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杨 峻

2月16日一大早，潍坊寿光市化龙镇鲍家村
65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华山与往常一样，带着
口罩来到村口卡点值班。“现在疫情形势严峻，我
又是一名党员，守护村庄、保护老百姓是我的责
任。再说在我家困难时，镇政府和村干部帮助了
我，现在也到了我为大家出力的时候。别的忙帮不
上，在村口值个班还是可以的。”李华山说。

在得知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志愿者时，李华山
第一时间报了名。只要有车辆进入，他都认真负
责地对来人进行体温测量，并对外来车辆进行消
毒和登记。

建档立卡贫困户鲍相国和李华山一样，从防
疫工作一开始就报名当志愿者，他说自己比李华
山年轻，便主动承担起鲍家村的消毒工作。鲍相
国的妻子和儿子都患有精神二级残疾，考虑到他
的妻儿随时需要照顾，村干部都劝他在家好好陪
家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给了我许多
帮助支持，现在村里需要帮忙，我再有困难也要
出这份力。”鲍相国说。

面对疫情，寿光许多像鲍相国、李华山一样
的贫困群众自发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在
村口卡点执勤值守，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为村里
喷洒消毒液。

“精准扶贫在改变他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
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精气神。在这场疫情的抗击
战中，党员可以锤炼初心，干部可以检验能力，
贫困户感恩社会的内心也经受住了考验。”寿光
市扶贫办主任王光明说。

2月11日，在寿光市稻田镇管村执勤卡口，
村民刘高波戴着红袖标正在值守，进行防疫检
查。刘高波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仅听力不好，
腿脚也不便，村里没考虑让他执勤。但刘高波主
动找到管村党支部书记刘国亮说：“执勤把我算
上，执勤我没问题，正好借机会为村里干点
事。”刘国亮就让他隔一天值一班，从大年初二
开始至今。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寿光市广大干部党员志愿者奋战在一线，
一大批困难群众也不甘落后，踊跃参与。

官路村贫困群众夏介德，也主动到村委申请
去村劝返点执勤，他每天坚守岗位，对外来车辆
人员进行登记、消毒和劝返。“这是每个村民应
该做的，我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帮助我，现
在，防控疫情我可以出一份力，要不然我心里不
安稳。”夏介德说。

“防疫值班，算我一个。这些年党和政府对
我们家帮助了很多，不能老是政府来帮我们，现
在特殊时期，我必须得上。”古城街道古一村村
民胡建光说。

胡建光的父母都没有劳动能力，平时靠他工
作打工维持家用，在生活当中，党委政府及村里
时不时帮助他们家庭，在这次防疫工作中，胡建
光便主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他
已经连续16天在村口设立的哨口值勤，负责进出
人员的体温检测、人员登记等工作，同时，积极
协助村干部对全村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2月15日，文家街道王家大庄村口，村民王
光启、王绪华和王敏志戴着红袖标在执勤点值班
值守，进行防疫检查。从1月26日开始，他们三
人就开始执勤了。

王光启、王绪华和王敏志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干体力活。开始安排村
口值守时，王家大庄村委并没考虑让他们执勤。
得知村庄执勤的消息，王光启、王绪华和王敏志
主动找到王家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宗法。“王书
记，执勤把我们也算上。我们虽然不能干重活，
但执勤没问题，正好借机会为村庄做点事。”三
人请求，王宗法不好拒绝，只能尽量控制他们每
天执勤上岗的时间。

王光启说：“这是每个村民都应该做的，何
况街道和村子平时对我们这些贫困户这么照
顾。”

文家街道西蔡家营村的贫困户袁学坤也主动
参与了联防联控，戴上红袖标在村口值班站岗，
对外来人员车辆进行登记排查。袁学坤说：“现
在村里人手很紧张，我岁数大不能干别的，帮他
们值值班站站岗不在话下。这几年街道上和村里
对我帮助很大，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看到医生护士直面病毒，看到镇村干部站岗
执勤，田柳镇田柳村的贫困户田云腾一直想为疫
情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主动申请为村里
消毒，每天背着十几斤重的消毒桶来来回回，帮
助消毒队员灌装消毒水，劝散聚集的人群。

据介绍，2019年寿光上岗的244个“扶贫专
岗”人员，全部变成了“防疫专岗”，有的站岗
执勤，有的宣传防疫，有的消杀病毒，有的送医
送物。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今天有没有学生发烧？”“这种新型授课
模式，学生们习不习惯？”“还有两个同学没有
发作业，到底是什么情况？”

2月16日，寿光二中高二15班班主任赵永强
通过微信、电话询问学生是否发烧、咳嗽，了解
学生身心状态、学习效果。“学生有问题，必须
随时解答，学生在线，我必相随。”赵永强说。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赵永强通过微
信群，不间断地向学生推送励志文章、励志视
频，鼓励学生自学，提升学生自律能力。在微信
授课过程中，赵永强采取随机提问的方式，让学
生保持一种课堂状态、在校状态。

赵永强还制定了自主学习积分奖励制度，让
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开学后按积分高低进行奖
励，许多学生一改假期整日玩耍的状况，将更多
时间投入到自我学习中。

在寿光二中，有200多名老师像赵永强一
样，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以网络为渠道，以各科
备课组为单位，通过网上沟通、视频教研等方式
给学生带来了崭新的课程。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闺女，我要4斤土豆，3棵白菜，3斤五
花肉，还有4包鲜牛奶。”2月16日一大早，潍
坊寿光市圣城街道汇文社区党委城市社工肖艳
芳就接到黄河板材小区居民王爱华的“订购电
话”。

防疫期间，肖艳芳担任黄河板材小区“爱
心驿站”管理员的角色。驿站的主要工作是为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代买生活物资、代送快递。
为了方便居民存取物品，社区还专门和百姓参
政团协调出一间公共用房当做办公室。

为满足城市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等
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由36个城
市社区党组织牵头，网格党支部、百姓参政
团、业委会成员和志愿者、物业管理人员等参
与，寿光在475个城市居民小区建立“爱心驿
站”，为群众提供代购生活必需品，解决各类
生活难题。

怡景花园有1492户居民，青年人占到
80%，在防疫期间，线上购物多、小区快递
多，但人手不够、老年人购物难。怡景花园
“爱心驿站”管理员、城建物业经理杨玉美
说，小区封闭管理期间，“爱心驿站”的建立
方便了物业管理，也让宅在家里的居民舒了一
口气。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提高了服务等
级。”银丰社区党委书记杜文莲说，作为“爱
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上下班需进行严格的登
记、消毒、测温，并做好执勤记录，保证所有
工作人员健康上岗、规范流程。

城市居民在家购物有保障，农村居民购物

也享受到集中配送。防疫期间的物资，圣城街
道采用村里集中购买、统一配送方式，村民购
物不用出门，打一个电话村干部就能给办妥。
圣城街道共有70个村，现在北魏、东夏、十
里、赵仕、北郭、沙阿等一半以上的村已经联
系到商超、蔬菜购销商、合作社配送，并建立
村民代购群。

从2月3日开始，洛城街道屯西村每栋楼的
微信群里，不时响起“村里发菜，请到楼下自
行领取”的信息。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
村民外出频次，屯西村为村里每户村民都准备
了一箱套菜。“我们为村民准备了930箱蔬
菜，一箱菜里搭配了西红柿、辣椒等6种套
菜，尽可能满足村民们的需要。”屯西村党支

部书记葛茂学说。
非常时期，屯西村党支部考虑到村民的现

实需求，村集体拿出了6 . 5万元，按每户一箱
的标准，为村民购买了新鲜蔬菜。“村‘两
委’成员一直靠在防疫一线，本来就很辛苦，
现在又为我们送菜，太感谢了。”屯西村村民
付秀玲说。

为了稳定民心，避免村民外出，屯东村出
资3万元，购置新鲜套菜500箱，免费发放给
380户村民和120户长期在屯东租房、春节未回
家的租户。“不管是村民还是租户，只要在屯
东住、服从村里管理，那就是我们屯东人。”
屯东村党支部书记韩邦义说，

84岁的桑科俭骑着三轮车来领菜。“我在
屯东租了6年房子了，在这里住着很好。这么
特殊的时候，村里还想着我们，很感动。”桑
科俭说。

2月5日上午，安凯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贾龙柱派儿子贾世成押车，将1025斤土豆、
1000斤萝卜、1000斤小黄瓜、800斤西葫芦送
到了洛城街道六股路村。“大家伙儿出来进去
不方便，正好我干这一行，就想着给村里老少
爷们儿做点儿啥。”贾龙柱说。当天下午，菜
就送到了六股路每家每户门口，让老少爷们足
不出户吃到安心菜。

2月15日下午，洛城街道董后村几名志愿
者跑上跑下，为居民送菜。董后村村主任黄新
华从自家华仁果蔬专业合作社紧急装运了黄
瓜、尖椒等6个种类的150箱套菜，由村里组织
8名志愿者搬运到各家各户门口。村民董良森
说：“我们不能出门，家里菜都快吃完了。现
在村主任给我们送来了新鲜蔬菜，真好!”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磊磊

战“疫”特殊时期，潍坊寿光市田柳镇王
高六村48名党员和群众，志愿组成了一支“抗
疫先锋队”。先锋队队长张荣珠每天到村南头
防控卡点值班,并为村“两委”提供拦路口的
铁架子、值班口路上的帆布和所有的围挡，还
免费提供卡车，供志愿者们天冷时打开暖风上
车暖和暖和。

“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卡点值守，24小时不
间断，因为我是志愿者，也是共产党员，响应
政府的号召，力所能及为村子作点贡献。”张
荣珠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寿光市委成立10个
防控专项工作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市6万多名党员干
部、1900多个基层党支部奋战在战“疫”最前
沿。

圣城街道党工委发挥城市党建引领城市治
理作用，以网格为单位，探索实行包靠干部、
网格长、城市社工、物业、居民自治组织联动
的“五级防疫”模式，做实“日报告、零报
告”制度。寿光市直93名干部牵头到143个物
业小区，45个机关事业单位对145个单位小区
进行全天候包靠。

化龙镇党委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及志愿者进
行夜间巡逻、道路管控，严禁外来车辆、人员
进入村内，对进出本村人员进行登记、测量体
温、车辆消毒。该镇对蔬菜点进行严格管理，
进入人员实行登记、测量体温，严格消毒。

寿光市公安局迅速行动，周密部署，成立
工作专班，党员干部24小时坚守岗位，全体民
警、辅警放弃春节假期，扎实开展检测、核
查、登记、管控等工作。

寿光市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成立扼制哄抬
物价检查执法、农产品物流园包靠、巡回督导
等9个专班，将《关于全市餐饮经营单位暂停
营业的通知》下发全部4650家餐饮服务单位，
关闭46家活禽交易业户、50家宠物经营单位，
摸底排查1269家蔬菜经营业户，向全市590家
药店下发坚决维护防疫用品市场价格秩序通知
公告，约谈6家药品连锁零售单位。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枚党徽就是一
份责任。寿光市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响应号召，主动请战。

“越是有危险，咱越要站出来。”1月28日，寿
光市发改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卢立男主
动请缨，护送山东捐赠驰援武汉的首批350吨新
鲜优质蔬菜，并担任运输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作为一名党员，我志愿向组织申请参加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在得知要成立“防控疫
情党员突击队”时，化龙镇党员踊跃报名，一
天时间全镇1125名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
发展对象、预备党员组建133支队伍。

洛城街道卫生院王增华和妻子李小凤，分
别担任街道疫情防控消杀组组长和副组长，被
同事称为伉俪战友。一对夫妻，两个党员，在

危险面前，他们并肩战斗。
“干部多尽一份责，群众就更安心。在这

个特殊时期，只有冲在最前，才能让老百姓放
心。”台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洋头片党总
支书记王昭霞说。

洋头片共有12个村，3万多人，占到了台
头镇人口的一半。疫情发生以来，洋头片工作
量很大，设立的16个劝返点，王昭霞每天至少
转两遍。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基础上，王昭霞每

天与武汉返乡人员见面或电话联系，叮嘱他们
安心隔离，不要有思想包袱。

洋头片外地返乡人员多，加上有不少来自
疫情敏感地区的群众，潜在的未知危险笼罩在
工作人员心头。在基层一线工作多年的王昭霞
安慰大家，这事儿没有“巧办法”，一步一步
来，一个一个排查，不厌其烦地反复向村民解
释、做工作。从大年三十返回工作岗位开始，
她已经连续奋战20多天。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疫情就是命令。为支援湖北应对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全力打赢防疫攻坚战，潍坊寿光市
从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两家医疗单位选派了
9名医护人员，组建了寿光市支援湖北黄冈医
疗队。

2月13日上午，9名医护人员整装集结，启
程出征。“决不辜负市委、市政府和家乡人民
的期望，坚决服从安排，誓为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付出最大努力，不辱使命，平安凯
旋。”援鄂医疗队医生代表、队长谭植华代表
医疗队的9名医护人员说。

“加油！战友们！”寿光市人民医院李凤
玲说。

寿光市中医院肺病科护士长崔忠会曾经工

作于解放军401医院，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救援
任务，有充足的应急救援经验。在接到“出征
令”后，崔忠会主动请战，剪掉长发，轻松上
阵。

寿光市中医院杨玉华有着8年呼吸科临床
经验。此次“出征”，杨玉华只告诉了爱人，
对于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她只字未提，只
是说“可能会出差一段时间”。在医疗队出发
之前，婆婆不放心打来电话，“谎言”被揭
穿。“妈，您放心吧。我对武汉有信心，对自
己有信心，不管面对多大的艰难和挑战，我们
一定尽己所能，不辱使命。”杨玉华说。

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防控阻击战中，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拼尽全力与病毒作战。抗“疫”前线一个个暖
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化龙医院的护理人员吕海云，主动承担了
从医院预检分诊值班到潍高路监测点值班，还
有科室消毒防控和日常护理等工作。由于防护
服密不透风，让本身就有点咳喘的吕海云更觉
喘闷不适，一天下来，她的面部皮肤因为长时
间压迫而发青，摘下面罩脸上是深深的印子，
眼罩里也布满了水蒸气。

马从信负责的台头镇郑辇卫生室是此次管
控外地返乡人员最多的一个卫生室。从正月初
二开始，马从信每天2次上门入户测量体温，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台头医院儿科护士长郑晓婷已有7个月身
孕，每天拖着沉重的身子穿梭在各个病房。
“对于疫情，我也有过恐惧，但从来没有退
缩。”郑晓婷说。

面对疫情，台头医院决定抽调精干护理力

量到发热门诊。有着13年临床一线护理经验的
外科护士长王翠萍主动请缨，带领7名护理人
员穿上防护服，一头扎进发热门诊，奋战在防
疫最前线。

台头医院副院长李增伟此次临危受命，负
责协调院内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业务。而李增
伟刚刚做完胃部切除手术，疫情发生后，紧急返
回了工作岗位，投入到紧张的战“疫”一线。

“父亲有病在身，我不能尽孝。家有三个
小儿女，我不能陪伴左右，已经半个多月没回
家了，很想他们。”李增伟说。

“有白衣天使，人间就有爱，就有希望，
向白衣战士们致敬。”寿光居民张俊鹏说。

“谢谢你们，你们用坚持的信念和舍弃小
家顾大家的品德守护我们。”台头镇居民王法
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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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冲在战“疫”第一线

战“疫”，寿光6万多党员干部冲在前

爱心驿站代送 村集体团购 热心人捐赠

寿光居民足不出户有菜吃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月16日上午，寿光市稻田

镇崔岭西村村民崔新建在家中通过手机智能通
APP，对自家的西红柿大棚进行放风。

崔新建使用的智能通APP可以远程控制蔬
菜大棚内的水肥一体机、放风机、补光灯等智
能设备，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农事操作。在崔

岭西村，有十多户菜农使用着智慧农业系统，
在家中做到防护生产两不误。

田柳镇的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区内，菜农
张海波的4 . 2亩小西红柿大棚正处于盛果期，
从1月5日上市以来，货品一直供应市场。如果
是普通的温室大棚，此时至少需要三人进行管
理，但是他棚内安装的智能化综合管控系统帮

他解决了50%以上的劳动量。
疫情期间，田柳镇现代化农业创新创业园

区160个日光温室内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减少了
参与种植的人数，有效避免了人员聚集和人员
流动。另外，该园区开通线上购物平台，让菜
农不出棚就可以销售蔬菜，也为市民居家防护
提供新鲜瓜菜。

智慧农业系统让菜农省工一半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在475个城市居民小区建立“爱心驿站”，由志愿者帮着居民存放、发放所购生活物品。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 光 市 党 员 志 愿 者

(右)，在城区的小区门口对
进出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平时大家帮俺，现在俺为大家出力”

寿光困难群众

积极参与战疫

“学生在线，我必相随”
寿光二中老师这样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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