不漏一人。

为保障村民的物资供应，村里3个
小卖店全部正常营业。村民的其他需
要，村里通过大喇叭和上门询问广泛
征集，然后集中起来统一代买。代买
工作他们也尽量做到周密细致，比如
买药，因为很多药店关门，村干部只能
在一家药店购买，某种药品的价格可
能比老百姓平时购买的价格略高，这
些村干部都会先跟用户沟通，买回后
再连同小票一并交给用户。几天来，
村里已为 10 多个农户代买了药品，细
致的工作获得村民的赞扬。

两次核酸检测，也都进行得非常顺
利。第二次核酸检测前一天，村里专门
召开演练培训会，具体到村干部和志愿
者们各自负责什么，一人在做某项工作
时另一位干什么等，甚至诸如“小孩儿
们不愿早起、老人们行动迟缓”这类情
况，他们都专门制定了预案。

村里有个别干部在村外居住，但疫
情防控以来，全体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吃
住在村，有问题随时解决。“没有不理解
的群众，只有不会做工作的干部，我们
的防控决不能有一丝漏洞。”刘建华说。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楠

“爸爸在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等忙完就能回家了，你俩好好在家待
着，妹妹要听姐姐的话。”1月14日13时
15分，刚坐到驾驶座位上的付建刚，接
到两个女儿打来的视频电话。他匆匆说
了两句就挂断了，随后手握方向盘，发
动大巴车，又一次开往藁城区。

付建刚，康旅控股集团旗下河北康
辉旅游汽车运营有限公司的一名大巴
车司机。从1月11日第一次到藁城区执
行疫情运输保障任务到现在，付建刚和

公司其他 9 名同事在石家庄市的一个
集中隔离点随时待命。1月14日13时，
接到新的运输保障任务后，他们马上行
动，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护目镜，不
到10分钟，就全副武装，集结出发。

闻令而动，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工
作状态。1月8日，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向全市各客运企业征
集疫情应急保障车辆，康辉旅游汽车公
司主动请战，24小时待命。11日凌晨 3
时，接到将藁城区部分群众分批转移到
相应集中隔离点的运输保障任务后，公
司立即响应，紧急召集司机和车辆。

“当时给司机们打电话的时候，心
里还有些犹豫。没想到，大家都很积极
踊跃，没有一个退缩的。这让我非常感
动。”回忆那一夜，此次运输保障任务
的带队、康辉旅游汽车公司安全经理
范爱华眼圈发红，声音颤抖。“凌晨的
石家庄，气温已降至零下 9 摄氏度。可
不到3个小时，付建刚等9名司机办理
好各项出行证件，驾驶着9辆旅游大巴
车第一时间赶到了集结地点。”

由于身上穿着隔离服，一直到 11
日21时将最后一批群众安全送到隔离
点，付建刚他们都没有吃一口饭、喝一

口水。任务完成后，范爱华赶紧让司机
们在隔离点休息，自己则指挥着工作
人员进行车辆的清洗、消毒等，一直到
1月12日凌晨2时，所有后续工作才全
部完成。

“付建刚的妻子这段时间也一直
在抗疫一线，家里只有两个女儿在家，
一个13岁，一个才5岁。范爱华在执行
任务之前，母亲就已经住院了，他都顾
不上去医院照顾……我们的员工都憋
着一股劲。为了保护家乡，只要有需
要，我们随时出征。”康辉旅游汽车公
司经理张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