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罗雄武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老旧小区，
面临着缺物业、少人手、设施简陋等难题，如何
做好防疫？

这两日，记者对城区部分老旧小区进行走访。

守门人：不放过一个
3 月 1 日凌晨，冷风飕飕，天元区大湖塘一

村，两位妇女准备进小区。
“拿你们的通行卡给我看看，还有身份证。”

嵩山街道办事处防疫工作人员易明凤语气明确。
对方说话吞吐。

“你们是跑过来打牌的吧？”易明凤当面批
评，“真是不要命，疫情期间还乱窜。”

她们一听，赶紧离开了。
2 月 1日以来，易明凤与另外两名同事一直

在小区值班。刚开始天冷时，他们就春风站在一
个门店的屋檐下躲避风雨。

大湖塘一村小区 8 栋楼、600 多人，一直都
无物业管理。“我们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

托升华物业全力协助社区，对该小区开展疫情
防控。”嵩山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石峰区沈家湾社区有17个老旧小区、6000多
居民，社区仅 8名工作人员。半个月前，社区党支
部书记廖青梅因疲劳过度而晕倒，被同事紧急送
往医院。“现在，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干部联
动防疫，还成立了社区防疫临时党支部，50位党
员轮值值勤，小区的防线更牢固。”廖青梅说。

帮帮团：支援防疫前线
2月 29日，石峰区花果山社区，80后志愿者

肖卓戴着口罩，在入口处执勤。
看到一位老奶奶进门，他走上前量体温。老

奶奶笑着说：“又要测体温啊。我出去买个菜，都

不到半小时。”

“奶奶，多测无妨，这样才能万无一失。”他说。

肖卓所在公司未复工，他一直忙着做志愿

服务。与他一同值勤的志愿者，是 57岁的陈湘，

她父母年迈住院，每天早晚送餐后，就一直守在

这里。城发集团的工作队也赶来支援，送来口

罩、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

29 日早上，株洲晚报志愿者易跃平提着水

饺、包子、牛奶送到芦淞区荷叶社区凇忆小区黄

达顺老人手里。老人是位抗战老兵，今年 96岁，

唯一的儿子也因中风需要人照顾。疫情发生后，

易跃平和志愿者轮班，每隔三天给老人送菜。社

区给老人准备了中餐、晚餐。志愿者开始给老人

送早餐。

采购、搬运、送货上门……为了保障居家隔

离居民的生活物资补给，荷塘区西子社区青年志

愿者凌风求，利用微信群帮助老旧小区居民采购

生鲜蔬菜和生活用品。疫情发生以来，凌风求和
其他志愿者自发成为“跑腿小哥”“代购小妹”“电

话联络员”“站岗小兵”，穿梭在街巷小区。

邻里亲：互帮互助抗疫

日前，天元区大湖塘二村小区里，艺千造型

理发店的老板晏分配拿起梳子、电推剪，帮小区

里的居民修理起头发。

“我们就是给大家送点老家种的菜。”天元

区泰华二村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不少居民的

春节储备物资也消耗殆尽。黄蕾、刘小文夫妻俩

立即让雷打石的家人采摘自家种的菜，连夜清

洗捆扎，送给左邻右舍。

看到天元区泰华二村、尧信花园、保利怡沁

园的小区居民买不到口罩，80 后妹子马姝把家

里的 100只口罩分给急需的居民。“乡里乡亲的，

要抱团取暖。大家平安才叫平安。”她说。

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市部分老旧小区防疫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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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境外输入病例密切
接触者来株已隔离
其核酸检测为阴性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张峻

株洲日报讯 3 月 6 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
悉，我市接到省级协查函，提示广东省深圳市 1例境
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两名同乘（轮船
3A109）密切接触者，分别为天元区人和醴陵市人。

“在3月3日接函后，市县两级疾控中心第一时间
启动追踪调查程序。”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经
核查，这两名密切接触者是一对夫妻。丈夫为某高校
的外教，妻子是醴陵市人，两人共同居住在醴陵市。

目前，醴陵市疾控中心已通过专车，将这两名
密切接触者转运至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点进行医学
观察，并对其住家进行彻底消毒。经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湘东医院检查，二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截至记者发稿时，二人的体温监测均
正常，暂未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症状。

3月 6日
我市新增确诊病例为0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

株洲日报讯 3 月 7 日，市卫健委官网公布：3
月 6日 0—24时，我市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0
例，新增重症病例 0 例，新增死亡病例 0 例，新增出
院病例 1例。其中，新增出院病例中，天元区 1例。

截至 3月 6日 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80例，现有重症病例 1例，死亡病例 0例，出
院病例 74例，在院治疗 6例。其中，确诊病例中，荷
塘区 21例、茶陵县 13例、天元区 10例、芦淞区 10例、
石峰区 9 例、醴陵市 8 例、攸县 7 例、云龙示范区 2
例；现有重症病例中，芦淞区 1例；出院病例中，荷塘
区 19例、茶陵县 11例、芦淞区 9例、石峰区 9例、天元
区 9例、醴陵市 8例、攸县 7例、云龙示范区 2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807 人，已解除医学
观察 1803人，尚有 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疫情给健身房按下了“暂停键”，也让这个
行业的“回血期”转眼成空。

3月 3日，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株洲所有健
身房都暂停营业，复业时间待定。不少健身房通
过开展云服务，让居民宅家实现“云健身”。

“回血期”变成“困难期”
春节后是健身行业的关键“回血期”，“没想

到一下就给拍回去了，变成困难期。”动力港健
身房总经理朱清锋坦言，“根据以往行业的规
律，春节后是健身房业绩上扬的主要时段。”

和所有中小微实体企业面临的困境一样，
线下健身房都需要在停业状态下，交租金以及
养活“一大家子”人。

“除了租金和员工工资，最严峻的考验是如
何留住现有客源。”朱清锋说，“网上不少大数据

显示受影响大的行业是餐饮、娱乐等行业，完全
把健身行业遗忘了，最怕的就是被大家遗忘。”

对于健身房而言，在非会员个人原因导致
的无法营业情况下，健身房需要为会员按停业
时长延期会员时限。朱清锋更担心的是，疫情过
后，行业需要多久才能回暖，健身房又要怎样才
能熬过这个缓冲期。

目前，株洲所有健身房都暂停营业。不少健
身房负责人表示，这些损失无法避免，只能走一
步看一步。

下一步措施需要依靠的现实条件很复杂，
比如，如果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
扶持，减租、减税，那么还能继续撑下去。“但如
果不行的话，那谁知道。”朱清锋说，“一切都是
未知数。”

“云课程”维护客户群
线下停业，不少健身房选择转移战线，开展

线上直播。
动力港健身房就是尝试者之一，在抖音上

开通了“健身公益课”。教练周俊龙准备了一套

肩颈康复课程，教一些在家就可以训练的动作。

“线上教学只是普及一些健身知识，不如线下一

对一指导有效。”但是，周俊龙也希望通过“云教

学”，多露面，不被会员们遗忘。

另外一家瑜伽会所，教练也通过微信视频，

带领学员隔空练瑜伽。“每逢假期胖三斤，又经

历这么长的宅生活，许多会员都要求云健身。”

瑜伽教练茜茜说。

就像全国各地中小学利用互联网直播，实

现停课不停学一样，健身行业也第一次大范围

实施“云教学”。

“直播缓解不了疫情对健身房带来的打击，

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朱清锋说，线下健

身房只能通过“云课程”进行客群维护。

客厅变成健身房
一把椅子、一桶矿泉水、一根擀面杖、一条

橡皮筋皆能成为健身器材……宅的日子里，市
民的客厅秒变健身房。

没有了专业的健身器材，线上健身课程以
居家背景为课堂，徒手健身课程深受追捧。

“在家窝久了，全身变僵硬了。在教练的鞭
策下，下单买了一个瑜伽垫。”市民张晓以前每
周去健身房打卡 3 次，如今只能在客厅里，跟着
视频打卡。

有数据显示，春节后，京东平台哑铃成交额
同比增长 60%，拉力器成交额同比增长 109%，跳
绳成交额同比增长 56%，划船机成交额同比增
长 134%，自营瑜伽垫成交额同比增长 150%。

在抖音上，不少“抖友”上传宅家运动的视
频，推动“宅家运动”成为全民话题，其中加速平
板支撑吸引了近 100万人参与挑战。

被遗忘的健身房 “云课程”维护客群
——战“疫”期的株洲生活服务业调查之五

船湾镇 34家规上服饰
企业全部复工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刘林真 彭丽娜

株洲日报讯 3月 7日，在位于醴陵市船湾镇的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赶
制订单。这批订单以铁路部门西装制服为主，加上工
作服，共2万多套。虽然受疫情影响开工较晚，但该公
司严格落实各项措施，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

同样忙碌的，还有附近的湖南亚西欧服饰有限公
司。该公司于2月22日复工，现已实现全员复岗、满负荷
生产。车间内，机器运转快速有序，工人操作有条不紊，一
件件制服外套成品很快下线，从裁剪、缝制到打包都已
经实现自动化。目前，100人的车间内日产制服近千套。

船湾镇服饰产业发达，是中国职业服装名镇。疫
情发生后，该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实
行机关干部包厂责任制，党员干部深入企业进行“一
对一”指导，督促企业做好防疫和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目前，全镇34家规模以上服饰企业已全部复工。

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通讯员/何倩

在疫情防控一线，栗雨街道的“娘子军”比比皆
是。她们是妻子、女儿和母亲，但也是一线医疗卫计
人员、上户摸底排查人员、疫情防控宣传人员、夜间
值班值守人员，她们在抗“疫”战斗中撑起了半边天。

龙漫是栗雨南塘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两个孩
子的妈妈。1月 25日（大年三十）接到工作电话后，她
把孩子送到婆家照顾，而后匆忙赶回社区工作，每天
忙到深夜才回家。实在想念孩子时，她拿出手机看看
孩子的照片。“初六晚上，8岁的小儿子打电话找妈
妈，当时我实在忍不住哭了。不想孩子不可能，但特
殊时期，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龙漫眼里噙着泪水。

“南塘数据报了，王家坪的还要再核一次……”
栗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殷端嘴上正念着数据，接
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询问她一日三餐是不是按时吃
了，她一边盯着电脑屏幕核查数据，一边回答“吃过
了”，放在办公桌上那碗面条（早餐）早已没有热气。

怀孕之后，满心欢喜，全家人呵护，“熊猫”待遇
——这对很多待产的准妈妈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然
而，在栗雨街道王家坪社区有2位“90后”准妈妈身怀六
甲，临危受命，坚守在防疫岗位上，她们是易丹和曹佳。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本来可以请假在家休息，但她们
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义无反顾地与大家一起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从大年三十到现在，36天从未缺席。

2月 14日起，栗雨街道工作人员彭琦芳受命到
集中隔离观察点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医学观察点，
她过了一个特殊生日。因隔离区外人不能进入，她的
家人通过微信视频，给她送上祝福；栗雨街道财务专
员易东亮，年前和异地工作的老公领了结婚证，准备
办婚礼，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她决定延
后婚礼，取消休假，投入防疫一线；驻守武广学苑小
区的罗亿英化身代购员，通过微信、上门的方式收集
物品采购清单，按照需求去超市采购、分发，保证居
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凿石社区志愿者黄玉兰主动
报名参与社区疫情防控，主动肩负起小区门口的值
守，指导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对进入小区的人员进行
体温测量，还给老人送去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抗疫一线群英谱

推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全力“两手抓”奋战“两确保”》《向抗疫
一线战士致敬》《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等系列评
论 28篇。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报道，
全力营造疫情防控的浓厚氛围。

株洲广播电视台迅速调整春节期间各媒体
节目编排。正月初三开始，《株洲新闻联播》《24
小时》等主要自办新闻栏目正常播出，开设《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两防两确保》
等专题专栏，连续播发《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
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等系列评论。

深入一线，勇敢抗疫
这个春节，全市新闻工作者度过“史上最短

春节”。他们纷纷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奔赴
战疫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媒体人敬业奉献、
守土尽责的精神操守。

大年初一，株洲日报记者刘琼得知，我市援
助黄冈的75名医疗队员即将出征。作为医卫战线
的跑线记者，她当即驱车 20公里，从渌口家中赶
去采访，然后回报社写稿。稿件完成已是晚上 8

时，她吃着泡面，看到稿件第一时间在社属新媒
体刊发，读者纷纷为株洲最美逆行者点赞，“心中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此后，刘琼便开始了“忙到
飞起”的日子，至今采写了 200余条防疫宣传稿，
工作量是平时的两倍以上。

“对新闻人来说，疫情就是命令，现场就
是 战 场 。”株 洲 晚 报 记 者 杨 凌 凌 ，孩 子 还 只 2
岁。大年初一，她把孩子哄睡后，轻手轻脚地

“逃”出家门，去云龙示范区采访滞留株洲的
湖北籍人员。疫情期间，她跑遍了市里大小医
院 ，总 在 加 班 写 稿 ，来 不 及 吃 饭 就 啃 两 口 面
包。儿子哭着要妈妈，她只能强忍着泪水通过
视频予以安抚。

株洲电视新闻频道记者洪军，在省市两会报
道结束后，仅休息了一天，大年初一便赶赴疫情
防控一线，深入市定点集中隔离救治医院、株洲
火车站、社区等地采访，用肩上的摄像机，记录战

“疫”中最生动的图景。在株洲交通广播新闻中
心，记者徐婵是最早返岗的，她深入社区、医院和
工厂车间等防控一线采访，其采写的《驰援疫区
一线护士长留下家书：党指向哪里，党员就得奔

向哪里》等稿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
据统计，1月 26日至 3月 5日，株洲日报社全

媒体平台及社会合作平台共发布文、图、音、视
作品 18607篇（条），总阅读量（播放量）近 4亿次。
株洲广播电视台各媒体播发疫情防控报道 7683
条，其中 5条新闻在央视播出。声、屏、报、网、端
同心联唱，传递株洲抗“疫”的好声音，凝聚起疫
情防控的株洲力量。

全媒发声，火力全开
2 月 1日，我市首度公布确诊病例曾逗留过

的小区和场所。株洲日报社旗下新媒体平台第
一时间编发的信息成为当天爆点，点击量累计
达 100多万人次。

更新、更快、更好！在疫情防控战场，株洲
新闻网、株洲网、株洲发布、掌上株洲、火龙果
视频、“新株洲 APP”，以及报社旗下的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挥各自优势，火力全开。
报社新媒体中心策划制作新媒体产品数十件，
其中“致敬！株洲战‘疫’无名英雄”系列 H5 产
品，讴歌了抗疫平凡英雄的奉献精神，传递了

抗疫正能量。新媒体“90 后”编辑张哲，推迟了
家里安排的相亲，返回岗位，以泡面为“粮草”，
电脑、平板和手机为“兵器”，多次坚守到凌晨 1
时之后。

株洲广电通过“新株洲”APP、各媒体的官方
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刊播各类稿件
1172条。电视公共频道融媒体中心制片人汤婷，既
要到疫情一线采访，还负责多个新媒体平台的宣
传，她采写的《黄彭：战“疫”阵地“排头兵”》等报
道，推送到了学习强国、人民号等平台。

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地方“主场”优
势，着力讲好疫情防控的本地故事。渌口区融媒
体中心“村村响”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全线开通，
防疫宣传接地气、冒热气。攸县融媒体中心制作
的“攸县加油！我们在一起！阻击疫情，我参加”
H5作品，鲜活生动。炎陵县融媒体中心“新炎陵”
手机 APP 采编的《组诗：致敬，白衣卫士》，在学
习强国平台发布……

快马加鞭未下鞍，万马战犹酣。疫情防控战
争的硝烟未散，全市新闻工作者时刻准备着，归
零再出发，用忠诚与奉献，见证历史、记录历史。

上接A1版

株洲日报记者 张洁
通讯员/陈君

株洲日报讯 “蔬菜大棚高度过低，不利于黄瓜等长蔓
型蔬菜作物的吊蔓栽培，座瓜数量减少，会影响后期产量
……”近日，在得知醴陵市浦缘合作社蔬菜基地的黄瓜苗子
近期因温度变化大损失较大的情况后，省派科技特派员梁
成亮立马给合作社负责人黄建明发微信视频指导。

近日，省委组织部动员号召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

充分发挥优势和作用，助力基层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
复工复产等工作。醴陵市积极与省、市、县科技特派员和科
技专家服务团成员对接，在防疫期间，推广“互联网+生产”
模式，专家们通过电话、微信、QQ视频等方式，进行春耕生
产技术指导，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醴陵市还成立由 200名科
技特派员和本土农技人员组成的“农技专家团”，分成 75个
技术指导小组，走进广袤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做好春耕生
产。目前，该市 36家省、市农业产业化企业，1000余家农民
专业种植合作社复工复产。

醴陵科技专家服务团指导春耕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通讯员/刘鑫

株洲日报讯 “多亏你们帮我租来
大耕整机，一天可耕整土地40亩，帮我抢
回了耽误的农时。”3月5日，在三门镇南
江村虎形组的田间，种粮大户易继芳向
帮助他耕整土地的村干部们表示感谢。

易继芳是种粮大户，2018年为扩大
生产，他在南江村、湖田村流转了近
1000 亩土地，主要种植双季水稻。往年
此时，易继芳一家都已经在田里忙得不
可开交，恨不得住到田埂上。

今年受疫情影响，易继芳一家人直到
2月底才出来劳作。“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
关键时候，农机服务合作社基本都没有空
闲机器。”易继芳只能用自己的小农机慢
慢地翻耕，但小农机速度慢，很有可能无
法抢回被疫情耽误的农时。为此，易继芳感到非常焦虑。

了解易继芳的困难后，南江村村干部从别的地方租来了
一辆大型耕整机，帮助易继芳翻耕土地。“已经翻耕了 100多

亩土地，下个月就可以正常播种了。”易继芳高兴地说。
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三门镇南江村不仅把农机服务

送到农户家门口，还给农户们送去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
鼓励农户们抢抓农时，尽快开展春耕备耕。

株洲日报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谢升兰

株洲日报讯 挖沟、排水、播
种……3月4日，攸县宁家坪镇笔
武村的攸县蔬而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一派忙碌景象，40多名庄稼
人戴着口罩，正在田地里忙碌。

“前不久，老板打电话喊我
回来做事，还特意安排了车子来
接 。”贫困户刘松怀告诉记者，
他在就业扶贫基地工作了 2年，
收入挺不错。

该公司在宁家坪镇笔武村
等 9 个村，流转土地 6000 余亩
种植青贮玉米，构建起集种植、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今年新增4家合作伙伴，要

抓紧时间进行春耕生产，才能确
保7月份交付第一批货。”公司负
责人丁建兵介绍，目前，公司 45
名员工已全部返岗，其中有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29人。对在偏远
村做事的20余名员工，公司每天
都安排了专车接送上下班，人性
化设置工作岗位和上下班时间。

攸县建立驻企联络员制度，
优先推动扶贫龙头企业、就业扶
贫车间和就业扶贫基地复工复
产，并在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创
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方面予
以倾斜。

截至目前，攸县 3家就业扶
贫车间和 1 家就业扶贫基地全
面复工，4 家企业共有 800 余名
员工顺利返岗复工。

攸县：就业扶贫车间全力以“复”

农机服务保春耕

三门镇南江村工作人员帮易继芳耕整土地。通讯员/刘鑫 摄

农民在春耕。通讯员/供图

栗雨街道抗疫“娘子军”


