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2年3月12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胡卓姗 电话：0570-6660365 投稿信箱：khrb@163.com综合新闻
JINRI KAIHUA

疫情防控 开化在行动

（上接第一版）要继续强化生活必需品供
应，确保粮油、蔬菜和猪肉等生活必需品
均能正常供给，各商超供货渠道稳定、货
源充足、供给有力，群众需求得到满足，
生活井然有序；要不断提供各种暖心服
务，对慢病患者实行“点对点”送医、对被
隔离儿童实行“一对一”心理咨询、对“战
役求助平台”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解决
等等，满足不同群体的诉求，让不同群体
感受战时的温馨，增强战役必胜的信心。

春天的开化，突如其来的疫情，只是
一场春雨，没有薄凉，只有温暖。只要我
们坚持从快从严从好抗“疫”，不必面朝
大海，依然春暖花开，静好如初。

疫情防控要坚持
从快从严从好

本报讯 （记者 汪宇
露）“视频里的你太让人感
动了！”“帅帅的你真棒，加
油！”3月 9日，一则《爸爸抗

‘疫’3天未归，开化 10岁男
孩天天烧菜照顾 80岁爷爷》
的短视频引起网友热议。视
频中的小男孩名叫张遁，是
开化县北门小学四（8）班的

学生。
3月6日，开化发生疫情

后，张遁的爸爸张加良作为
开化县中医院骨伤科医生，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参加疫情
防控工作。三天来，他一直
奋战在防控一线，没有回过
家。“张遁妈妈常年在外省工
作，家里除了张遁自己，只有
近80岁的爷爷。”张加良说。

这几天，张遁每天不仅
要按时上网课、写作业，还要
照顾爷爷的一日三餐。“以前
最忙的时候，我离家也没有
超过一天，这次是儿子第一
次照顾自己和爷爷整整三
天。”张加良说，儿子从小就
特别懂事，6岁开始单独睡

一个房间，8岁开始就上灶
台学着做饭，现在已经会熟
练烧一些如炒鸡蛋、炒蔬菜、
肉汤之类的菜。

三天不能见面，10岁的
张遁每天只能通过手机和爸
爸联系。“虽然很想爸爸，但
我知道他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能照顾好自己和爷爷，爷
爷说我做的饭很好吃！”儿子
的话，让张加良感到既骄傲
又心疼。

“在我的印象中，张遁是
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强的孩
子，对于学校里的一些劳动，
比如打扫卫生、执勤站岗参
与度都很高。”班主任叶卓玉
告诉记者，疫情是难关和挑

战，也是一个教育机会。面
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学
校已经向所有停课在家的同
学们发起了号召：多帮父母
分担家务、多锻炼身体来换
取“劳动章”和“健体章”。

3月 10日，开化县北门
小学也随即组织志愿者赶赴
张遁家里，为他们带去生活
物资，还对他的课业进行了
现场辅导。“疫情期间，我们
将给予医护人员子女更多的
关心关爱，通过线上学习指
导等方式让家长无后顾之
忧，为开化疫情防控贡献一
份力量”。开化县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朱恬静
刘佑平） 疫情当前，责任在
肩。战“疫”的这几天，开化许
多市民争当志愿者，守护家
园。3月9日一大早，在中梁
望府小区，市民们正进行第
三轮核酸检测，穿着红马甲
的志愿者们分散在 5个核酸
检测点和楼道间，维持秩序、
巡逻宣传、发放物资……

从3月6日晚上接到疫情
通知后，志愿者们组成突击小

分队，和小区物业配合，在地
面贴好“一米线提示”，通知
各住户核酸检测时间，准备
防疫物品等，从每天凌晨四
五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

志愿者郑燕飞将两个孩
子妥当安置后，也参与到小
区抗疫志愿者队伍中。“作为
小区的一份子，我有责任和
义务维护小区的秩序，为居
民提供志愿服务。”

突击小分队中还不乏全

家齐上阵的，小分队队长郑
黎明不仅自己参加，还带着
61岁的母亲加入到志愿者
队伍中。郑黎明的邻居，一
对年过六旬的夫妻也主动报
名，身体力行作出自己的贡
献。现在，这支由小区业主
自发组成的突击小分队队伍
不断壮大，小区防疫工作也
愈发井然有序。“从 6号傍晚
接到通知，我们业主委员会
就有 7名人员主动加入，今

天达到了 20多个人。所有
业主代表包括一些热心人都
参与进来了。”郑黎明相告。

受到志愿者们的感染，
其他业主也纷纷献出一份爱
心。开药房的业主从华埠调
来两箱酒精、做餐饮的业主
为医务人员送来点心……小
爱凝聚大爱，开化人民一起
肩挑责任，筑起“温暖”防线。

防疫志愿者肩挑责任 筑起“温暖”防线

3月9日上午，在华埠镇
街头，“老娘舅”疫情防控宣
传队走街串巷，巡回宣传，提
醒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要求，
提高防护意识。“老娘舅”能
说会道，群众威信高，宣传效
果好。为了加大宣传力度，3
月7日以来，华埠镇组建了
横街社区、东岸社区、枫树底
社区三支“老娘舅”宣传队，
助力疫情防控。

通讯员 方争游 摄

战疫情战疫情
““老娘舅老娘舅””在行动在行动

爸爸抗“疫”未归
10岁男孩烧饭照顾80岁爷爷

本报讯（衢报传媒集团
记者 林敏 通讯员 冯君） 3
月 7日下午 6点 25分，投递
员姜建云终于赶在邮车离衢
州前将一份特殊的快件送达
位于三衢路的邮政公司。当
天下午，他开着邮车往返开
化近 100公里，只为取这一
件“宝贝”。

这个邮件有点特殊，是
开化一名叫余蓝可的高三学
生寄出的，里面是美术考试
试卷。当天上午和下午，余
蓝可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的

“云艺考”，在录制考试视频
的同时，要求在当天下午 5
点之前将纸质试卷寄出。一

大早，担心受突如其来的疫
情影响，快递会停运，余蓝可
的妈妈特意打电话到邮政公
司咨询。

“原来，衢州每天会有两
趟邮车来开化。当天因为疫
情原因，各小区、路口都设起
了卡点，所有快递业务也处
于暂停状态，所以来开化取
件的邮车也停了，但高考关
系孩子的一生，这试卷肯定
要送，不能耽误，要特事特
办。”开化邮政分公司寄递市
场部负责人曹林洪介绍，他
们接到考生电话后，就立即
向市分公司申请开启绿色通
道。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人

员流动需要非常注意，期间
他们反复和考生、疫情防控
部门以及上级邮政部门沟
通，确定邮件的收寄方式为
考生送到附近网点，由快递
员按照特定要求消毒和包装
后，在开化南高速路口较近
的防控卡点与衢州来的快递
员交接。

当天下午近 5点，开化
邮政的投递员取到考生余蓝
可的快件后，立马奔赴卡点
等待。只是当姜建云从衢州
抵达开化南高速路口时，却
发现原本了解到唯一开放的
高速南也封闭了。

那试卷怎么取？最终，

在各方协调下，开化邮政快
递员将快件送到了高速出
口，并顺利完成交接。在姜
建云的紧赶慢赶中，快件终
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我平
时服务的区域在衢江区，开
化并不熟，但接到任务不能
推脱，去之前也没想那么多，
开在路上时才有点担心是不
是回家要隔离。”姜建云说，
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那年，
他们没日没夜奔跑在路上派
送口罩，挨家挨户给各个学
校的孩子们送书，希望这一
次开化疫情能早点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 徐曙光 余坚） 3
月8日，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期，开化县道
苏界线 12K+350路段突发山体塌方，从
山体滚落的大块岩石占据了大幅路面，
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10多吨，造成一时
交通中断。开化县池淮公路站接到报告
后，在站里部分工作人员已投入支援抗

“疫”，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及时组织人员
和机械赶到现场进行抢险，利用机械对
大块岩石进行破碎，逐一将塌方物清除
出路面。经过连续两个小时的奋力抢
险，该路段及时恢复了交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劲，一手抓中
心工作齐并进。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开化县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全面部
署、全体动员、全速落实，持续做好人员
排查、物资储备、隔离转运、舆论引导等
疫情防控工作和各项中心工作，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通讯员 童程芹）“尊敬的
中国移动用户，为满足‘三区’居民居家
生活、远程办公需要，开化移动特为你添
加40G温暖礼包权益……”这几日，开化
很多市民都收到了这条短信。据了解，
这是衢州移动开化分公司助力抗“疫”的
一个举措，共为“三区”内约7.2万移动用
户赠送了 40GB的流量礼包，为 1.2万宽
带用户升级了速率，充分满足用户的线
上需求。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衢州移动开
化分公司闻“疫”而动、快速出击，组织网
络维护、业务支撑等专业人员投入战

“疫”一线。公司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
通信保障指挥部，累计完成负荷均衡优
化69次，扩容小区11个，连夜完成了40
余户居家隔离人员的监控安装工作，提
供“智慧大屏”“智能门磁”“智能测温”等
数智化产品，为疫情防控保驾护航。同
时通过大数据平台，准确筛选滞留“三
区”内的用户发送疫情防控、疫情预警、
公共卫生提示、防控知识等各类公益短
信 320余万条，让每一部移动电话都成
为疫情防控宣传的“扩音器”。

战斗仍未结束，衢州移动开化分公
司也将持续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与各条
战线团结一心，坚决打赢这场人民健康
保卫战。

开化移动
闻“疫”而动

抗“疫”抢险
公路人在行动

一份特殊的快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